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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视野

把握改革开放新机遇 为广府文化增添新活力

作者：何子健 时间：2012-5-3 已被浏览 312 次 

    摘要：文化具有历史性，新时期改革开放为广府文化新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和历史机遇，当代人不应将眼光停留在过去

的成绩，而必须抓住机遇、担当起为广府文化增添新活力的历史重担。为此，必须加强对广府文化发展趋势的研究。 

    关键词：改革开放广府文化 新机遇 新活力 

 

    前 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地区领全国风气之先，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成果丰硕，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广府文

化，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经历了洗礼、融合和创新，在秉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我们固然应该回顾已有的成就并为之骄傲和自豪。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把眼光瞄准未来，瞄准未来

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也要正视未来的巨大挑战。就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而言，我们必须坚定信念，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就广府文化而言，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新机遇，为广府文化增添新活力，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新的文化成就。 

 

    一、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广府文化 

    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种社会现

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因此，我们应该学会用历史的、发展的眼

光看待文化。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化。我们通常所指的文化，一般是指现在所见的现成的文化，事实上是

“文化遗产”，即：前人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所创造的文化，通过各种物质载体以及制度、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形式，留传

给我们的“遗产”，其活力和生命力的源头是前人的社会生活。 

仔细研究前人的“文化遗产”，就会发现这些“文化遗产”经历了一个不断生成、发展的历程，而不是静态的、固有的。西

方的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经历了与古罗马文明的碰撞，又逐步与基督教文化融合，并且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和封建统治

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变革以及多次科技革命，才最终成为当今的样子。中国的文化，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

鸣，到秦汉的独尊儒术，到魏晋的玄学清谈，到大唐盛世融合胡人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兴，到宋明理学，再到近代新文化运

动、学习借鉴现代西方文化科学，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一次又一次的创新与创造中发展至今的。 

    广府文化本身也经历了在不断继承、吸收和扬弃中发展的历程。广东地区的土著文化是古百越文化，在秦统一岭南以后，

中原地区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宋时期、明末清初等时期的战争动乱，形成了三次较大的中原移民潮，来自五湖四海的

移民南移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地区，带来了中原及各地的文化思想、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广东地区与原有的文化交流融

汇。在这期间，广东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迎来送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交汇点。尤其在近现代和改革开放

过程中，广东更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学习借鉴先进西方文明的窗口和前沿阵地。历经千百年洗礼，百越文化、中原文化、

外来文化在多次的碰撞、融会、创新中，渐渐发展成独具岭南特色的广府文化。 

通过简要的文化发展史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前人在漫长的社会历史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这毕竟已经是“过去

式”，而至今仍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能创造新的文化的源头，是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前人通过其努力和创造，为我们留

下了洋洋大观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能给后代创造怎样的文化成果？我们为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能

够比肩甚至超越前人吗？前文化遗产固然有许多值得继承的地方，但肯定不能完全适合于当代人的需要。文化传承至今，要

保持活力与生命力，责任就在我们当代人身上。我们生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伟大年代，我们就有责任，也应该有

勇气、有魄力去创造符合这个时代要求的新生活、新文化。 

 

    二、新时期改革开放，为广府文化新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恩格斯评价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对中华民族来说，当前也同样处于“一

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中华文明经历了与现代

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经历了对自身的深刻反省与批判，新的生命力正在慢慢孕育、蜕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在

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曙光。这一场伟大的复兴，理所当然

地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的复兴，因此也期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巨人的诞生。广府文化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新机遇。 

    ——政策环境更加宽松 

    早在200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到2010年，要使我省成为文化发展主要指标全国领先、文化综合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居全国前列的文化大省。随后还制定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2003-2010年）》，通过“全面繁荣文

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建设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确保建设文化大省各项

文化经济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等一系列具体有力的政策措施，为我们发展文化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

政策环境、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

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更加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文化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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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概念，并将其当作“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党向我们发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力号

召，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增添了强大动力。 

    ——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迅猛发展、在物质上不断丰富，而且文化氛围也日益浓厚。 

首先，表现在量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每年全国公开出版报纸近2000种、其中广东130多种，全国公开出版期

刊杂志近万种、广东约400种，出版图书23万多种、广东约6000种，出版音像制品17000多种、广东4800多种，全国共

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00多座，开办电视节目2900多套，每年新制作完成电视剧200多部、新上映影片230多部。我们不

仅告别了物质匮乏的年代，而且每天可以接触到品种丰富的文化产品，精神生活日益充实。 

    其次，表现在质上，人们对文化进行学习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其实，自从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反思、批判和扬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影响范围有限。近年来，凭借《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等学术类栏目的

热播，更极大地激起了广大普通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再学习再研究的热潮。“学术明星”、“学术超女”等名词的出现，向国

人大声地宣布：深奥的学术是可以和人人喜爱的“明星”、“超女”结合在一起的，“国学热”、“文化热”确实名副其实

地在广大群众中热起来了！每年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类地域性、专题性的文化学术研讨会或文化节，也同样说明传统文化的研

究热方兴未艾。 

    其三，表现在文化对外交流上。随着开放程度提高，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据统计，2006年全国图书、报纸、期

刊累计出口1488580种次、1007.78万册（份），与上年相比种次增长24.59%，数量增长37.6%；累计进口611641种

次、2395.34万册（份），与上年相比种次增长2.01%，数量增长67.59%。再加上大量翻译的外国书籍、进口影视作

品，以及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空前活跃、新思潮新观念层出不穷。广东尤其珠三角地区又有毗邻

港澳、比内地更多地接触外来文化的优势，更成为全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活跃的文化氛围对于文化创新发展十分有

利。 

    ——文化发展要求迫切 

    除了上述在政策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有利条件外，广府文化发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机遇或动力在于，广东尤其是珠三

角地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拥有了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古老的广府文化取得新发展的意愿十分强烈。多年来，广东在国人

眼里的形象总是与做生意分不开，而在文化方面并不突出。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每年总是广东请来了北京或上海或国外的演

出团体或专家来广东作演出或学术报告，却少有广东的演出团体或学者被北京或上海等地邀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广东在

经济上处于领先，在文化上却处于弱势。改变这种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不相称的尴尬局面，就成为广府文化发展的内在动

力。从另一方面讲，广东人在物质生活富足后，对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也需要广东

人有更高的思维水平、崭新的精神面貌，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广府文化取得新发展。 

    

    三、把握未来，为广府文化增添新活力 

    为广府文化增添新活力，增强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如何推动广府文化取得新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

努力、合力推进。限于篇幅和作者能力，下文仅就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作论述。 

    首先，关于如何推动文化发展，我们可以对历史上一些有名的文化运动进行考察，从中获得借鉴和启示。例如中国近代史

上有名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提倡民主和科学，到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

鸣”的方针，从鲁迅、胡适提倡新文学革命，到打扫孔家店、批判反思封建旧伦理旧道德，再到引进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革命的高潮，其成效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都是这场文化革新运动的

遗产继承人。 

    从中可以概括出推动文化发展的一些规律：推动文化取得新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培育一代新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们的思维习惯、伦理道德、价值取向以及生活制度，才能说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要靠思想家、理论家

引导民众学习新观念、培育新思维、形成新道德，靠文艺家创新文艺形式，培养民众的审美新情趣，靠政治家塑造新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为新生活提供保障。 

    其次，关于推动文化发展的主体。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文化精英、党政部门和普通民众三部分。 

第一，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各领域的精英都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缺少了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

胡适等人的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将大打折扣，因此，推动文化发展，文化精英们必须明确自身肩负的重大职

责，自觉地承担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 

    第二，党政部门把握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必须把推动文化发展作为重要职能。新时期，党政部门要保证文化健康

发展，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制高点，尤其要占领新媒体（如网络）的宣传阵地；同时要加大力度培育文化精英，加大力度

推进文化成果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共享，全力提升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 

    第三，关于普通民众，要自觉追求高尚生活，树立高远的人生理想，自觉遵守伦理道德，尊重科学、培养高雅的审美情

趣，为推动文化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结语：加强对广府文化发展趋势的研究 

    推动广府文化新发展任重道远，上文的论述只明确了推动新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最基本的原则。要真正为广府文化

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研究任务十分艰巨，笔者认为至少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 深入剖析广府文化的优缺点何在。查找不足才能明确进步的方向，“新文化运动”不正是在深刻反思和针砭传统中

国文化弊病的过程中孕育了新时代的文化吗？广府文化中有许多特质有时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例如关于“务实”，造就了

广东人不尚空谈、注重实效的品格，促进了广东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个品格同样带来了广东人缺少宏观理论思

维、缺少文化想象力的文化局限（以佛山引以为傲的石湾陶瓷为例，从兴盛以来多在民窑烧造，主要用于满足普通市民日用

需求，装饰用的石湾公仔，其神态表情亦多写实、符合普罗大众的通俗审美观，但却少张力、少霸气。）广府文化的其他特

质中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需要以巨大勇气和耐心来深入反思。 

    2. 深入研究先进文化的性质、特点。目的在于把握当前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为广府文化的发展提供未来目标和榜

样。可分为两方面。其一，研究先进文化的一般特性，如有研究认为先进文化应该具有群众性、世界性、时代性、民族性等

特点。其二，研究具体的某种文化（可以是国内其他地区、也可以是国外）有什么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为广府文化提供直

接可借鉴的例子。 

    3. 针对具体文化科目的研究：文化的繁荣，有赖于具体文化科目的繁荣发展。不同的文化科目有不同的发展状况和发

展规律，需要相关的专业人才开展批评研究，以促进本科目的发展。具体的科目内容丰富，如：绘画、曲艺、陶瓷、剪纸、

学术理论（含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文化产业等，都应纳入研究的范围。例如：关于粤曲，要研究粤曲当前的

创作表演情况、表现手法和技巧有哪些需要丰富发展的地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及其原因、未来的发展前景等。其

他科目亦同理。 



    4. 针对不同主体的研究：针对文化精英研究，包括广府文化地区文化精英的生存环境、对当地文化发展的贡献等；针对

政府的研究，包括如何督促政府部门将促进文化发展作为重要工作职能、如何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占领意识形态制高点、如

何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如何推动文化成果共享等；针对普通民众的研究，包括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民众

的伦理道德有什么改变、表现出什么特点，如何引导民众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文素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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