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传承与发展中奋力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

主编：张舟 责任编辑：钟文 陈仕印 美术编辑：钟辉

理性·求真·论衡·求是
2024年 12月 9日星期一

06·07
联系电话：(028)86510705 86510200 电子邮箱：cdrbllzk@163.com

全面认识西南文化
与巴蜀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西南文化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文
化土壤，巴蜀文化是西南文化重要的文化符号；
西南文化彰显出区域文化发展的共性，巴蜀文
化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巴蜀文化与西
南其他地区文化相互借鉴、一同发展，共同促进
了西南文化的繁荣昌盛。二者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又保持了相对独立性的辩证关系，是
西南文化与巴蜀文化共生共荣的内在理路。

第一，西南文化是巴蜀文化得以持续稳定
发展的源泉和沃土。这一关系体现在地理空间
的涵盖与交融、历史进程的共同演进、文化特征
的相互影响以及文化认同的共享与传承等多个
方面。从地理空间上看，巴蜀地区是西南地区
的关键组成，其文化特征和发展历程与西南整
体文化紧密相连，并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相互
影响。巴蜀文化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及其周边
区域，这一区域处于西南地理版图的核心位置，
是西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历史进程
中，巴蜀文化与西南其他文化共同演进。如秦
汉时期，巴蜀地区经历大规模移民和开发，中原
文化和先进技术传入巴蜀，与之结合形成独特
的区域文化，并从巴蜀传到整个西南地区。巴
蜀文化根植于西南沃土，在漫长发展过程中不
断汲取西南文化的养分，并以其独特魅力奠定
了在西南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是西南文化
的典型代表。

第二，巴蜀文化积极与周边区域文化进行
广泛的交流和互动，丰富了文化内涵。巴蜀文
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南方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藏羌彝民族文化走廊”等通道与中
原文化始终兼容并蓄，广泛吸纳各地移民带来
的先进文化因子，与西南其他地域文化融合创
新，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体系。战
国时期，秦并巴蜀，中原文化开始逐步影响到了
以巴蜀为核心的西南地区；东汉末年，诸葛亮率
军南下，开启了中原文化大规模向巴蜀地区的
传播；隋唐以后，“茶马互市”的繁荣，巴蜀与西
南各地商旅往来频繁，又掀起了西南地区文化
间交往互动的高潮。移民文化与西南本土文化
的交融，彰显了巴蜀文化海纳百川的文化个
性。例如，川菜、川剧、四川方言等具有浓郁巴
蜀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西南文化，在西南地区
乃至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一带一
路”这一影响必将发扬光大。

第三，巴蜀文化体现了浓郁的西南文化特
征，二者展现出互鉴与并进的关系。在文化特征
上，巴蜀文化与西南其他文化存在着相互影响和
借鉴的关系。作为西南文化版图中的璀璨明珠，
巴蜀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在互鉴中共同推进西
南文化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巴蜀文化积极吸收
西南其他地区文化的优秀成果，促进了西南文化
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巴蜀文化的发展成就也
为西南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
动了西南文化整体水平的提升。很多西南文化
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如古蜀文化、少数民族文化、
农耕文化、以本土道教文化为代表的宗教文化
等，都是以巴蜀文化为载体发展壮大的。

第四，巴蜀文化与西南文化在文化认同方
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
局。巴蜀文化个性特色的形成，为西南文化注
入了独特活力，也彰显了西南文化多元一体的
文化魅力。巴蜀地区，从西汉司马相如通“西南
夷”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可谓是西南地区的代表之一。西南地区，在历
史上为巴蜀人民与西南其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进程中，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体现
了各民族和谐共处与相互尊重，展现了中华文
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
繁荣和发展。

西南文化研究为文化强国
建设拓展广阔的空间

中华文明一直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
中发展，始终在革故鼎新中铸就辉煌。西南文化
是巴蜀文化发展的源泉和沃土。处于西南文化
核心地区的成都，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肩
负起引领西南文化研究的使命与担当，为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彰显更多力量。

第一，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西南文化研究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利于加深对中华文化
多样性的认识。西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民族背景孕育
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悠久的历史造就了西
南地区多元的文化景观，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
方式、语言文字、宗教习俗、艺术形式等方面呈
现出显著差异，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地域特色文
化。同时，西南地区也是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
的交汇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南文
化还吸收了南亚、东南亚等域外文化因子，西南
文化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发
展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类型对中华文化发
展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二，西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和
道德理念，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研究西南文化有助于展现中华文化的多
元性和包容性，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丰富的文
化资源和精神支撑。比如，古蜀治水文化中“因
势利导”“顺应天时”的思想理念，与当代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西南各
民族互助友爱、崇尚和谐的传统美德，是弘扬民
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宝贵财富。此外，西南
文化研究通过对历代巴蜀历史文化名人，如：大
禹、李冰、扬雄、苏轼等人思想行为的深度探究，
能够提炼这些历史名人行为品格中蕴含的忠孝
节义、诚信友善等思想精华，阐发西南各民族重
德尚礼、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这些文化要素，
都是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思想源泉。

第三，西南文化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多
元一体，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交流与融合，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各民族在漫
长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资
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西南地区自古
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区，历史时期有巴、蜀、氐、
羌、僰、筰、濮、賨等多个族群在此生活，包含了
世居于此的汉、彝、藏、苗、布依等30多个民族。
西南文化研究通过梳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揭示了不同民族文化在西南土地上和谐共
生、彼此借鉴的生动图景，展现西南各民族亲如
一家、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文化认同提供历史镜鉴。

第四，西南文化可以揭示出中华文化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
国际影响力。西南文化研究通过探讨不同区
域、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形成机制，系统展现西
南各民族文化的传承规律，揭示不同文化圈层
之间的交流交往，能够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从而展
现出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价
值。同时，深入研究西南文化有助于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让世
界能够以西南文化为窗口，更直观地了解中国
优秀的历史文化，从而为文化强国建设拓展更
加广阔的空间。

——课题来源：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研
究项目《成都作为西南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与
当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CLT20240925）

（作者：四川旅游学院教授，研究基地主任，
博士生导师，西南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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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之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
意义。202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
化根基。”

“西南文化”是指中国西南部川、滇、渝、桂、藏等省（市、自治区）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包括
这一文化的意识形态所创造的民俗习惯、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等精神财富。从《尚书·禹贡》的“九州”、《礼
记》的“五方”、《史记》的“西南夷”等典籍记载，到三星堆、金沙等考古遗迹的新发现，无不证实西南地区受
地理环境、历史、民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文化呈现出显著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独特性。

西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是巴蜀文化发展的源泉和沃土，对深化巴蜀文化认知、推动巴蜀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支撑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加强西南文化的阐
释、传播与创新，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奋力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价值。

先秦时期孕育

先秦时期，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文化之间存在联系，天府文化在这个过程
中孕育。在孕育时期的天府文化与“多元一体”的
中华文明之间天然存在“元体”关系。

距今 5000 年左右，岷江上游的古蜀先民向
成都平原迁徙、定居，并以成都为中心，建立古
蜀王国，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上世纪末以
来，通过考古学者对成都平原史前遗址的考古
发掘，包括宝墩文化遗址、三星堆文化遗址、金
沙文化遗址等，证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
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都是古
蜀文明史上的闪耀明珠，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
系。其中，宝墩文化距今约 4500 年，是天府文
化之根。考古发现，宝墩文化形成的过程，至
少有来自 3 个方向人群的迁徙、聚聚与整合：本
地土著居民、西北方向仰韶晚期或马家窑时期
南下的人群、顺江而上的长江中下游人群。可
见，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同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
游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华文明体系中
的“元”。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出土器物显示，
两处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但又有显著
的中原文化因素。学者认为，在商代中晚期
至春秋早期，成都平原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
持续的联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也指出“三星堆
文化和在其之后兴盛起来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
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三星堆和金沙两处遗址的发掘，让我
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也看到了各个区域对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出的贡献。

秦汉时期成形

秦汉时期天府文化的发展，既有古蜀文明
的滋养，也有“大一统”王朝的推动和中原文化
的影响。天府文化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又为中
华文明贡献财富，其与中华文明“元体”关系趋
于稳定。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设蜀郡。政治上的统
一，推动了文化的交融。天府文化在继承古蜀文明
基因的基础上，在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域
文化的交融中发展成形，与中华文明的“元体”关系
趋于稳定。

公元前311年，秦惠王派蜀守张若仿秦都咸阳
的建制修筑成都城。在筑城过程中，秦移民万家至
蜀。其后，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又将六国中大
量的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迁往蜀地，推动了文化
的交融。

秦昭王时期，蜀郡太守李冰修筑以无坝引水
为特征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为天府文化的发
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都江堰水利工程巧妙
地改造自然环境，又不破坏其原有的生态平衡，展
现了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彰显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不仅展示了天府
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也展示了天府文化的开
拓性与创新性。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当中原文化遭受战争破
坏时，蜀地因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持续发
展。西汉初年，天府文化蒸蒸日上，蜀地人才辈
出，不仅涌现了司马相如、严平君、扬雄等杰出人
才，更有“汉征八士，蜀有四焉”的美誉。

四川的教育、文学、医学、天文学等均有发展
甚至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兴
旺发达，居于全国前列，并取代关中地区成为闻
名天下的“天府之国”。

唐宋时期繁荣

唐初将成都作为巩固其对西南统治的政治中
心和军事中心，强化在成都的行政建制，先后设立
益州总管、益州道行台和益州大都督府。在王朝
国家强大的政治推力下，成都发展迅速，获得“扬
一益二”的盛名。宋代推动城市革命，不仅给城市
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刺激了城市文化的发展，
使天府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宋时期，蜀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中
原文化和天府文化深层次、广范围的互动交
融，将天府文化推向新的繁荣。天府文化在保
留原有文化底色的同时，更多地吸纳其他地域
文化因素，丰富中华文明。唐宋时期天府文化
的鼎盛，让我们看到了地域“元”文化的“向心”
发展，和中华文明之“体”文化的“外向”扩散，
二者之间互嵌互融，共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
华文明的统一性。

唐宋时期，蜀地人才辈出，文风蔚然。唐宋
时期，四川一共出现了 1000 余位作家。尤其是
宋代推行“以文治国”，北宋政府的 3 次兴学运
动，推动了四川教育的发展，成都府学规模之大，

“举天下郡国所无有”。教育的发展，加上两宋政
府注重以科举笼络蜀地士人，四川进入人才井喷
期，这无疑是中华之“体”文化对天府这一“元”文
化的影响。

唐宋时期，蜀地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伴随着
商业的发展，成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此外，造纸业进步，四川成为全国造纸业的
中心，入蜀女诗人创造的“薛涛笺”声名远播；成都
雕版印刷“甲于天下”，成为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
一，这些都昭示了天府文化的繁荣。

展望未来，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力、
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成都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的壮阔征程中，走向世界的天府文化，必
将成为彰显中国气派、巴蜀魅力、成都精神的独
特标识。

——课题来源：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2024
年度重点项目《成都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
作用研究》（项目编号：XNWH-2024-ZD-01）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天
府
文
化
与
中
华
文
明
的
﹃
元
体
﹄
关
系邹

敏

天府文化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之国”为地域依托的区域文化，是巴蜀文化的核心文化和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天府文化在古蜀时期开始孕育，秦汉时期在传承古蜀文明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原文化和
其他地域文化，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且随着政治上的统一与中华文明形成稳定的“元体”关系。
天府文化的发展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特性。

西南历史文化基因
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

文化基因是指在特定历史、地理背景下，一定社会
群体所形成的文化认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行为规
范等文化元素的内在联系与传承，其潜移默化影响着
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空中
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延续、传播与发展。

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的重要承载地，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地
区，其历史文化基因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西南历史
文化基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发生、发展、构成
和变异的过程，是西南历史文化特征的核心要素，承载
着信念习惯、价值追求、民族智慧和精神象征，是中国
多元文化体系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历史文化基因涵盖了自然文化基因、民俗文
化基因、少数民族文化基因、艺术文化基因、红色文化
基因、宗教文化基因等，其传承、交流、传播、发展构成
了西南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波澜壮阔的图景，为丰富
和发展中国多元文化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案例。西
南历史文化基因植根于西南民众的内心深处，积淀着
西南民众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西南民众独特的
精神标识，在传承发展中协调融合文化活态、环境生
态、经济业态、社会形态，呈现出巨大的综合效应，对中
国西南的发展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城市高质量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
要。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
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城市建设重心由外
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潜能与魅
力，关键是培优培厚城市优秀历史文化基因，以文
化润泽“人民城市”，不断拓宽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
路，为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成都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四川省省会、
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世界文化名城，在新时代实践发展中，成都必须
重视从文化视角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对实践的情感聚合
力、精神引领力和开拓创新力，赓续西南历史文化基
因，高质量提升人民城市能级。

赓续西南历史文化基因
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与特征。
用西南文化基因为城市发展赋能，以高质量的城市化
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成都必将在赓续发展中书写城市
繁荣的华美篇章。

一要提升站位，推动历史文化基因理念突破。把
西南历史文化基因纳入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坚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道路的信念。立足新

时代、新要求，着眼新目标、新任务，梳理完善西南历史
文化基因的概念和内涵，树立世界眼光，科学认识西南
历史文化基因的延续和变化，加强对西南历史文化基
因的系统梳理、挖掘及阐发，清晰和提升西南历史文化
基因传承发展的理念认识，规划构建西南历史文化基
因传承发展工程，制定西南历史文化基因传承发展专
项规划，增强城市文化建设相关规划与其他社会经济
发展规划的衔接，持续推动西南历史文化基因体系的
科学化、完善化。

二要倾情打造，激活历史文化基因“活血富氧”。深
入挖掘西南历史文化基因赋予成都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在共建共创共享中凝聚涵养城市发展的动力。共情共
鸣在成都城市规划打造更多大众化、质朴性、沉浸式的
西南历史文化基因体验场景，助力推动成都打造具有国
际视野的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区与世界级的文化旅游高
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时
代气息的文旅、文博、文创、文商、文娱消费体验，更好地
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并通过历史文化基
因标识鲜明的主题雕塑、人文景观、标志性建筑和公共
艺术品等，浓墨重彩彰显西南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
韵味、优良的城市形象品质品位以及昂扬的城市精神。

三要生动诠释，点亮城市大美人文传播宣介。以文
通心，更易沟通世界。用中国话语、中国气派，从更广领
域和更高层次上扩大成都城市文明的全球交流，结合新
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打造更多精彩出圈的西南历史文化
专题与成都城市宣介系列传播节目，通过感染度高、接
受度高、吸引力高的历史文化基因转化，向世界阐释推
介厚重感、时代感、时尚感的中国西南成都，展现中国西
南历史文化的底蕴与魅力，让更多世界民众了解、感受
和喜爱成都的历史文化，让西南文化和中国成都的形象
在世界面前“活起来”“多起来”“热起来”“美起来”，指数
级放大成都世界文化名城的国际影响力。

——课题来源：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度
重点项目《西南历史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
目编号：XNWH-2024-ZD-03）

（作者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中多次提到“基因”“文化基因”的概念，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
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以“文化基因”为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
展、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互进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
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发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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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所展现出的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是区别于
其他国家、民族且具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
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
坚定的自我”。

文化品牌塑造的核心就是厘清文化主体与文
化主体之间的独特性、差异性及特色表现，其目的
是找出文化发展的差异化位置，从而发掘出文化的
独特之处。因此，天府文化品牌塑造，需要对其内
涵特质进行深入梳理和提炼，把握天府文化在传承
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以
文化主体性，塑造天府文化品牌和城市品牌。

在天府文化的语境下，主体性则体现为天
府文化作为主体，在与历史传统、自然环境和其
他地域文化等客体的互动中所展现出的独特性
和能动性，其具体表现体现在地域标识的独特
性、历史传承的深厚性、文化态度的包容性、创
新创造的活力性、生活品质的安逸性、社会功能
的多样性六个方面。

地域标识的独特性。天府文化是植根于成
都平原这片沃土，覆盖“天府之国”四川、辐射周
边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特色极为鲜明。
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到社会人文，天府文化都
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貌。例如，成都平原的肥
沃土地和适宜气候孕育了丰富的农耕文化，形成
了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这种地域特色不仅体
现在天府文化的饮食习惯、建筑风格、民俗风情、

文化艺术等物质文
化层面，更渗透到语
言、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等精神文化层面，彰显天府人民的勤劳、智
慧、坚韧等品质。如，四川方言的独特韵味、川菜
的麻辣鲜香，以及成都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态度，
都是天府文化地域标识的独特体现，展现了天府
文化作为主体的独特性和辨识度。这种鲜明的
地域性是天府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使其与其
他地域文化相区分。

历史传承的深厚性。天府文化具有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连续的传承性。从古代的三星堆文
明到金沙遗址，到近代的巴蜀文化、川剧艺术，再
到现代成都市域文化，天府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
连续性和稳定性，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这种传
承性不仅体现在文化符号、艺术形式等外在表现
上，更体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在精神层
面。天府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既保留了古代文化
的精髓，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元素，同时保持自身
的核心特质，这种稳定性与开放性并存的传承方
式，是天府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彰显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了其作为主
体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强大生命力。

文化态度的包容性。天府文化在发展过程
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在与其
他地域文化、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上，始终展示
一种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历史上，成都平原是
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不同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中，
也保留了自身的独特性。这种开放包容不仅体现
在对不同文化的接纳和融合上，更在于其内部文
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在现代社会，天府文化更
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文化的精华，不断推动
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天府文化鼓励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人们相互尊重、相互
学习，形成了和谐共生的
文化生态，展现了其作为
主体的广阔胸怀和深厚
底蕴。

创新创造的活力性。天府文化的主体性还体
现在其创新创造的活力上。从古至今，天府文化
始终蕴含着丰富的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基
因。无论是古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蜀锦蜀绣等
发明创造，还是现代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产业
等，天府文化都以其独特的创新力和创造力，不断
推动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创新创造的活力不
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更在于其精神文化层面
的不断革新和进步，展现了天府文化作为主体的
蓬勃生机和无限可能。天府文化鼓励人们勇于探
索、敢于创新，这种创新精神是推动天府文化不断
前进的重要动力。

生活品质的安逸性。天府文化倡导“安逸”和
“巴适”的生活方式，注重生活的品质和精神层面
的满足，强调生活的舒适性。这种生活态度与价
值观念的形成，与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历史传承
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有关。这也塑造了成都既
有快节奏，又有慢生活；既有传统文化的优雅从
容，又有现代文明的前卫时尚；既崇尚创新，又兼
容并蓄的城市风格。

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天府文化在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多种功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它不仅是
一种精神财富，为人们提供精神滋养和心灵慰藉，
还是一种经济资源，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等方式推
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更是一种社会黏合剂，通过
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增强社会凝聚力和
向心力。此外，天府文化还通过教育、旅游等方式
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对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增
强文化自信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天府文化在社
会发展中发挥着多种功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展
现了其作为主体的全面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天府文化的主体性是一个多维度、
多层次的概念，彰显了天府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
独特性和能动性，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强
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课题来源：2024年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
心重点项目“西南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交流研
究”（项目编号：XNWH-2024-ZD-04）和中共成
都市委宣传部课题研究项目“天府文化品牌塑造
的研究”（项目编号：N5101012024000206）的研究
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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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自然而生，生态兴则文明兴。从古至今，人们依靠大自然来追求他们的幸福。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成都城为核心的成都平原有着气候适宜、水网发达等优良特征，自古
蜀时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的相处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和谐、可
持续的发展态势和与之相应的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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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时期
奠定蜀人对自然的情感基调

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森林植被丰富，湖沼密布的生
态特色铺垫了成都平原文明发展的基本色调。以《山
海经》为代表的地理文献揭示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各种
动植物为人们最初的衣、食、住、行提供了生活、生产所
需；森林、湖泽作为很多动植物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
显著，生态系统充满勃勃生机，支持着古蜀人的发展与
进步。

这一时期，人们对自然充满崇拜与向往。《山海经》
中著名的“金乌负日”神话分别在成都金沙遗址、广汉
三星堆遗址找到金乌、扶桑的原型太阳神鸟金箔、青铜
神树，而大木扶桑“居水中”，则又暗合了蜀地当时为河
渊众多的湿地森林的自然面貌。再则，自蚕丛氏从茂
汶盆地到达成都平原以后，由柏灌氏以鸟为名到鱼凫
氏、杜宇氏羽化成仙，后继古蜀王无不流传有与飞鸟、
飞天相关的崇拜与神话。对以鸟、天空、太阳、树为代
表的自然的态度充满浪漫的想象和无限向往，这是古
蜀人对自然的主要情感基调。

羽化飞天的浪漫想象后来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所
吸收，成为中国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空间，也承载起
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古蜀是中国仙源思想与文化
的起源，也是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秦汉魏晋时期
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绝对的自然至上，人类的改
造也不一定就会造成自然的衰败。这个道理，2000多
年前的成都人就已深知。

秦汉魏晋时期，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设施的兴
建让千里沃野实现了“水旱从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
巨大成功，让蜀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累了十
分宝贵的生态经验。都江堰的修建以现有山势和地形
因势利导，又在长期观察和总结岷江水流客观规律后
采取无坝引流，从而真正实现了“水害”变“水利”，这充
分体现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改造观。也就是说，为

了满足社会发展势必会有改造自然的活动，如果人们
尊重自然，提前掌握自然规律以后再顺应规律创造相
应条件，自然就会顺势而为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
展，从而真正将人类活动融入生态系统，实现社会发展
与自然的平衡。这与道家“法自然”“处无为”的思想如
出一辙。东汉时期，张道陵结合神仙崇拜和自然无为
的道家学说，在成都大邑鹤鸣山首创道教。都江堰附
近的青城山更是成为道教名山。“拜水都江堰，问道青
城山”，这样的自然改造观以宗教信仰的方式为后世所
铭记与领悟，也造就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独特内容与
魅力。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大大提升，
古蜀时期对自然的崇拜与浪漫想象到秦汉魏晋时期发
展为对自然的热爱与追崇。扬雄、左思在各自的《蜀都
赋》中都浓墨重彩地描述当时成都的王孙、豪侠们最热
衷的娱乐活动就是去亲近自然。他们或者成群结伴到
草木茂盛的河流边支帐设宴游玩，或者月复一月地追
逐飞禽走兽足迹，享受田猎之乐，又或者泛舟池泽，享
受悠闲惬意的亲水时光。而一般的成都人则将对自然
的热爱寄托于花木的种植，每到春天，成都城里“百华
投春，隆隐芬芳”，如果不是当时成都人流行的生活趣
味，又怎会有全城繁花芬芳的景象。

隋唐宋时期
形成特色突出的生态文化体系

隋唐宋时期是成都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高度
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成都虽然面临工商业发展和
填池垦地带来的生态系统失衡风险，但在继承前代生
态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上，人们将前人的生态认知发扬
光大，有效地维持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并在
经济发展的同时，系统地形成了蜀人的生态文化体系。

充 满 生 态 美 的 文 雅 追
求。融自然、工商业、生活为
一体的美好园林生活熏陶着
人们的身心。人们乐意慢慢
用心去发现眼前的美，也乐此
不疲地去赞美这种美，形成数
量不菲的文学佳作，成为重要
的生态文化载体。以李白、髙

骈为代表的诗人在浪漫的文学想象中将全城满眼的
繁花和华美的蜀锦联系起来，勾勒出春花似锦、锦似
春花的“锦城”意境。后蜀皇帝孟昶让这浪漫的意境
变成了现实。他曾经遍植芙蓉于成都罗城上，九月
间芙蓉齐放，使成都成为繁花似锦的锦城。“锦城”成
为成都重要的文化标签。

形成亲近自然的文化行为。文雅与自然的结合形
成了独特的漫生活。与魏晋不同的是，平民也参与到
这样的文化生活中。这一时期，成都花市繁盛，二月花
市、八月桂市、十一月梅市，几乎月月皆有；从正月开
始，以大游江、小游江为代表的亲近自然的游赏习俗几
乎月月都有，这些全民性的民俗活动给城市打下深深
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烙印；在官方支持下，更是
通过江渎神祭祀行为、都江堰岁修活动等去实践和强
化尊崇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认同。

引入生态智慧的生产方式。正如从修建都江堰中
获得生态认知，这一时期也重视引入并运用自然的规
律去解决生产活动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
成都造纸业发达和锦江水质上佳形成的反差背后正是
成都人生态智慧的有力证据。

隋唐之后，经过宋元易代、明清更替，居民成分和
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民间习俗活动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逐渐消失在历史中。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先下
降后滋长，以林盘为主的栖居方式让人们在成都平原
持续发展，生态文化也在林盘中得以延续与传承。

——课题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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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2024年9月

10日，他在陕西考察时再次强调，“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重要发祥地。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和载体的天府文化，有着厚重博大的文化根脉、革故鼎新的文化活力，滋养着富饶的成都平原，浸润出成都的城市肌理。宝墩文

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遗迹和文物，见证着天府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特殊的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圈层和区域内形成的文化，又见证着天府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是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中的一枝奇花。

新征程上，成都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努力打造彰显中华文明魅力、天府文化特色的世界文化名城，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彰显更多力量。西南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是什

么？如何以西南文化研究赋能文化强国建设？天府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元体”关系是如何形成的？《理论周刊》与成都市社科院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传承中华文明 弘扬天府文化”特别策划，围绕这些重要议题展开阐释。

特别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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