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邦本教授说，用好本土文化
资源发展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促
进经济社会进步，首先应该转变观
念，对文化资源有全方位的认识，尤
其要深刻认识它对于一方发展的经
济社会价值，并使之从资源有效转
化为资本。为此需要组织力量深入
发掘、全面梳理本土文化资源，摸清
本底：一是从中发掘最具特色的文
化元素，以之融入、渗透到各类产
品、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以
提升其品质和附加值；二是从本土
资源中梳理出富有特色的亮点，作

为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文化
旅游、文化体育（如山地休闲运动）
等产业的生长点，构建和延长产业
链，形成特色文态与业态、形态和生
态有机结合、四态一体的良性发展
格局；三是从本土资源中提炼出底
蕴深厚、魅力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
赋予城乡环境，寻求实现巴文化的
世界表达，打造城市和区域特色品
牌，从而整体营造提升巴地城市鲜
明的文化形象和知名度，增强城市
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核心竞争
力，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

【人物名片】
谭继和 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原副主任，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博士后导师，
四川省社科院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华
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名誉
会长，四川省非物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绵阳市城乡建设规划
委员会专家委员。

战国时代巴蜀文化共体

谭继和教授从巴文化的基本
概念、新石器时代三峡文化与古巴
文明的形成、青铜时代古巴文明的
发展、古巴蜀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
的过渡、文献中的巴文化五个方
面，全面地为我们讲述了巴文化发
生与发展过程。指出巴文化分为
考古物质文化和历史精神文化两
大部分，创造该物质文化的巴人，
同时也是使用该物质文化进行创
造性精神活动的创意巴人。

他说，巴蜀文化就是巴与蜀两

个相邻地域的两种文化性格基因
组合在一起，长期交汇融合，组成
刚柔相济、阴阳和合的一个有自身
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巴
与蜀在远古是两支各自起源与发
展、性格相反相成的文化，经过长
时期的历史发展，两支文化才互补
交融和认同，统一为一个区域文
明，直到战国时代才取得整体的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共识，这个文
化共同体一直延续发展到现在，几
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

【人物名片】
彭邦本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

会副会长，四川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专委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曾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
问学者。

提升巴地城市鲜明的文化形象
【人物名片】

王守常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
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学人》杂志主编。

保护传承区域文化是历史使命
【人物名片】

王川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院长，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
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职工职业道德先进个人”。

巴文化是达州旅游发展的持续动力

【人物名片】
祁和晖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四川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

巴蜀文化研究资深专家。

巴蜀人才辈出推动历史发展
【人物名片】

龚兢业 笔名龙克，四川渠县人，现任达州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四川文理学院兼职教师，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四川省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专家库成员，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达州市文化发
展研究会会长，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
【人物名片】

张建华 四川省文化产业商会会长，四川省民营文化企业协会创会
会长，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金手指文化传播集团董事长。

注重巴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
【人物名片】

陈伯君 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聘研究
员，西南财大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原成都市社科
院副院长。长期从事项目创意设计。

依托双鱼湖项目打造巴文化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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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巴文化 凝聚提升软实力
——中国达州�巴文化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

11月5日，中国达州�巴文化研讨会(通川论道）在我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的专家、教授、学者共同汇集达州，为达州的巴文化挖掘、创新、发展献计出力。

巴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怎样？它的历史地位与核心价值是什么？怎样整合
巴文化搞好旅游发展？在此，本报特摘登部分专家的会议发言。

巴史何其早。拥西南，伏羲
为祖，始于后照。濒水而居漁猎
守，蛮洞时闻鼓角。架栈道，险
惊飞鸟。盐女巴王神话壮，纵英

雄，豪气化虎啸。相梦忆，情难
了。

风云变幻顺天道。勇为先，
前歌后舞，把殷横扫。柳叶剑出

秦楚定，板楯虎贲堪傲。秉忠
勇，义天同晓。今日宕渠风正
盛。看巴山，千嶂春未老。松更
劲，峰犹峭。

我们，来自北京、重庆、湖北、陕西、四川的专家，于2016年11月4至5日
聚集在素有“中国气都、巴人故里”之称的美丽达州，共同研讨巴文化的历史
意义与当代价值。

与会专家认为，罗家坝和城坝遗址发掘确证达州是巴文化的发祥地和巴
文明起源中心之一，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巴文化是从古至今的始源于巴人巴
国、植根于巴地、由巴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厚重灿烂的地域文化，是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
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我们要按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
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自觉礼敬尊崇巴文明，大力传承弘扬巴文化，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让巴文化革故鼎新、再创辉煌。
为此，我们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

一、深化巴文化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据《山海经》载:“西
南有巴国，太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巴先民是
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吴文化有密切关系，影响川
渝陕鄂黔滇等地。《左传》《华阳国志》《水经注》《后汉书》等典籍记载巴人活动
事象，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阆中彭城遗址、广元中子铺遗址、涪陵
小田溪遗址、云阳李家坝遗址等考古发现证实巴人生活场景。巴蜀图语密码
难解，巴人神话瑰丽飞扬，巴国铜器古朴精巧，巴人技艺巧夺天工，巴地乐舞
惊心动魄。巴文化历史悠久，内涵神奇丰富，迫切需要汇集多学科多专业深
入研究，建设巴文化研究数据库、云平台，构建巴文化特有的思想文化体系、
认知识别体系、文脉传承体系、遗产保护体系、文创研发体系、艺术生产体系，
以创新推动巴地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整合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巴文化力量。

二、弘扬巴文化精神，为思想道德建设贡献价值范式。古代巴人生活在
深山险谷而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其坚韧开拓、勤劳智勇令人惊叹；武王
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其英勇豪放、士气威武令人感佩；
巴蔓子将军“巴国疆土不可分，人臣岂能私下割城。吾宁可一死，以谢食言之
罪。”言毕乃自刎，以头授楚使，其忠勇爱国、舍生取义令人动容。巴文化所体
现出来的“忠勇信义”核心价值，于国家讲忠诚，于征战讲勇武，于社会讲信
用，于朋友讲情义。其精神内核使这块土地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
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犹如精神基因，化为人格标杆，一直滋养着
这方土地，成为巴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心性冶炼和价值追求，必将汇入培养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大潮之中，溅起一朵朵更加大善大美大勇的
浪花。

三、创作巴文化作品，为群众文化生活丰富精神养料。自古英武之地盛
开柔美之花，环视大山之巅必有彩云之舞。“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其舞风刚
烈，音乐铿锵；巴蛇吞象、比翼齐飞，其神话壮阔、想象奇特。巴蜀、巴渝、巴楚
这方土地将刚柔、实虚、丰约、动静、张弛等艺术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催生着
无穷的艺术创造力。以巴人赋予我们的灵性和坚韧，以巴地卓著于世的博大
与多姿，激起“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思絮，展现“未觉巴山异故乡”的情怀，畅想

“不及巴山听猿夜”的时光，描绘“清风敛霁入巴山”的优美，抒发“春江半是巴
山雪”的壮丽，以艺术创新精神探究和体现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神秘的地理
文化趣味、飘逸的文化想象才情、超拔的人文精神情怀、内敛的叙述表达张
力、敦厚的真善仁义风范的巴文化美学精神，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文艺精品，讲好巴文化故事，展示巴文化魅力，构筑堪与大巴山顶媲
美的文艺高峰，为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四、拓展巴文化产业，为增强综合实力发挥竞争优势。巴文化底蕴深厚、
内涵丰富，文化生产资料独具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广阔。从古至今，巴文
化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巴地民俗风情别具魅力，山光水色充满诗
情画意。历史不仅为当代社会记取，而且为社会发展服务。文化产业拓展资
源配置空间，激活创意生产能量，为巴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场景再现、历史体
验、心灵感悟、认知深化，营造旅游休闲、演艺观赏、视听娱乐、阅读学习、虚拟
成像、竞技游艺、美食消费等产品生产与服务环境，形成具有巴文化与红色文
化内容与形式的现代文化旅游、影视演艺、音乐视听、动漫游戏、书画收藏、民
间工艺、非遗生产性保护等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搭建立足巴地、放眼全球、跨
界融合、协调发展的研发创新平台、产权交易平台、金融支持平台、资源共享
平台、科技支持平台、贸易物流平台、品牌营销平台，推动巴文化产业与红色
文化旅游业、生态康养产业等做强做优做大，不断提升巴文化区域综合竞争
实力。

五、凝炼巴文化符号，为新型城镇建设赋予地方品质。巴国青铜礼器、兵
器、杂器、乐器造型独特，技艺出色；巴人陶器、漆器工艺精湛，堪称精品。这
些有形的符号传递着远古巴人的智慧和情感，而无形的白虎神话、巫山神女、
盐水神女、巴王传奇等却深刻反映了历代巴人的心灵世界和卓越历史，构成
了巴文化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知觉符号系统，具有鲜明的巴文化特质。巴
地城镇化建设当以巴文化思想价值和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城镇主题，以巴文
化符号标识和造型风格作为自己的城镇特色，坚持走城镇文化差异化路子，
延续历史文脉，守护城镇遗产，建设文化地标，彰显生活方式，突出“山”“水”
特点，展现不同天际线，形成巴文化圈“山环水绕”“人文磁场”的城镇化风貌
和城镇气质。

六、扩大巴文化交流，为全面开放合作展现独特魅力。蜿蜒在大山丛中
的米仓古道、荔枝古道、栈道、船道打通山里山外，连接南北丝绸之路，显示出
历代巴人渴望交流、融入世界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怀。巴文化之所以渊源流
长、充满活力，就在于一直致力于突破山川封闭、洞开门户、海纳百川，具有开
放式、包容型秉性。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为巴地全面
开放合作搭建了巨大的发展平台。身处长江流域的广袤巴地，资源富集、人
文独特，迫切需要跨区域、跨行业合作，携手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
带、国际黄金旅游带，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友好城市深度合作，
加强巴文化“走出去”，充分展示展现展演巴文化的独特魅力，形成全方位开
放格局。

“九陌争驰好鞍马，八人同著彩衣裳。”诗人元稹表达了齐心协力、竞和发
展的美好愿景。繁衍栖息在广阔巴地的人们必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和发挥巴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
作用，书写巴文化再度炜煌的新史诗新传奇。

中国�达州巴文化研讨会全体专家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五日于四川达州市

【编者按】

弘扬巴文化
提升软实力

倡议书

贺新郎�读志
□胥健

王守常教授认为，在历来的学
习研究之中，更多的是对于全域思
想文化的研究而忽视了区域文化
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开始
加强了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
的研究，这一点可以相对补充以往
全域化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的缺
失。

王守常教授说，以前我们在意
识形态思维中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过去就是糟粕，就是落后，现在就
是先进，所以我们忽视了文化传统
的连续性。传统不是糟粕，传统是
世世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或是具
有道德规范的一种文化力量。没

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脱
颖而出，必须经过理性的思考、批
判和发扬继承。

达州市政府非常重视巴文化
的特色，这是对这个时代赋予我们
的历史使命的回应。费孝通先生
在他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一个
文化都有自己优质的地方。学会
欣赏对方文化，学会欣赏其他区域
文化的特点，大家相互欣赏对方文
化，这是世界也是我们遵循发展的
规律。我希望这样共同的思想，共
同美好的融合时代在达州尽快实
现。

王川教授认为，要发展巴地的
旅游业，必须尽快加大对巴文化的
研究。组织研究力量，形成《巴文
化研究》等基础性著作，为巴地旅
游业发展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当前达州市旅游业处于持续增长
中，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各
行业逐渐发展起来；然而，达州旅
游业发展主要依托于自然旅游资
源等传统旅游目的地支撑。而今
旅游除了要继续发展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外，新的旅游增长点需要
着力于打造以巴文化为主的文化
旅游和乡村休憩旅游策略，依托巴

文化品牌，为达州市旅游大发展提
供持续动力。

他建议，当前，四川地区巴文
化遗址、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已
经成为巴蜀文化重要名片，达州市
打造巴文化品牌，应注重强调巴文
化与巴蜀文化和古代长江中上游
文化之间的联系，提升公众对巴
文化的认知，吸引游客。同时，
也要加强与省旅游整体发展规划
结合，树立整体意识，加强区域
合作，以巴蜀文化为整体，将三
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巴文化遗址
有机整合。

祁和晖教授说，大禹治水，娶
于涂山；武王伐纣，借助巴师；汉高
祖刘邦借助巴师为先锋挫败霸王
项羽兵锋；东晋乱世，巴氐賨人李
特率领巴人流民集体返回巴蜀故
乡以求生存；唐朝巴蜀培育了中
国诗仙与诗圣；南宋陆游将文集
命名为《渭南文集》，将9000多首
诗组成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
都是为了纪念巴蜀的恩情；南宋
末年，巴乡合州成为捍卫中华传
统文明而顽强抗暴抗元的最后堡
垒；明末乱世，生灵涂炭，巴人
女帅秦良玉肩负起抗暴卫民、忠
怀明朝的重任；巴蜀人在旧民主

主义革命中，以尹昌衡、张培爵为
领袖的先行者，不仅领导了武昌起
义前夕的保路运动，更在全国率先
主动向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表达加
入中华民国而自动撤销“独立省
政”的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进程中，巴蜀为革命事业贡献
了四位元帅：朱德、刘伯承、陈
毅、聂荣臻，还有数位上将、中
将以及许多少将。巴蜀有数处

“将军县”、“将军乡镇”、“将军
村”。巴蜀人在推动中华进步中的
重大历史业绩比比皆是。这些业
绩因其事曾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
不可等闲视之。

龚兢业说，巴文化既是巴蜀文
化的半壁江山，也是中华优秀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巴人故
里”之称的达州属于四川巴文化的
核心区域和文化集中地，对于达州
而言，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有这
个独特优势，更有其特殊的历史和
现实意义。

他认为，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元素之一，它体现出来的核心
价值同样具有“强大精神支撑”的
作用。达州的巴文化资源是一个
潜存着的巨大的宝库，“巴文化高
地”建设有着广阔的前景。近年

来，达州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
索，加大了对巴文化的重视程度和
研究力度，提出了打造“巴文化高
地”的目标。巴文化在达州已形成
资源厚积、核心区域之态势，达
州也为建设“巴文化高地”做了
大量工作，初显成效，但真正建
设“巴文化高地”的高潮还没到
来，还需付出更大努力。要做
到：强化保护，各种措施要到
位；重视文物，考古发掘要跟
上；整合力量，研究宣传要加强；
古为今用，利用工作要加快；完善
措施，保障机制要健全。

如何将宝贵的巴文化资源转
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
力？张建华认为，一要品牌战
略，打造巴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
中的独特地位。达州作为巴文化
发源的中心区域，不仅仅因为有
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等重大考
古发现作为支撑，更因为深深影
响达州人行为模式的“巴文化”
共同精神特质而具有了鲜明的符
号意义。

二要产业思维，以巴文化创造
更多被消费的文化产品。真正的
产业思维，必须是以市场为导向
的。只有被消费的文化产品，才可
能传播我们想要传播的价值观。

巴文化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
大“IP（知识产权）”，我们一定要充
分挖掘利用，去创造符合这个时代
的新产品、新业态。研究巴文化资
源的产业转化路径，值得我们以极
大的热情去关注和研究文化消费
市场的这些特征。

三要全局观念，以巴文化为
引擎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巴文化
是达州乃至整个巴文化区域最具
特色也最富生命力的文化价值体
系和文化资源富矿。要带动一个
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唯有文化
是最持久最强大的引擎。文化上
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是经济社
会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

陈伯君教授说，达州在与市中
心毗邻的凤凰山风景区规划双鱼湖
文旅项目，项目所在地依山傍水，其
优越区位正是打造巴文化胜景、创
建国家5A级景区的绝佳契机。

如何打造巴文化胜景、创建国
家5A级景区，陈伯君教授认为，需
要在形成四大核心竞争力,即四大
亮点上着力。

亮点一，最全面的巴文化胜
景。如今在巴文化生根繁衍的地
方，有不少考古发现和采风发现，
这些散落的明珠一旦整合，必将形
成震撼世界的力量。

亮点二，最独特的巴文化民俗

风情。独特的民俗风情是本项目
区别于国内外其他文化景区的基
本点。

亮点三，最现代的光电技术穿
越千年巴文化。达州双鱼湖项目
是运用当今最现代的电光全息技
术介入的文旅项目，使之成为全球
第一家运用现代光电全息技术打
造历史文化旅游的胜地，成为达州
双鱼湖项目对外宣传和吸引游客
的最大亮点。

亮点四，最美中国之典范。这
要求项目景观设计不仅要在项目内
容如建筑、标识上努力，还需要在每
一寸土地与人文自然交融上努力。

□本报记者 邱霞 闫军 摄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