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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文化角度看封龙山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

赵　琳，　吴　然

（石家庄铁道大学 四方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２２８）

　　摘　要：所谓地域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载体和依托，经长久历史沉积所形成的文化。封

龙山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于一身，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特质。封龙山文化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性、影响的广泛性和传承的延续性。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审视封龙山文

化的研究传承与开发，不仅顺应了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需求，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且可将之应用于高校建设，提升教育教学效果，促进高校科研事业的发展，并弥补本地区地

域文化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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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各地又蕴育

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加强对地域文化的开发

与研究，使地域文化带动地区发展已成为当前文

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封龙山位于河北省会石

家庄市区西南约１５公里，享有历史文化名山的美

誉，在我国文化史、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蕴

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

度对封龙山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进行思考。

　　一、地域文化的含义与特征

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主要是近十几 年 的 事，
特别是２０１０年后，相关著述大量涌现。地域文化

的研究历时尚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拓展。
在地域文化的含义界定方面，尚存在多种不同观

点。有学者认为：“地域文化其实就是最能够体现

一个空间范围内有特点的文化类型，它表现在方

言、饮食、民居、婚丧节庆、民间信仰等方面。”［１］还

有学者从“文化”入手对地域文化进行界定，认为

地域文化是“体现了特定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具有

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同样的文化发展脉络的区域文

化”。［２］虽然学者们对于地域文化的含义存在不

同认识，但对地域文化的“文化性”和“地域性”特

征均表示认可。地域文化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文化

性。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指人们在历史

中创造并被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价值

观念等的总称。地域文化特指文化中以地域为依

托而形成、因地域而呈现差异性的内容，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地域文化还具有地域

性的特征。学者袁行霈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明

显地呈现出地域的差异，这种差异乃是统一的中

国内部的地域差异，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呈现了

丰富多彩的面貌”。［３］基于各地自然环境 的 区 别，
以及地理上的相对隔离，不同地域人民在生活空

间上呈现出相对的独立性，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各

地不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除以上两点外，地域文化还体现出延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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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今日人们所说的地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指的是特定地域上形成的特有传统文化。中华传

统文化的形成，系经历几千年演化而得，地域文化

的形成，也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和变迁。在这

种意义上，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历史文化。只有具

备悠久历史的地区，才可能形成富含较深文化底

蕴的地域文化，目前为人所熟知的秦陇文化、荆楚

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
皆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会被注入

新的时代因素，这也正是地域文化延续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所谓地域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载

体和依托，经长久历史沉积所形成的文化。地域

的差异性 使 不 同 地 区 的 文 化 呈 现 出 各 自 的 特 异

性，共同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容。

　　二、封龙山文化的特征

（一）内容的丰富性

封龙山文化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主要 体 现 为

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书院教育与科学文化。封龙山是河北教

育名山，自汉代就是教育发达之地。山上有东溪

书院、西溪书院与封龙书院，三书院与保定莲池书

院并称“江北四大书院”，历史上有众多名人曾游

历、讲学于此。“封龙书院具有创建时间早、培养

人才多、历史贡献大等特点……它在兴办过程中

基本契合了中国书院的创办理念、宗教氛围、组织

结构等，具有一 定 的 代 表 性。”［４］公 元１２１５年，金

元时期著名数学家、文学家李冶将封龙书院创办

成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一直到明代，封龙书

院都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文理兼修并以科学教育为

主的书院。”［５］李冶在此进一步对中国古代天元术

进行总结研究，对其著作《测圆海镜》进行修订，著
成《益古演段》，对我国数学研究和史料保存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６］

二是汉碑与书法艺术文化。汉碑即汉代书法

碑刻，它不仅是我国汉字字体历史发展的重要史

料，也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璀璨瑰宝。留存于封龙

山上的汉碑群体，数量多、品类全、体系完整，具有

极高的艺术水平。如作为元氏汉碑代表的《封龙

山碑》被誉为中国汉代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在元

氏汉碑中建立年代最早的《祀三公山碑》反映了东

汉早期的书法特征，而《白石神君碑》则展现了汉

隶至楷书转变中的鲜明特点。封龙山还存在大量

摩崖石刻，其时间跨度上起北齐，下至明清，如西

石堂石刻、老龙潭石刻、禅房院石刻、修真观石刻

等，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封龙山的历史发展和文化

传承。
三是宗教文化。封龙山文化的宗教内容由来

已久，许多人认为封龙山之名就系因先民祭拜龙

神而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封龙山的宗教屡

有兴废。时 至 今 日，佛 教、道 教 在 封 龙 山 均 有 留

存。封龙山 早 期 的 祭 拜 活 动 具 有 鲜 明 的 道 教 色

彩，道教在封龙山也具有漫长的历史，山上现有修

真观、老君堂等遗迹留存。同时，封龙山还是河北

较早存在的佛教名山，早在两晋时期已有佛教寺

院兴建于此，目前山上还留有东石堂、马鞍寺、禅

房院、白草寺等佛教遗址，可为封龙山佛教兴盛之

证明。
四是名人、诗文文化。严格来说，此类文化与

其他文化种类存在重叠，但从著作角度却又可自

成一派，故作此独立分类。封龙山因其历史悠久，
风光秀丽，有不少历史名人在此进行居住、停留，
留下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文字。如汉代李躬、东晋

释道安、唐代郭震、宋代李昉、金代张著以及元代

“封龙三老”李冶、元好问、张德辉、宋代文学家苏

轼、元代戏剧家白朴、政治家史天泽、教育家和文

学家安熙、明代赵维藩、乔宇、金代诗人蔡珪［７］等。
这些诗文的存在对当前研究、传承封龙山文化，学
习、发扬古代诗文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是传说与爱情文化。古来已久的封龙山庙

会被认为是著名的青年男女接触交流之所，因此

有人将封龙山叫做风流山，为封龙山添加了几抹

浪漫的色彩。有资料及古迹证明，梁山伯与祝英

台的故事有可能发生于封龙山一带。明代崇祯版

《元氏县志》中记载：“在南佐村西北隅，书院路所

经由也，桥西南塔有古冢，山水涨溢，冲击略不赛

移，若 有 阴 为 封 护 者，相 传 为 梁 山 伯 祝 英 氏 之

墓。”［８］元代著名戏剧家白朴曾创作杂剧《祝 英 台

死嫁梁山伯》，此剧现已失传，但一般认为系取材

于封龙山当地传说而来。时至今日，当地农村的

秧歌小戏尚有对于梁祝故事的讲述演绎，重建后

的封龙书院中也有对梁祝故事的介绍。

　　（二）影响的广泛性

封龙山因恰好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与

元氏县交界，现为鹿泉区和元氏县分辖。居住于

此的人们称封龙山为“石家庄之根”，视封龙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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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的母亲山。封龙山文化仅从地理范围来说

是较为有限的，但这并不妨碍其地位与影响力的

形成。一方地域文化的价值并不以其占地面积大

小为限，而是主要看其无形的影响力的广度与强

度。例如，封龙山庙会于每年农历三月十六、六月

二十三和十月十五举行，届时北至保定、南至邢台

邯郸、东至冀县、西至山西平定，方圆数百里的香

客游人云集山间，影响力巨大。
河北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积 淀 了 丰

厚的文化资源，拥有大量的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随着不少文物流散到世界各地，燕赵文化

的影响力波及全球。封龙山文化无论从其地理范

围还是文化内涵来看，毫无疑问都属于河北燕赵

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封龙山文化，是对燕赵文

化具体组成部分的挖掘，有利于对燕赵文化的研

究与传承。

　　（三）传承的延续性

封龙山文化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封 龙 山 一

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一般认为，封龙

山得名时间很早，系因古代先民祭拜天地龙神，以
求安康丰收而来。也有传说认为，封龙山是大禹

治水 时，将 兴 风 作 浪 的 蛟 龙 锁 封 在 山 上 而 得 名。
这些传说将封龙山的历史前推到了原始社会。封

龙山下有封龙邑，封龙邑系于公元前４１４年由中

山国所设。《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二十

一年（公元前３０５年）：“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

垣。”唐代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对此句释为：“封

龙山一名飞龙山，在恆州鹿泉县南四十五里。邑

因山为名。”从现有资料无法精确断定封龙山之名

的由来，也无法说明封龙山文化到底源起于何时，
但认为封龙山文化历史悠久是没有问题的。悠久

的历史为其间蕴育丰富的文化提供了可能，也为

封龙山文化的挖掘与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封龙山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

封龙山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具有 悠 久 的

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因此封龙山文化不仅具备明

显的科研价值，而且对于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和教

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价值

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 部 分，社

会的 发 展、国 力 的 增 强 离 不 开 文 化 实 力 的 提 升。

对国家来说，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保证；对地区

而言，文化彰显着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精神，是提升

地区发展层次和影响力的有力支撑。地域文化的

研究与发展可以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形成地区文化意识和文化认同，满足人民的精神

需求。
一方面，封龙山文化研究顺应了国家 对 文 化

发展的重视，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习近平

主席多次指出，国家和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

支撑，如果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

的实现。文化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

的推动作用，文化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和关注，文化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

要主题。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特别是

提及了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让人民群众拥有更

多更好的文化成果。在２０１４年的《河北省委出台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

见＞》中，也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尤

其是要重视利用本土传统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
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对地域文化进行研

究顺应了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时代要求，重视和推

动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应成为推动地区发展

的重要议题。
另一方面，封龙山文化是石家庄地方 文 化 的

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封龙山地域文化的研究与传

承，对于封龙山周边县市乃至于对河北省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认同是个体对其所属

群体、文化所产生的认可和肯定，是个体被群体感

染所形成的积极情感体验。地域文化能使个体对

地区产生文化认同，彰显地区的历史和精神风貌，
成为提升地区凝聚力、推动地区发展的动力。石

家庄市由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发展成为

重要的交通枢纽、河北省省会，其发展速度是令人

瞩目的。但快速的现代化建设，无形中突显了石

家庄市文化底蕴的不足。人们常说石家庄是一个

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其年轻自然来自于石家庄

近几十年的快速成长，而其古老则来自于石家庄

附近地区所拥有的历史内涵。人称封龙山为石家

庄的母亲山，是“石家庄之根”，为了繁荣石家庄的

文化建设，全方位带动石家庄的发展，有必要对封

龙山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究，将其中的优秀文化成

分运用到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之中，提升石家庄地

区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品位，增强当地人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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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文化自豪，塑造地区文化形象和文化名片。

　　（二）经济价值

地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从 根 本

上来说是由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区域经

济的发展情况，决定了该地地域文化所呈现的特

征。同时，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也具备着当然的

反作用，作为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９］

首先，地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促 进 经 济

的发展。如上所述，地域文化有助于个体产生认

同感和归属感，优秀的地域文化还会使个体生成

强大的文化自信，这种积极的精神影响会融聚成

潜在的精神力量，促进地方的发展。此外，地域文

化中往往蕴含着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精

神遗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于当地的人们，使
之形成如勤劳朴素、勇于进取、诚实守信等品格，
从而影 响 当 地 的 经 济 发 展。在 当 前 的 经 济 发 展

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力量对经济的保障和促

进作用。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能与经济的发展

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其

次，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具备一定的产业

价值。一方面，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致力于物

质财富的增长，还为之灌注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

文化感，如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使经济活动带有

一定的文化、精神消费属性，迎合当前人们的综合

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不少地区还通过对地域文

化的挖掘和开发，进行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文化

服务等文化产业建设，拓展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获
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些产业形式往往具有低

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等特点，有利于地区经济

结构的 调 整 和 发 展 格 局 的 改 善。但 同 时 也 须 明

确，对文化进行经济开发时，应开发、利用和保护

同时进行，应在对地域文化内容进行充分了解的

基础上，发掘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优秀成分，选择

适当的开发方式和经济手段，从而推动文化产业

的快速、持续发展。

　　（三）教育价值

教育可以包含一切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的有

目的 的 活 动，以 有 组 织 的 学 校 教 育 为 典 型 代 表。
地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与体现的精神可为地方高

校所用，在高 校 建 设 中 发 挥 积 极 的 功 效。［１０］在 过

去的几年中，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以下简称

“四方学院”）已经把封龙山文化应用于高校建设，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
第一，地域文化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随着现代教育观念的转变，大学已不再被视为单

纯的传授知识之所在，而是承载了全面育人的使

命。各高校在重视专业教育的同时，越来越重视

进行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力图以大学文化和大学

精神来引导和带动学生。地域文化中所蕴含的积

极精神因素有利于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端正，可
以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地域文化包

含的丰富内容，尤其是其中的传统文化内容，也可

以缓解现代大学生文化知识匮乏的现状，充实学

生的文化体验。同时，由于地域文化体现的是发

生于当地的人和事，容易使学生产生亲近感从而

产生更大的兴趣，也易于得到学生的接受和认可，
较 其 他 文 化 知 识 而 言 会 产 生 更 好 的 教 育、教 学

效果。
第二，地域文化有助于校园 文 化 的 丰 富。高

校可以将地域文化融入教学计划，开设相关课程

和讲座，对地域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可以利

用地域文化的部分内容，组织学生社团，主办各种

主题活动；还可以把地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与特

定专业知识进行结合，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进行

思考和学习，增强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和应用；甚至

学校的校园建设也可以吸收地域文化元素，体现

地域文化特有的审美特色。为此，四方学院围绕

封龙山文化举办了多种活动，如主题讲座、骑行、
登山等活动，建立了孝道传承基地，学生参与热情

度高，活动效果良好。
第三，地域文化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形 成 对 学

校及其所在地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经由各种形

式的传播，学生对当地历史逐步加深了解，领略到

该地区的文化特色，体会到历史文化的魅力，从而

对学校和地区产生认同，甚至为其厚重的历史与

丰富的文化而自豪。四方学院因地处偏僻给教师

和学生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不过也因毗

邻封龙山而得天独厚占据了相对的优势。学生们

对封龙山历史及其文化的熟悉程度越高，越有利

于学校文化形象的塑造。
总之，地域文化对地方高校建设的作 用 是 非

常直接和明显的，高校可由此提升教育教学效果、
塑造文化形象，而高校本身也负有积极推进文化

发展、发挥文化传承职能等职责。高校不仅是进

行专业教育的场所，更被寄予了进行科研、传承文

化等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地方高校，理应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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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地域文化进行研究和传承。

　　（四）科研价值

有深度的研究是以上价值得以真正发挥作用

的前提，只有明确了封龙山文化的具体内容，才可

能对之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承认的

是，时至今日人们对封龙山的了解仍是粗浅、片面

的，目前对封龙山文化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一般

性介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亟待提升。尤其缺

少从地域 文 化 角 度 对 封 龙 山 文 化 进 行 审 视 和 开

发，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处于闲置和荒废之境。封

龙山文化在研究方面存在的明显不足，构成了制

约其他价值实现的致命短板。不过，换角度言之，
研究的不足同时也预示了封龙山文化研究所蕴含

的巨大潜力。
首先，封龙山文化研究迎合了当前对 地 域 文

化研究的关注。虽然从地域角度对文化进行研究

的做法早已有之，但对我国多种多样的地域文化

进行关注和研究却主要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

的。随着研究的逐渐开展，相关著述量激增，其中

既有一般理论研究，如对地域文化的概念和研究

方法进行探讨，也有联系各地实际，探究该地地域

文化的内容，试图在地区建设或特定领域内发挥

地域文化的特殊功效，如地域文化在学校建设中

的应用、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对城市

景观建设的启示、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关系、与产品

包装设计等。总的来说，研究角度是多样的，地域

文化研究在近几年得到了持续的甚至是逐年升温

的关注，其研究价值显而易见。
第二，封龙山文化研究能够填补本地 地 域 文

化研究的空白。如前所述，目前对封龙山文化的

了解存在很大的不足，对其中的很多具体情形的

掌握尚不精准，甚至一些曾被肯定的内容还存在

着问题。［１１］目前，围 绕 封 龙 山 文 化 的 各 种 资 料 仍

呈现出零散和欠缺的状态，尚未使之围绕封龙山

文化这一主题进行构建和展开，亟待有人对这些

资料进行筛选和整理。因此，封龙山文化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研究特色不够突出，存在着

巨大的研究空白有待弥补。
第三，封龙山文化研究有利于高校科 研 事 业

的发展和科研特色的形成。高校历来被视为重要

的科研场所，具有良好的研究氛围和明显的人才、
资源优 势。一 些 高 校 已 将 地 域 文 化 作 为 研 究 方

向，设立了文化研究机构，如河北师范大学的“燕

赵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大学的“湖湘文化研究基

地”、四川师范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华南

师范大学的“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

的“六朝历史文化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存

在有助于高校形成鲜明的教学、科研特色，也有利

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开展。四方学院因占据地理优

势，关注封龙山文化责无旁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四

方学院依托石家庄铁道大学与元氏县政府共同成

立了封龙山文化研究传承中心，围绕封龙山文化

搜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挖掘优秀文化资源并

对之进行研究、传承和保护。此外，学院还通过成

立学生社团、开展主题活动、举办学术讲座、建立

传承基地等形式，吸引校内外多种力量的加入与

合作，封龙山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活动正在扎实推

进逐步展开。
总之，封龙山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于一身，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特质。从地域文

化的角度来看，封龙山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开发在

文化、经济、教育和科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与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具有满足当地社会经济文

化教育发展现实需要的功能与作用，而且具有丰

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

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

中国梦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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