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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弘扬地域文化精神的责任与优势

———以燕赵文化进高校为例

刘素萍，　窦竹君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在文化强省战略的引领下，应该积极探索和挖掘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而深蕴中

华文明精髓的燕赵文化，是河北人民的精神家园，其精神沉淀是当今河北改革开放、走向世界

的本土资源，能为河北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弘扬燕赵文化精神，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而高校因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明的社会职责，在弘扬地域文

化精神中应肩负更大的责任，也具备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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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赵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分支之一，它

既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体现

着现代河北人的独特价值观念和创新精神。在文

化强省、“善行河北”战略的引领下，努力挖掘燕赵

文化的精神内涵，把慷慨悲歌、诚义担当的燕赵文

化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善行河

北”道德实践密切相连，不仅从中寻找文化自信，

更将其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结合，和校

园文化建设密切结合。这对建设河北文化，推进

河北的经济文化发展，建设河北人民的幸福家园，

具有重大意义。

一、弘扬地域文化精神是高校义不容

辞的责任

高校的使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人才培养、学

术研究、社会服务、引领社会文明。而在这四个方

面中，都包含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内容，尤其是地方

高校，这四方面的任务更为具体迫切。如果高校

培养的大学生不能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不

仅影响学生的就业率，同样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发

展对人才的期待；如果高校的学术研究不能着眼

于地方发展，其研究成果自然难以得到地方政府

的青睐和资助，研究成果能否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也就成了疑问；如果高校的社会服务不考虑所在

地域，那么既会丧失很多服务机会，也会影响高校

自身的发展；如果高校的人才培养、文化素质教育

与地方文化建设大方向脱节，就很难完成引领社

会文明的重任。而着眼于所在地域，从文化挖掘

研究宣传入手，弘扬地域文化精神，是高校承担地

方社会建设责任的方式之一。

（一）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

分，弘扬地域文化精神就是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势各异，气候不

一。在这种差异较大的自然环境中，自古至今形

成了参差多态的中国文化，这是文化多样性的表

现。“中华文化自古就具有多样性、统一性与互补

性”［１］特征，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与互补性，才使

得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人们今天不仅

喜欢到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西安这些大

城市旅游，更愿意到乌镇、周庄、丽江、凤凰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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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大理这些小城市甚至小城镇流连，主要

就是为了感受当地浓郁的地域文化。一个地方如

果地域文化特征不明显，就会缺乏宣传吸引力。

这包括两方面的可能：一是该地的确缺少地域文

化魅力，另外一种则是该地在当今经济建设的快

速发展中忽视对地域文化的宣传保护，使得地域

文化处于被遗忘、割裂的状态。今天人们不但感

觉城市同质化严重，就是农村发展也越来越同质

化，从建筑到服装乃至生活方式千篇一律，中国文

化的多样性特征、鲜明的民族特色因为现代化的

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中国文化越是民族的才

越是世界的，具体表现就是地域色彩越浓才越能

体现中国气派，才能真正享誉世界。苏州的拙政

园因其小桥流水、楼台亭榭而闻名世界，假如这里

变成迪斯尼乐园还会成为苏州的名片？河北的赵

州桥因其建于隋代至今优美壮观而天下闻名，假

如这里改建成到处皆有的斜拉桥模样还能成为河

北文化的骄傲？假如因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缺

失、保护的不到位而使地域文化渐趋消失的话，爱

祖国、爱家乡就会失去文化支撑。大力弘扬地域

文化、宣讲地域文化精神就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正如袁行霈先生指出的那样：“地域性是中国这个

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特点，是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

重要表现。热爱祖国不是空泛的，首先要热爱生

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家乡的历

史文化都不清楚，那么热爱祖国就会落空。”［２］

然而，可能是太过熟悉缘故，对于地域文化人

们往往生活其中百用而不察，从而忽视甚至漠视

自身生活其中的地域文化。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

和思想道德教育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传播先进

文化往往忽略地域特色文化，总难发现“自家文

化”的优势。笔者曾以“你所了解的河北文化”为

主题在校内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当问及是否

知道泥河湾、是否知道涿鹿三祖堂、是否知道中山

国时，多数茫然；甚至对耳熟能详的荀子、祖冲之、

扁鹊、董仲舒、魏征、张之洞，似乎也和河北联系不

上；说河北是中国酒之故乡、陶瓷故乡，更是惊奇。

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逐渐削弱

甚至濒临消亡无动于衷，让学生写一篇夸赞家乡

的文章，往往空话套话连篇，对家乡地域文化没有

真正的经验与体验，尤其缺乏细节支撑。反之，学

生对外来文化却是津津乐道，情人节、圣诞节、美

国大片等如数家珍。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现今学校教育忽略地域文化传承职能，不重

视学校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一味地重视实

用教育，围绕就业、考研做文章，使得学生地域文

化知识断裂。由于这种断裂，学生对地域文化无

知，以至于出现文化虚无主义。长此以往，何谈热

爱家乡，热爱祖国，何谈民族自信心，何谈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鉴于此，高校有责任

及时为学生补上地域文化这一课。另外，从地方

建设角度而言，高校也有义务弘扬地方文化。学

生将来毕业走向社会，影响其择业选择的因素不

仅有薪水高低、工作环境，也有对当地文化的认同

和热爱。假如学生在河北高校接受教育，却感受

不到河北文化的魅力，受教育者对河北怎能产生

热爱并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建设河北？

（二）地域文化对高校文化建设的促进

作用

地域文化与高校办学特色具有十分密切的联

系，它孕育和滋养地方高校办学特色，对高校的办

学实践，特别是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社会、

引领社会文明四大功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

神指导和文化资源。

１．地域文化对高校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

高校与所在地的地域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关

系。相对来说，地域文化对高校学科建设作用积

极，它“既是学科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资源，也是

高校建设特色学科的重要内容，利用地域文化开

展学科建设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３］地域

文化中的人文资源是地方高校建设特色学科的重

要素材，将特色学科建设与地域文化的特色人文

资源紧密结合，可以促进地方高校特色学科的形

成。如邯郸学院集中展开赵文化研究并形成特

色。石家庄铁道大学的西柏坡红色文化研究并形

成特色，高校教师以地域文化中优秀的人文资源

为研究对象，或者是对地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切

实问题进行研究，不仅系统梳理了研究对象，创造

出大量关于地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研究成果，而

且对地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如石家

庄铁道大学教师的《京津水源涵养地生态及经济

发展模式和用水补偿机制研究》、《打造省会个性

色彩构建城市品牌形象———石家庄城市色彩规划

研究》等课题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文科学的

发展，而且因其对河北地域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

而获得河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其他如对河北省

地域经济文化“冀商文化”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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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蔚县剪纸、唐山皮影、定州瓷窑的研究等也都成

果累累。地方高校利用地域文化特色开展学术研

究，建设特色学科，不仅可以提高学科建设的竞争

力，还可以促进地域文化的发扬光大和广泛传播，

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２．地域文化对校园德育教育的促进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而深入研

究和融合优秀的地域文化，吸收地域文化精髓，对

于强化高校德育功能，实现文化育人目标，具有积

极而实际的意义。

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地域文化内容相当

丰富：东方人类发源地泥河湾，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三祖堂，成语故乡邯郸，神秘国度古中山，曹魏都

城邺城（临漳），长城起点老龙头，辽国发祥地平

泉，张库大道大境门，半部清史直隶总督府，世界

文化遗产清东陵、清西陵，一个王朝的背影避暑山

庄，红色地标白洋淀、冉庄、狼牙山，红色圣地西柏

坡……历史文化名人数不胜数：荀子、赵武灵王、

廉颇、蔺相如、荆轲、祖冲之、扁鹊、毛亨、董仲舒、

郦道元、魏征、赵匡胤、僧一行、郭守敬、关汉卿、王

实甫、曹雪芹、纪晓岚、张之洞……民俗文化不胜

枚举：蔚县剪纸、井陉拉花、正定战鼓、唐山皮影、

武强年画、衡水内画、定州白瓷、曲阳石雕、吴桥杂

技……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中华民族从这里走

来，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校园

德育提供了丰富素材。具体做法：

（１）努力传承燕赵诚义文化以培养大学生的

诚信意识。自唐代诗人韩愈把慷慨悲歌作为燕赵

文化的精神内核予以肯定后，千百年来，凡提到燕

赵大地，无不以此来标识。所谓慷慨悲歌，就是重

然诺、讲诚信、肯牺牲的精神。二千年前荆轲“风

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后，燕赵地域

文化就和诚信义气联系在一起，且不说廉颇蔺相

如以国家利益为上、赵子龙单骑救主等燕赵古代

英雄诚信守义的英雄事迹，在近现代中国摆脱殖

民压迫、建立新中国和现代化中国的过程中更涌

现出数不尽的讲诚信、肯牺牲的英雄人物，中国共

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只手炸碉堡的董存瑞，新时期

“善行河北”建设中涌现出的唐山十三勇士、爱心

小院高淑珍，大孝儿媳张建霞……慷慨悲歌、诚信

忠义至今仍是河北地域文化的标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从不缺乏优秀先进

的文化因素，我们要把更多的视野放在培养学生

的理想信念、道德人格和思维方式上。通过致力

于推广特色地域文化，例如闽商文化，发挥其在地

方高校文化建设和学生培养中的积极推进作用，

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大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４］福建高校把闽商文化作为德育教

育的重要内容，河北高校同样应把燕赵诚义文化

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善行河北”唱

响中国。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应将这种精神和校

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大力弘扬诚信勇毅、扶危救困

的燕赵精神，培养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

石家庄铁道大学，诚信传统届届相传，从寒冬腊月

跳入水中勇救落水者的杨之亚，到创办“诚信驿

站”的许法东，从各学院为患病学子踊跃捐款的学

生群体，到积极主动扶危救困的青年志愿者团体，

石家庄铁道大学历届学生中都涌现出无数的善行

义举，多次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报道。

（２）大力弘扬河北的红色文化以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以红色地标和红色圣地为载体、革命英

烈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

材，而河北既有红色圣地西柏坡，又有红色地标白

洋淀、冉庄、狼牙山，还有李大钊、马本斋、董存瑞

等一大批革命先烈，红色文化非常丰富。石家庄

铁道大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就在西柏坡建设

红色教育基地，全校学子每年暑期都要在西柏坡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环节，二

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这是培养学生对河北红色文

化情感的最好方式。在西柏坡纪念馆、领袖故居，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首首感人的歌曲令人动容，

领袖们指挥大决战时的镇定自若，七届二中全会

时“两个务必”的高瞻远瞩，更使大学生对“新中国

从这里走来”产生全新的认识。学校中文系也把

专业实践教学放在西柏坡，既培养学生专业能力，

更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数万学子的柏坡情怀其

实就是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一做法得到省委

省政府、教育部肯定，国内、省内主要新闻媒体均

多次给予大篇幅报道。《西柏坡“两课”实践教学

的新模式》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３）通过文化比较培养学生的文化兼容与创新

意识。高校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都带着各自家乡

的地域文化印记，而对所读高校的地域文化不太熟

悉，通过地域文化的学习，不仅扩展了自己的眼界，

更扩展了自己的心胸。“大学生个体生活在一个多

元的文化环境中，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魅

力。俗语云‘入乡随俗’，要学会克服个人狭隘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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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主义，尊重文化的差异与个性，勇于接受不

同的文化形态与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审美追求等，

并逐渐认识与领受地域文化的内涵，在文化主体与

客体的交融中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沟通能力，培

养一种良好的文化兼容心态”。［５］

地域文化的优势与不足是通过比较显现的。

宣传河北文化，并不是固步自封。在了解燕赵悠

久灿烂历史文化的同时，通过和其他地域文化的

比较，在发现燕赵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要指出

燕赵文化中存在的不太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

某些因素，如河北元代叫中书省，明谓京师，清称

直隶，从称呼可看河北长期属京师之地，封建正统

思想严重，和南方沿海的地域文化如闽商文化相

比，开拓性不足，灵活性不够，高校毕业生考公务

员、到央企就业意愿强烈，下海经商、自己创业者

寥寥。人们求稳求安逸，满足现状者多。教师在

传播地域文化时通过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比较，指

出燕赵文化中存在的不适合现状的因子，激励学

生走出思想的束缚，敢于创业，有胆量在经济建设

的主战场一展风采。

二、高校弘扬地域文化精神的优势

高校因其教育与被教育人才的密集性和情感

互动性、教育资料的丰富性和教育手段的先进性，

在弘扬地域文化精神中占有优势，而且因被教育

者正处在观念逐渐定型阶段，育人效果更加突出。

（一）师资优势

千百年来，地域文化的形成以一种特殊的物质

形态和精神文化形式存在，其丰富性和悠久性又从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难以把握性，想靠一个人的力

量传播地域文化十分困难。而在高校中，因为专业

的齐备，各专业教师在其学科研究中凡涉及燕赵地

域文化的内容单列一章，既是其专业研究的深入，

更是弘扬河北文化的最好方式。如河北的建筑文

化、河北的音乐文化、河北的宗教文化、河北的民俗

文化、河北的陶瓷文化、河北的文学成就、河北的红

色文化、河北的戏曲文化、河北的成语文化、河北的

水文化等等，内容丰富，领域宽广。而高校教师的

专业研究恰好可以绘成燕赵地域精神的“文化地

图”，给学生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二）路径优势

在高校弘扬优秀地域文化精神，路径多样，大

体可分为课上课下两条。课上可分为教学路径和

讲座路径，课下则宜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学生实践

等环节完成。

１．开设“文化河北”类通识教育课程和讲座

以往的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缺乏地域文化类

课程，使得学生在一地上学，却对一地文化认知不

够，了解不到位。尤其是从五湖四海来河北上学

的大学生，离开时不仅没有加深对河北的热爱，反

而留下了河北“没文化”的印象。为了打造持续宣

传燕赵文化的课堂阵地，凝聚一支宣传燕赵文化

的教师队伍，石家庄铁道大学开设了两门宣传燕

赵文化的课程：《文化河北》、《燕赵文化十五讲》，

采用讲座式教学方式，涉及教师十多人。这些教

师“术业有专攻”，讲授内容涉及燕赵的哲学思想、

民俗民风、音乐戏曲、文学艺术，套用一句广告语

叫“荟萃百家，各施精彩”；教学方式适应教学内

容，教学效果良好。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已在学

生中建立起良好声誉，出现选课难、上课满的喜人

局面，共有７００多人选修了这两门课，这不仅是教

师的吸引力所致，更是燕赵文化的吸引力所致。

相信听过该课的大学生们毕业后留在河北，是建

设河北的主力军；离开河北，是河北文化的宣传

员。

除了通识课教学外，文化讲座也是普及河北

文化的又一窗口。课堂是固定的听课人群，讲座

是流动的听课人群。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文学院和

校团委组织开展人文知识讲座，每年一个主题。

２０１２年全年６次讲座均是燕赵地域文化内容，每

次讲座３００多人，近２０００人通过讲座进一步了解

了河北文化。

２．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

弘扬燕赵文化

学校将弘扬地域文化精神巧妙的植入校园文

化活动中，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宣传河北文化。石

家庄铁道大学开办端午诗歌文化节多年，已成为

校园文化活动的品牌。为了传播河北文化，学校

举办“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校”专场活动，

聘请专业表演人士进行专场演出，把河北的“井陉

拉花”、“常山战鼓”、“蔚县剪纸”等非遗文化引进

高校，使大学生们对河北文化有更直观认识。除

此之外，还有话剧表演比赛、ＰＰＴ大赛等校园文

化活动，形象直观、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宣传燕

赵文化，深受学生的欢迎。

社会实践是通过班团活动、党员活动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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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活动和以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为平台的系

统性教育活动，借助在高校附近工厂农村的参观、

学习、实践，大学生们一方面了解河北基层社会现

状，一方面了解河北地方的民俗文化精神，并运用

自己的知识服务基层。如石家庄铁道大学中文系

学生参加石家庄市桥东区政府组织的地方文化普

查工作，深入南北翟营村调查研究，写出了近万字

的考察报告《千年村落的古往今来———南北翟营

文化调查》，通过一个村落从春秋战国衍生到当今

工业化致富的二千多年的衍变发展，特别是该村

重视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的民风民俗，使学生对

河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生自身的实践能

力也得到提高。

总之，通过传播地域文化丰富学生知识结构

并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高

校既有责任更有优势，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也是建

设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的良好途径。石家庄铁道大

学“燕赵文化进校园”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

点。而且，通过这一实践活动，使得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化“善行河北”道德实践活动落到实

处，意义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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