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类物质、精神、生态文明建构、发展、交流互鉴的历史上，成都是一座写满拼搏奋进、改革创新

故事的城市，为人类、为中国，也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奉献了数不胜数的发明创造，从黄钟大吕到鲜衣

美食，涵盖了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成都富足、文明，始终维持了人民生活很高的幸福指数。其

中，植根于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气度的拼搏奋进、改革创新精神，弥足珍贵，值得总结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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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天府文化的创新创造

谭平 马英杰

吴艾坪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天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华

文化，涵育于巴蜀文明。天府文化既独树一帜，又海纳百川；既显差异之美，又彰兼

容之力，是一种活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

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青年人的价值观不仅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不

断地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青年人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

习和思考，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自己的价值观中，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精神支

柱。同时，青年人也在不断地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创造出更加符合

时代需求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念。这种互动关系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

为当代青年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精神滋养和文化资源。

天府文化在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中创新创造

为天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注入青春活力

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文章指出，在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

“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基因，也是天府之国革故鼎新、善谋图变的文化基因。宝墩文化、金沙文化中都折射出强烈的创新倾向，太阳神鸟的金箔被国家文
物局公布为中华文化遗产标志；都江堰是世界最早的无坝引水工程；宋代交子是全世界最早出现的纸币；汉代即出现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开全国先河……可以说，创新
创造是从历史中析出的、融进成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之一。

从文翁兴学的文明之郡，到唐宋时期的诗歌之都，再到如今历史名胜遍布和科技企业林立的现代化超大城市，时间在走，称谓在变，不变的是天府之国的深厚文脉和
创新精神。天府文化如何孕育并夯实具有家国情怀和包容气度的创新精神？青年人创新意识强、创新思维活跃,是全社会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天府文化的创新
性与青年人的创造力如何形成双向互动关系？围绕这些议题，本期《理论周刊》约请专家深入阐释。

创新性治水和兴学

成都素以开放包容著称，这种开放包容的气
度与追求，诞生在四周被险峻高山环绕、水路行走
风险莫测的四川盆地的古代、近代，以成都为核心
引擎，极其难能可贵。

一方面，鲜明地体现在它对于中华民族以儒
家为主、释道为辅的精神家园建构的不可取代的
贡献上，比如，儒家的重要源头如五行观念出自大
禹，道教诞生于大邑鹤鸣山，中国佛学佛教，也从
来视成都为一流重镇。研究发现，成都是中国所
有大都市中，儒、释、道在历史上发展并行不悖、知
行相互交融、正能量相得益彰做得最好的城市之
一，有力支撑了其以注重平衡、协调、兼顾、统筹为
内核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和谐关系，
以及重视各个群体利益最大公约数的高度平民化
的城市性格和治理理念。

另一方面，体现在近代以来以民族英雄尹
昌衡将军为代表的倡导“五教归一”，中华文化
必将复兴并大放光彩的生动论述中，突出体现
在成都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创之功，北方和
海上、草原丝绸之路的不可或缺的参与之功
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市
场上，看到的从身毒（古印度）转卖过去的蜀布、
邛杖，是中国商品首次出现在国际市场上，三星
堆、金沙出土的来自南亚、印度洋的贝币（今四

川博物院也有收藏），是蜀地最早接纳南亚文明
的有力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考古发掘，
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震撼与惊喜——气势磅礴的
三星堆纵目人青铜面具，奇妙恢宏、激情浪漫的青
铜神树，美轮美奂的金沙太阳神鸟金箔，代表古蜀
先民要听得更多、看得更远、飞得更高的理想与愿
景。而作为古蜀道最艰难部分的嘉陵江、岷江悬
崖绝壁上的条条栈道，无不见证着不管交通多么
艰难，付出多少代价，也要努力和外部世界发生关
联，在积极接纳外部优秀人才、资源的同时，自信
豪迈地展示自身物质、精神、艺术创造，从而把自
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甚至人类的命运紧密相
连的天府文化的精气神。

传承弘扬浓烈的家国情怀与突出的开放包容
气质，是成都纵深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世界
文化名城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成都保持创造和奋
进活力、延续独具魅力的生活美学和“万千气象”
的历史使命，是成都和四川传承西南文化中心地
位的基础工程。

——本文是2024年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重
点项目“西南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研
究”（项目编号：XNWH-2024-ZD-02）结题成果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天府文化研究院）

远古成都，最早是海洋，后来是洪水经常泛滥
的沼泽地，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所以成都地区最早
的居民来自岷山河谷的蜀山氏。经过大禹、鳖灵、
李冰这三位以天下苍生为己念，以实现故土和家
国永续发展为志向的伟大先贤，带领众多先民栉
风沐雨、筚路蓝缕的奋斗，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观念下的顺从水性，加以疏导，实现防洪、灌溉、航
运功能集成为灵魂的创新性治水，大获成功，不仅
强劲助力了大禹平治天下洪水，禹的儿子启主要
依靠父亲的崇高威望君临天下，建立夏朝，中华民
族从此跨入文明的门槛，而且缔造了2000多年绵
延不绝造福子孙的人类古代史上的水利奇观都江
堰。由此形成和平年代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
府之国”，有了永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今日四川盆
地内外遗存的座座禹王宫、川主庙、二王庙，无声
地诉说着后世对他们的敬仰和追随。

汉代初期的成都和蜀地，文化尚未纳入华夏
一统，汉景帝派来了蜀郡太守文翁，这位抱负非

凡，精通《春秋》，爱民如子，《汉书》“循吏列传”名
列第一的伟大先贤，以其对于蜀地人民要过上物
质、精神双富足的文明生活的强烈责任担当意识
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深谋远虑，以自己带头的
节衣缩食和不辞辛劳，选拔俊秀，使其在首都太学
沐浴最高学术，回成都任教学宫，栽培平民子弟，
开创了誉满千秋泽及华夏的中国第一所地方官
学，并与董仲舒的著书立说和献策国家一起，实现
了大一统中国必须的思想文化大转换，为2000多
年的中国，因为拥有其他文明古国无可比拟的共
有精神家园和文化凝聚力，始终是世界舞台举足
轻重的力量，是世界公认的文明礼仪之邦，留下了
深仁厚泽。文翁还专门治理湔江，对成都的水利
事业，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汉的成都，也
因此成为文化比肩齐鲁，诞生了扬雄、司马相如这
样的学术和汉赋最高代言人、把西南夷纳入大汉
的开拓者，王褒《僮约》证明这里诞生了世界最早
的茶叶市场，仅次于首都长安的顶级大都市。

唐宋时期的成都，继续位列盛世中国一流都
市的前沿，国家对这座城市因独特优越的自然环
境、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所需要的安宁、富足、文明
的高度重视，派来的主要官员多数都具有优良的
素养和才干，所谓大唐宰相回旋地、两宋名臣汇集
处、天下诗人例到蜀。他们的担当和作为，始终得
到了成都人民的衷心拥戴和积极响应。这一时
期，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极其旺盛，多有兴作，
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跌宕起伏很大，
成都官民以强烈的国家与地方主人翁的担当意
识，拼搏奋进、创新创造，在和平年代，他们贡献了
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璀璨的唐诗和最早的词、裂
金穿石响遏行云的瑶琴极品“雷琴”、雅俗共赏共
用的出自节度使崔宁女儿之手的经典茶具（盖碗
茶）；占地千亩、殿堂璀璨、壁画辉煌壮丽，培养出
伟大高僧玄奘的佛学修养、号称“震旦第一丛林”
的皇家寺院大慈寺；国家超级工程《开宝藏》的13
万块雕版；享誉华夏，主要以四川商品为交换物，
以成都为集散中心，在经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
上具有战略意义，强力连接中国西南与西北地区
的茶马古道；人类金融史上的里程碑、最早的纸币
交子；中国流行、使用时间最长的药典，明代《本草
纲目》主要源流的《证类本草》；中国第一副对联

“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培养进士如过江之鲫
的天下第一地方学府——成都府学；世界上第一
座以海洋般的芙蓉、海棠、梅花、荷花、牡丹和茂林
修竹装扮，四季都有流光溢彩、曼妙花香、丝竹管

弦萦绕，亲情、爱情、友情和羁旅行客游子乡愁贯
穿的楼阁亭台、花木竹林装扮的园林使人赏心悦
目，绵延至少500年的锦绣都市；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集商品博览、交易等于一体，每月皆有，富集物
质创新、精神建构、艺术渲染载体（灯、花、蚕、锦、
扇、香、宝、桂、药、酒、梅、桃符）的十二月市；以八
达晕、灯笼锦、盘球、葵花、云雁、双云窠雁纹样为
代表的蜀锦，标志着当时人类锦的生产、制作的最
高水准，在世界贸易、丝绸之路上续写着汉代“五
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的辉煌和传奇。

国家战乱年代，以成都作为中心的蜀地，人民
积极响应国家和地方、同胞所需，其拼搏奋进，创
新发展，突出体现在努力承担各种责任、义务甚至
苦难，成为避难、回旋人群的可靠接纳地，国家财
政、兵员的支撑性力量，平叛御侮所需的战略、军
需物资的生产、制作基地，文化重新集结、熔铸、锻
造的大本营。这一优良的城市传统和地域光荣使
命，一直延续、传承、弘扬到19-21世纪中华民族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进程
中。这是成都这座城市最宝贵的文化基因，是它
的人民文化自信可以讲述的“中国故事”，是怀揣
世界文化名城愿景、重新恢复成为盛世中国被举
世仰望城市的当然理由。当今四川，再次成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腹地，正是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
之国基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条件，尤
其是基于这里绵延2000多年的最浓烈的家国情
怀的肯定。

家国情怀绵延2000多年

拥有开放包容的气度与追求

青年大学生通过勤学深思、创新实践，为
天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
力与动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将现代
元素与新技术手段巧妙融合。如青年自媒体
作者，匠心独运，纯手工复原三星堆黄金面
具，网络热议如潮，央视专题报道，传统之美
以创新形式跃然屏上，青年正在以创新性的
实践探索，为天府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发展
注入了新的血液与灵魂，使之焕发活力。

青年是传承天府文化的践行者。青年大
学生将天府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现代
设计理念融入天府文化之中，创作出《生生不
息》《花团锦簇》《数字彝境》等既蕴藏传统之
韵味，又符合现代之审美的佳作，为天府文化
的传播增添了新的亮点。不仅促进了天府文
化的活态传承，推动了其创新发展，还坚定了
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增强了文化自豪感、认
同感和凝聚力。

青年不仅是天府文化的传承者,更是传
播者。青年大学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社
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创新性地传播天府文
化。如青年大学生团队科技赋能，开发 AR
导览应用，让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历史遗迹

“活”起来，游客沉浸式体验，文化深度游焕发
新意，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点赞，让天府
文化在网络空间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天府文化的保护
与发展中。成都非遗文化是天府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数百支由青年大学生组
成的实践团队，深入巴山蜀水，全方位、多维

度地投入到成都地区“非遗”的挖掘、保护与
传承工作中，成效显著。青年大学生们运用
互联网技术的广布高效，显著扬名成都非遗
传人技艺，既增社会知名度，又提公众关注
度，为成都非遗文化普及推广，辟新道、拓宽
途，为成都非遗深研久护，筑天府文化之坚
基。有成都高校团队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技术，构建成都非遗数据库，施抢救记录，行
保护良策，濒危技艺得以数字化保存，天府文
化记忆永续传承，为天府文化存续，添翼助
力。在此过程中，青年大学生既深认识，又浓
兴趣，既强责任，又提能力，既富素养，又炼协
作，既善沟通，又精协调，既激创新，又展活
力，为天府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天府文
化活力绽放。

总之，天府文化与当代青年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互动关系。天府文化是青年成长成才
过程中重要的源头活水，通过精神滋养、价值
引领、审美提升、生活态度等维度，为当代青
年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指南，浸润、
滋养、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而当代青年通过文化传承、
文化创新、文化推广等方面展现青年担当，为
新时代天府文化创新与传承，注青年之新血，
助青春之力，添蓬勃之朝气。

——本文为 2024 年度天府文化传承发
展智库课题“非遗文化传承视域下成都历史
遗产与大学生实践教育研究”成果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助理研究员）

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历
史底蕴，孕育出天府文化的优秀基因，蕴含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是
当代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精神滋养。天府
文化融合治水、移民、农耕、开创、工匠、创
新、时尚等文化精髓，熏陶着青年大学生，形
塑了他们兼容并包、乐于合作、勇于探索、敢
于创新的文化品格，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
识天府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和价值，树立文化自信，热爱、积极传承和弘
扬天府文化。

天府文化为青年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社
会实践机会。成都大运会的成功举办，有力
展现了青年学子的蓬勃朝气。赛事中，运动
员、志愿者、演艺人员及后勤团队均以青年为
主体。在以天府文化为基调的开幕式上，青
年与观众共襄盛举，热情迎接各国健儿，呈现
了一场青春洋溢的视听盛宴。该盛会的成功
举办，不仅让青年深刻领悟天府文化之韵，更
搭建了文化互鉴的桥梁，使各国青年汇聚一
堂，共同彰显了青年学子的活力风采与坚定
自信。

天府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和精
神财富。高校作为青年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
重要摇篮，肩负着启智润心的重任。近年来，

部分在蓉高校举办“锦城风华，天府意蕴”等
以天府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将天府文化
深度嵌入课堂，推进其融入校园。专家学者
通过讲历史、述理论、明脉络，向青年大学生
宣介天府文化的源流，不仅拓宽了他们的文
化视野，还增强了他们对天府文化的自豪感
与归属感。

数字媒介搭建天府文化与青年新桥梁。
近年来，金沙遗址、武侯祠、杜甫草堂等一系
列重要历史文化遗址，通过集成应用增强现
实（AR）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高保真复原，同
时运用现代美学理念对天府文化进行创新性
解码与重构，充分展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
天府文化内涵，吸引了大量青年群体的关注
与兴趣。有效构筑起传统文化与现代青年之
间的信息交互桥梁，显著增强了青年群体对
天府文化的认知认同与情感共鸣，为天府文
化的活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对天府文化进行全新诠释，既保留了天
府文化精髓，又赋予了时代新意，充分彰显了
天府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
不仅为传统文化与青年群体之间搭建起一座
沟通互动的新桥梁，更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
年对天府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深切热爱，为文
化传承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动力。

以文化人：天府文化浸润青年大学生

以青春之名：青年大学生激发天府文化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
事物的无畏品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这一重大论断，对我们更好坚定文化自信，
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感召力，有力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
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
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
大有前途。谋划“十四五”时期发
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要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牢牢把
握正确导向，守正创新，大力弘扬和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 9月，在湖南考察
时的讲话

关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
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

——2022年5月27日，在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
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
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
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
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
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
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
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
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
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
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
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
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
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
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
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
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
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资料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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