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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研究者的希先和沉甸甸的责伈

每一种民从文化都有其鲜明的地域性．历史件，杜会性特征，全

球化将各种义化传统的历史延续问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股染聚于一定的

共同空间之中．、ItI·界文化呈现出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在民族文化心现深层结构的共时性层面中．总丛汹含并发展变化的历

时性的内在冲力，激荡心历时性的生命跃动，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心员

历史发展的1赏性和广袤性， 一个人、一个民族． 一种区域文化甚至

一种文明所关怀的基本问题，始终是其自身的命运． l氏要探讨这个人、

这个民族、这种区歧文化甚至这种文叫自身的现状及J甘史渊源，义要

寻求实现自 1 1 1 、诗总和迫遥生存揉界的逍路． 纵使这种可永依然还扯

西西弗斯的石头，也要毫不犹豫地把它不断沿祚山势推起仆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应力求站在现代实践和听学发展的环

度，从哲学视域对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诙解和诠释．发掘其可

持续发展的价值J民缢．籽力于自觉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建构，扞力于现

实实践的价值检讨． ：籵力伽向未来，探斗区域文化司持续发展的张力

和实现的途径，展示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中因特色． l'llitr, 在

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狸论研究和实践方而，还没打可资借鉴的研究

范本和先例．因此，课题研究而临牙j许多布要突破与创新的内容和

领域”
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垃制约甚至决定性地影咑民族文化格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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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松辽区域文化可分坎发辰研究

文化起源的本土性，构筑了多种不同的人义发展机划和义化区域，形

成了多兀文化区系和相当复杂的文化谱系．松辽文化是以松花江、辽

河流域为地域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对象性关系

而形成的特定的生恬结构和观念体系，亦即在祖因东北大地 t.:形成的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和生沽方式的总称．

松辽医坡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建立在深人和比较全面的文献

资料、现状和究及相关数据和相关情况的分析比较基础士的研究， l1!!

题的实践性、应JIJ性来自区域义化发展对实践性和应川件的诉求｀区

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学术空间，更是一个实

践战略课题．

而课题研究的过程，也正是我们不断了解家乡文化、许及家乡文

化、唤醒文化自觉，焕发文化生产力的牛命的过程，这需要有多年的

积累和探厚的悄感，更要有使命和悄怀．本课题从马克思．上义文化折

学的视域，对区域文化中的松辽文化进行臼好读和诠释．为佥球化背

拱 F的区域文化的 f,J持续发展提供了埋论智欢，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提

出了一些创新性见／ri'~; 不仅在卡宿和探化廿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

方面有而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以哲学为指导通过开发有区域文化

特色的文化产业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都有礼要的实践价价．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观点及对策建议

在研究方法和内容方而，棵题采用了实地闷研和理论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0 通过实地考察和咐研，获取了松辽民众对区域文化的认知情

况松辽区域文化的拈础理论研究状况，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对文化处

设的投人情况、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松辽区域文化性格的培

育情况、松辽区域文化疗及与创粘情况、松辽区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

伯情况、松辽区域义化产业化的格局等数据信息和文献资料．在此基

础上、促炼出松辽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子，对松辽地区文化

资源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按照产业竞争力原理．耍素

结构勾竞争力系统的关系J以理等理论方法，对松辽区域文化和其他区

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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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的可持纹发展的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和肚化评价；然后运川文化

哲学、文化地理学、义化史学、社会学、战船学、经济学，民族学、

民俗学、传播学、旅游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等学科即论或体系，以及

其他与义化传承相关的埋论，对松辽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目

标、体系和布肋进行分层次和分类别的研究·同时对松辽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进行了探索．在具体方法上，运J廿了文献搜集和整现、山野调

查、间卷训在和访谈、统计样木和数据挖掘以及文化产业战略设计等

方法．

据此，木课题研究的内容如下．

笫一，松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历史上的松辽文化包含草拟游牧

文化、森林文化、渔猎文化以及少部分的农业文化，而以尔原文化为

基本形态．它的一个突出特成是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比较文化研究的

基础上，我们认识到，作为感性生命的强烈表现，松辽人民的文化是

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唯其如此，松辽文化的感性生命才可能在

传统与现代的交激中显徇市有生机妎
第二，“松辽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概念界定仆本邵分对课

题的问题域、研究意义、基本思路、基本内谷、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区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笭进行了说明．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旨在重建区域文化发展的元价值及其探层恁义 ： 区域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本质上是关于发展的文化节学研究．

第三，“松辽区坡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张力．民众对“松辽区域文

化”的认知度低于预圳区城文化的讲述能力和立传排介都略显簿睬

还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卜发力，等等．根拫调研悄况，本部分还提

炼了影响区域文化可待续发展的“如础理论研究状况”“文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情况等八个咦索和因子．

第四，加强”松辽区域文化”的理沦研究．文化研究是对习 1，不

察的日常生活的再市视和批判性解读． 对区域文化的个案研究能提出

指导更多更大范旧的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结论，才可能实现“达则

兼济天下“ 东北地［天不仅打二人转，更右理论情态和深沉的家闰怕

3 ~◄ 



＂忐．＼ 松辽区域文化可持I奂坟展研究

怀；“松辽区域文化”,1挤耍给外部世界一扇了解其理论内缢的沉口 ．当

前无论从地区发展平衡还是因家战略角度考虑．打造一个“显学”的

东北地区文化发展显彬尤为迫切．

第五．发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化自觉． r过国家、 仗会、

个人三个层而共同发力 国家层面的义化自觉，在于战略规划、硕层

设计、 政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有日,. 而下的预层设计，

又要有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两者上下结合、上下对称 ， 才能为改革

注人强大动力．而制度创新从“松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杜会保怀．

制度创新需要认J，找谦井利用政策红利；要对松辽地区的公共文化服

务进行设计和优化：要抓时机、讲掖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令

第六，引导 ．，松辽区域文化”的文化性柲和补会心理．“松辽区域

文化“性格赻生恬在松辽义化区域内的绝大多数人所共同从有的带倾

向性的稳定的心现特征，是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淀，尤论我们愿不瓜意

讲述，也不论我们窟识没意识到，区位带来的文化影响都不能回递．

同样，区域文化的特殊性所显示的群体义化灶格和补会心理，特别是

通过区域义化独特性才能彰显的中华文化的问一性，更是我们要关

注的．

第七，把文化抒及放在与文化创新同等亚要的位咒． 文化创新、

文化普及是实现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两冀，要把文化忤及放在与文

化创新问符项要的位竹． 学术研究、课堂教学、义化评及应协调发展

要尽快破除体制机制阰碍，将丰订的文化知识、文化活动和优质文化

资源与公众共享；要川 I&:坡历史文化的往古之梦激发年轻一代的热悄；

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载道”和教化功能：炎（优化”松

辽区域文化”的宜传手段、内容和平台．

第八．文化认伺＇咑文化自信扛构共生“文化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中的贡献正日益凸姐将更有力地拊动各项日标的实现，在人类

杜会幻及中发挥越来越面要的作川．抓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i及大的

机遇＂，挖掘＂松辽区城文化1比大的浒）J“, il:松辽地区的民众拥打更

大更多的获得感，才能在更深沉的文化八们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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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让文化产业成为松辽区域经济新的附长极． 当前． 正处文

化产业人付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文化产业也必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

挥附要作用 · 文化生产力也必将强力释放。但俙吸反思的是，文化产

业的发1炎实践依然是在基础理抡准备不足的悄况下捩索前行．木部分

对松辽地区文化产业化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分析·依拱松辽F域资说

的梨赋提供了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原则、方法和路径令

区域文化离不开比较研究．把一种区城义化与其他l翌坡文化，甚

至世界各同义化刘比研究，将使其特点，更鲜明． 区城文化研究份要通

过对一种区域文化的个案研究，提升出对当代中因地域文化发展具打

普迫性、借鉴性的纣计仑或经验。毕竟、人类所有的探索和生存实践的

最终指向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断超越；如呆不努力挖掘、梳理、发丿他和

创新我们的区域义化，我们水远邵追赶不上那些正在可待续发展中的

文化．

文化的发展其实很有点趣、很小旨趣，它不但可以把文化的结构、

文化的动力和张力怂霹无遗迅1J以将文化的性格陂翎给恨异 ； 可持

续发展的文化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义化． 这种文化会找到屈千自己的发

展节奏，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按照这个节赛夫发展自己 1 可持续

发展的文化址可以享受寂宽的文化． 当我们按照这种文化木身的发展

节奏持之以恒默默努力．尽忤无人同行，但因为找到了自己仔 1斗和独

特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建设就一定会大有提升；可持绥发展的文化也

一定姑有日标、有毅力的文化．当一种区域文化走在可持续发展的路

[...就．一定会把那些正在犹豫和勘刻的文化远远地路下 岫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课题通过对“松辽文化”这种区城文化进行系统化研究 ， 提炼共

中只有？f遍价俏的资祗．并进行批判性解释和创造性忱化．从而为文

化变迁、转型中的成对件分歧、认同危机及其顶建提供一种视点．

针对当前对“松辽区域文化＇，丛础性论述较多系统性探讨较少

5 ，◄ 



矗. \ 松辽区域文化可妗块发展研究

的现状，力图从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中探讨区域文化的个

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探层次问威将区域文化励人中华文化的发展中，
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寻找支点。

阐述“松辽区域文化” 与中华文明认同之间关系的亚要性及其发

展特征，强调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来叙述对象的发展，更有

助于我们从 1歹杠多彩的区域文化的历史偶然性中探明整个中同义化）}

至1(I;界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的必然性．

可以说，所有渊研历经之地、所有被访谈的对象、所有的间苍参

与者、所有被我们咨询的学者和机构，也都她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

亲历者和建设者 ． 是我们词查的对象，更是文化·\普及和文化唤南的对

象和主体．

区域文化的调研本身，也是课题组本身是所打被阅在者共同经

历的松辽文化的梳理和再现的过程 ， 亦是所有其他区域文化被煎新关

注、被多人倾茹的过程 ， 更是“松辽区坡文化＇＇ 被讲述 ｀ 被传播、被

推介的过程，是我们每个研究牵涉对象的义一次爱家爱因的表达。中

困表达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希望也淤伯，对“松辽区域文化”叮持纹

发展课题的研究是小意义的表达．

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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