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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灵魂、品格，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

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

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

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

不镌刻着人类文化进步的烙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

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支撑力量，

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

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民族

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必将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思想保障和精

神动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

起点出发开始新的征程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

向全党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号召，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总体战

略布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世界经验看，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1000 美

序于革胜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大力实施“小省区要办大文化”战略 推动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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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消费会快速启动，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3000 美元，文化消费则会

持续增长，而当接近或超过 5000 美元时，会出现文化消费的倍增态势。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人均生产总值正在由 3000 美元向 5000

美元攀升。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丰富，文化需求的

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日益显现。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自治区党委审

时度势，把握大局，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确定了推动宁夏跨越式发展

的奋斗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大力实施“小省区要办大文化”战略，推动宁

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集众木方成大厦，合群力乃就伟业。党的十七大作出兴起文化建设新

高潮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历史机遇。宁夏悠久

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实施“小省区要办大文化”战略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为宁夏文化建设营造了深厚群众基础

和巨大社会需求。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我们正在步入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宁夏文化建设已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蓄势待发。

当然，推进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毕竟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

事，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拼劲，需要激

情干事、用心推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钻劲，需要独辟蹊径，更上高

楼，“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闯劲。譬如发展繁荣宁夏文

化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历史、唯物、辩证、求实的认识，那么，如

何正确地继承和弘扬、挖掘和整理、提升和推出？如何振奋干部群众精

神、凝心聚力、构建和谐社会、推动跨越式发展？如何在地区文化软实力

的竞争中提出科学的应对之策，打造民族的、区域的、大众的特色文化品

牌？就难以很好地解决。应当充分看到，自治区成立以来，我区在文化建

设的各个领域，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是，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

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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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文化领域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量工

作仍处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对宁夏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行全面摸底盘

点，及时进行升华总结，自觉地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论思考，这对于少走

弯路，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春光同志自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分管宁夏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以来，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与全区宣传文化战线的同志们

一道，继承和发扬宁夏文化已有成果，高起点规划，深层次挖掘，做了许

多谋长远、打基础的工作，比如：在宁夏文化的定位上，提出要大力弘扬

“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等九大主流文化，精心构筑以“两

山一河”为特征的大文化圈；在文化发展战略上，紧紧围绕“小省区要办

大文化”的总体要求，提出首先要引导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心理，

集中优势，集成资源，出特色、出精品、出人才，打造“宁夏———花儿的

家乡”品牌；在文化发展思路上，提出要树立全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坚持

科学的文化资源观、文化财富观和文化发展观，高举旗帜抓文化、解放思

想抓文化、准确定位抓文化、尊重历史本原抓文化、创新体制机制抓文

化、苦干实干抓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抓文化、用抓经济工作的手段抓

文化；在文化发展措施上，提出抓产业不抓项目是不得要领，抓精神文明

建设不抓典型是不得要领，抓文化建设不抓精品是不得要领，抓队伍建设

不抓人才是不得要领；在文化发展的合力上，提出各级党政要像重视经济

工作那样重视文化工作，像重视物质文明建设那样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像

重视做强经济硬实力那样重视做强文化软实力，像争项目、跑资金那样的

执著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在宣传文化队伍建设上，坚持“政治坚

定、业务精良、纪律严明、团结向上”的要求，大力倡导“跟得上、拿得

下”的工作作风，要求宣传文化干部用心想事、用心干事、用心抓落实；

等等。这一系列的思路和措施，可以说是春光同志既踏着历任的“足迹”

继承拓展，又立足实际，面向未来锐意创新的结果。进一步摸清了宁夏文

化的“家底”，找准了宁夏文化发展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是符合中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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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夏发展实际的，由此，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拓展了宁夏文化

建设新高潮的大幕，正在演绎着一场场精彩纷呈、威武雄壮的活剧。

我曾读过春光同志编著的《宁夏文化的源与流探析》一书，主要分析

了宁夏文化的生成，对宁夏“九大主流文化”进行了梳理，探析了宁夏文

化的种类、表现形式及影响，系统地分析了哪些是宁夏主流文化，哪些是

伴生的，哪些是代表宁夏本原文化特征的，哪些是作为多元文化补充的，

形成了宁夏文化共识。虎年伊始，春光同志给我送来《宁夏文化的纵与横

刍议》书稿，邀我作序。粗略看了一遍，很受鼓舞和启发。如果说《宁夏

文化的源与流探析》是对宁夏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系统推出，《宁夏文

化的纵与横刍议》则是对宁夏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措施的科学总结与理性

升华，体现了推动宁夏文化建设的更加自觉和更加主动，两书堪称姊妹

篇。这两本书的先后出版，可以说是宁夏文化建设领域的幸事，可喜可贺。

国运昌盛，文运必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大

发展大繁荣，宁夏的跨越式发展也必将以文化的勃兴为印证。今天，我们

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催生、发展和弘扬先进文化的时代。我

们相信，《宁夏文化的纵与横刍议》的出版，必将为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助力。

是为序。

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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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文化的概念和范畴界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盛世崛起的“文化时代”，文化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那么，什么叫“文化”，“文化”的概念究竟怎样表达才确切、完整？中

外学者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化”一词，中国古已有之，

并早于西方。中国古代认为“文化”一词是“文”和“化”的合成词。作

为内涵丰富的“文”和“化”的并连使用始见于《周易贲卦〈彖传〉》，基

本含义是“以文教化”，指以“人文”即人伦仪则、道德秩序去规范和化

易人民于“野蛮”，使之开化和文明化的活动。考之典册，我们还可以看

到诸如“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及“文化内

辑，武功外悠”（《补亡诗·由仪》） 等类似的表达。可以说，从精神化易

的层面谈文化的思路乃是中国古人沿袭的基本趋向。

不过，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是外来的语汇，相当于英语的

“Culture”和德语的“Kultur”，原义含有神明崇拜、耕种、练习、动植物

培养及精神修养等意思。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从一开始就较偏重精神教

化不同，西方的“Culture”更多地展现了逐渐由物质生产活动引入精神生

产活动的特点。随着 19 世纪下半叶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兴

起，文化问题才真正摆脱朦胧的“前科学”状态而得到广泛的研究。尤其

是从泰勒在 1871 年发表了《原始文化》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并第一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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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化的专门概念以后，定义“文化”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学者中流行起

来。泰勒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

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著名学者梁漱

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

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经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

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

“例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

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就是极其实

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1999 年新版的《辞海》给出的文化定义是大家普遍比较认同的，即，

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

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

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

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

本书所研究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文明，它的范围比文明更广

泛，因为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活动，而文明属于文化活动的成果，是文化的

具象化，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的精华。哪里有文化哪里就有文明的足迹，哪

里没有文化哪里就弥漫着荒蛮，正是文化使人类走上了文明的大道。人类

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文化一般依据时间、空间、行业与民俗四个方面的标准，可以划分为

多种类型。以时间而言，可分为史前文化、先秦文化、两汉文化、魏晋文

化、隋唐文化等；以空间标准，可分为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还可细分为齐鲁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

化、巴蜀文化、闽南文化等地域文化；行业文化主要指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等；民俗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间传

统文化和习俗文化。如民族的传统节日，像中国的春节、端午节，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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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感恩节等。

文化具有民族性与相似性、时代性与稳定性、继承性和创造性等方面

的显著特征。首先，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

历史条件的差异，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思维方

式，因而决定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同时，不同民族由于所处自然环

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决定文化也会表现出不少相似的特征。其次，

一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发

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当然，文化中深层结构中的某些内容，在一定程

度上超越时代，形成比较稳定的文化。最后，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

和创新，都有其内在的继承性，都经过了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取舍，离开

了集成就谈不上发展创新。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

统，并继承其优良成分。中华文化就具有海纳百川，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

化的创新性特点。

准确界定文化的概念和范畴，便于我们更好地用世界眼光把握文化发

展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发展，着力提升文化软实

力，充分发挥好文化是文明的基石、文化创造核心价值观、文化凝聚民族

精神、文化创造和谐社会、文化促进科学发展、文化引导公平竞争、文化

满足精神需求的作用，用文化力引导经济建设、用文化力丰富思想建设、

用文化力提升党的建设、用文化力促进环境建设、用文化力培养和聚合人

才形成，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导
言

文
化
的
概
念
和
范
畴
界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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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中，小到个人，大到群体、一个民族，无不受

到一种无形力量的左右和支配，那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对于人类

的个体来说，由于各自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每个人体现出

来的行为各异。对于一个群体而言，人们都得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

标准，遵循一定的规律行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会受到一种无形思想意识

的影响和支配，那就是文化的影响。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在我们生活工作

的每个角落里，处处可见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我们每个个人及群体到

整个人类都概莫能外。当我们研究宁夏文化发展现状，厘清宁夏文化表现

形态，或者寻绎宁夏文化发展规律时，很有必要对人类文化的功能定位、

发展脉络、生成规律等作超时间跨度和地域跨度的对照，系统地、辩证

地、客观地看待地域和民族文化。

第一节 文化影响人类社会进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

发展的内在根基。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一个民族

的兴盛，往往是从文化的繁荣开始的；而一个民族的衰败，也一定伴随着

文化的衰落。纵观人类历史，每当社会变革动荡，政治制度变迁，必然带

来整个文化界的革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回顾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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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果没有 17 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

不可能有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就不可能

有当年西方的工业革命，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西

方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如果没有 18 世纪的启

蒙运动，就不可能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确立。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而每当国家政权稳定，

社会经济发展，又会促使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其原因也是因为拥有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所以，一个国家的发

展、振兴和强盛，离不开强大的文化的支撑。

我们通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可以加速推进

历史进程。具体到一些文化名人的影响，他们

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文化成就的骄傲，也改变世

界文明的进程。雨果说过：“试将莎士比亚从英

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

多少！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同样，正

因为有屈原、李白、杜甫、陆游、李清照、曹

雪芹以及鲁迅、曹禺、冰心等作家，我们的历

史文化、国家风貌才显得更具魅力。中外文明

史证明，文学使世界增辉，使心灵灿烂，使社

会和谐，使人类进步。

一、世界古代文化的滥觞

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思想文化经

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

一般来讲，人们

把“文化”分为三个

层次：即观念文化、
制度文化和器物文

化。所谓观念文化，

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

心理结构、思维方式

和价值体系，它既不

同于哲学，也不同于

意识形态，是介于两

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

学理论的东西，是一

种深层次的文化。所

谓制度文化，是指在

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

的影响下，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

制度。它们或历代相

沿，或不断变化，或

兴或废，或长或短，

既没有具体的存在

物，又不是抽象的看

不见，是一种中层次

的文化。所谓器物文

化，是指体现一定生

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

在，如住宅、服饰

等，它们是人的创造，

也为人服务，看得见，

摸得着，是一种表层

次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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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

同发展。从文化史的发展看，承认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走向

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每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属于

人类全体的，应该为人类所共享。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共同进步。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和古代印度被公认

为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而古希腊、古罗马也同四大文明古国一样，对人类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公元前 4000 年以后，在两河流域地区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发展形成了苏美尔文明。这一地区由于河流灌溉的便利，催生了河流沿岸

早期农业的发展，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史称“肥沃的新月地带”，就

是这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早期的古巴比伦文明。楔形文

字是古巴比伦文化创新的代表之作，成为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标志。

尼罗河下游是人类文化产生最早的另一个地区。尼罗河为埃及人带来

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水，也让这个地区成了富饶的农耕区。古代埃及人在

生产生活中催生了埃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开创性文化发展奠定了必要

条件。古埃及人很早就掌握了天文学、公历、数学、建筑、医学等方面的

知识，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些积极成果如太阳历、几何学等为当代

各国人民所沿用。最具代表性的埃及金字塔及其木乃伊，极具艺术水准的

服饰和壁画，让人们看到古埃及人较高的科技水平和价值追求，成为人类

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丰碑。

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在稍后的时间里孕育出辉煌的早期文化。在古

代，印度河流域的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还拥有河水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河

谷，很适合农业发展。所以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这里已经具有了比较

发达的农业文化，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古代都市。印度传统文化的显著特

色之一是它的宗教性。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婆罗门

教、佛教、耆那教等等。印度人创立的佛教文化是对人类文化的一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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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不仅对印度本国人民精神生活产生了

极大影响，而且对亚洲人民乃至西欧、北美国家都有影响。佛教遗迹、石

窟艺术、美术雕刻、壁画和佛教文学等，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灿烂篇

章。古印度的哲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古印度哲学从吠陀教中

分离出来，着重探讨宇宙的起源和人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印度

最早的哲学体系，史称“六派哲学”，即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

派、吠檀多派和弥曼差派。它们承认吠陀权威，属于正统派。操不同语言

并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使印度文化呈献出举世罕

见的多样性。上古印度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汇点，有

利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较好地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而且在客观上成

为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是地中海孕育的海洋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之源，

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丰富多彩，呈

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

阿拉伯人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文化，阿拉伯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

彩，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一时期的阿拉

伯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显

著特点：一是多民族性，

二是创新性，三是承担了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在数

学、天文学、医学、物理

学、化学、建筑学、文学

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

就。最有名的当属文学著

作《一千零一夜》（又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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