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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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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部，重庆，400020）

摘 要：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互动发展能有效推动中华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地域文化与

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内容的同质性、 发展形式的开放性、 精神价值的契合性为两者互动提供可

能，地域文化的资源、类型、内容是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积极的、优秀的地域文化能

有效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推动其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能引领地域文化的发展指向，促

进地域文化的推广展示、创新升级、传承发扬；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增强彼此的文化生产力、整

合力、创造力、影响力、传播力等，这种文化互动融合能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特色文

化价值观的形成、文化的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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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 一定地域形成的文化资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

起坚实的基础。 文化软实力包括文化生产力、文化凝聚力、文化消费力、文化传播力等，所有这些文

化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其所在地域、区域的文化土壤，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建立在有

特色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形式，展

现了我国丰富的地域民俗风情、建筑形式、饮食特色等，这些文化资源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本源要

素，彰显出中国特色地域文化的吸引力，体现了中华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在文化发展和建设中，
需要推动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互动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一、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互动的可能

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关系紧密，两者的核心内容、发展形式、精神价值等多方面

契合，为两者之间互动提供可能。
一是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内容的同质性。 地域文化是一定区域内人们从社会生活

中创造的并应用于生活的文化，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在一定地域形成的价值观念、语言与符号、行

为规范、社会关系与组织、物质产品等。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蓬勃的现代文

化、发展的先进文化。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包含了多元特色的地域文化，比如三秦文化、三晋文

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等。 [1]这些地

域文化类型及思想内涵体系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新时期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具有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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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性，是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蓬勃发展的现代文化是基于当今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融合科技元素和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涵，符合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文明形式，融合鲜明的时代色

彩、文明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这种立足于我国现代文明和时代的文化形

式，将反映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所倡导的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是当代中国多

元地域文化所坚守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不断

提升，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加快凸显，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重要来源。从这些角度来看，地

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存在同质性，其核心价值理念是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
二是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形式的开放性。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具有封闭、传

统的特征，但并不影响其开放性，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必须走融合交流的道路，也就是在本区域文化

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他区域的文化要素， 吸收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 融合各种外来文化的优秀基

因，当然这种文化融合也不是单向流动，本区域文化特征也会影响其他民族和区域文化，这是地域

文化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因素和体现； 同时地域文化的封闭性和独特性恰恰是其走向开放性的

重要条件， 是其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独特的地域文化向世界展示其独有的生活方

式、行为习惯、建筑风格等，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形成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文化要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必须面对全球的文化竞争，需要对传统

文化及现代文化进行创新，以更加开放的内容、形式、手段扩大对外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是在不

断与全球文化之间进行交融、交流、交锋之中形成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类

型、艺术形式及大国形象得到了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的认可和好评。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必将走向各

国家的文化彼此融合、交流，逐渐显现认同性和趋同性，在文化融合、交流到一定阶段，然后走向其

独有性、民族性的一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三是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精神价值的契合性。 地域文化精神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经过长

期蕴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体系，中华文明是由若干多元特色区域文

明构成，地域文化以其自身特色丰富、拓展、传承着中华文明，这种长期性和传承性展现出独特的价

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成为某些区域人们的精神力量，内化其人心，维系其发展。从现有价值标准来

看，有些思想观念已过时，随着时代发展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以前国外对中国印象就是封闭、落后，
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经济发展提供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能有效地凝聚中国精神、宣传中国道路、展现中国自信，提升中国的国际形

象。从这些方面而言，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精神价值是契合的，对内凝聚民族精神，对外弘

扬中国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能发展，在于其地域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的凝聚，也

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缺乏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自我认同，就容易丢掉民族自信、丧失文

化自信，缺乏文化自信的国家一定是没有吸引力的，很难参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

二、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互动关系

地域文化是基于一定地理范围内人们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 文化软实力是一

种与文化硬实力相对并相关的精神力量，文化软实力需要依托硬实力等物质基础而生成，两者之间

相辅相成，形成互动来促进两者发展。
（一）地域文化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地域文化能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和提升发挥推动作用， 本民族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

是民族文化实力的源头，体现出文化的“软力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要素，是构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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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间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引的核心力量。
1.地域文化资源是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要素

文化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区域特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特色。 [2]在几千

年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我国特色鲜明、积淀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物质性的地域文

化资源，包括文化建筑、文化遗址、文化产品等，具有物质性、可触摸的形态；二是非物质性的地域文

化资源，主要通过人们的语言或行为来体现，包括地方民风民俗、饮食特色、方言俚语、先贤名人、宗

教信仰等，具有意识性。[3]这些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地域文化资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不仅能

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而且通过与地域经济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经济，推

动文化的创新发展。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必须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优化现代文化管理模式，创新

地域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把其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我国地域文化的生产力。
2.地域文化精神是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国家文化软实力最直接的来源是国家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的转化， 一个国家通过传递其价值

理念，塑造社会核心价值，从而形成认同力、凝聚力，以推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我国是一个多民

族、地域辽阔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全国各地文化核心精神的汇集、凝聚、提升而表

现出来的，体现出各民族、各区域人民的共同意志。 地域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区域地域文化所呈现出

的一种精神形态，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经过长期孕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的构

成。 地域文化的特色不仅表现在其外在形式，更表现在其精神实质，要将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体现到

地域精神中，以精神展现气魄。如云南省高原地区“开放、包容、担当、务实”的“大山精神”，重庆市江

山环境孕育的“负重自强、勇于攀登”的“拼搏精神”，边疆地区人民守土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沿

海地区人民无所畏惧的“开放精神”，移民地区人民宽厚纯和的“包容精神”等，这些源远流长的中国

特色地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深厚源泉。
3.地域文化类型是国家多元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表现

我国东西南北地理环境呈现的巨大差异让地域文化自然地划分为南北两大主体文化区和若干

个地域文化区。 水是孕育生命的源泉，围绕水系逐步形成了若干文化圈，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长江文

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圈可根据地理形态划分为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越

文化、江淮文化、闽越文化等亚文化区；黄河文化圈又有西域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等

分支，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背景下聚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各个分支既相

互区别，又相互依存。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结构、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

式和利益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新趋势，形成了多样化的

文化类型，各区域特色地域文化类型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凝聚成为多元的文化软实力。
（二）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地域文化发展的渗透与影响

国家文化软实力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角度出发，立足实现中华文化的走出去、提升中华文

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实力，体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引导其朝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1.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能引领地域文化的发展指向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关系到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站位，其建设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通过具体路径来实现，这个发展路径不仅包括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建设，更应该构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地域文化的发展也要紧密围绕中华文化走出

去、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一目标来实现，这就要求地域文化的发展必须适应世界文化的发

展潮流，要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现代世界处于大发展大调整期，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一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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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能让其最快时间、最广范围向世界传播，使得文化产

品的传播和接收已经突破传统的地域概念。要让中华文化占领世界文化的高地，地域文化的内容必

须符合时代审美的需要，要挖掘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中的特色，看其是否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从

内容上加以提炼，在形式上予以升级。 地域文化的发展并不仅仅为了保留或者保护，更为重要的是

要加以创新，才有生机和活力。
2.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能促进地域文化的推广展示

建设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通过打造专门的文化展示平台和渠道，让地域文化在高效的平台

和载体上得以传播、展示，能有效激发地域文化的发展活力。比如，我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除了有其深刻的经济意义之外，还有其深远的文化价值。2014 年

5 月，文化部提出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构想，通过文化经贸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

交流和贸易往来，以文化产品和服务为载体，进一步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国独特的人文、地

貌、历史、产业、产品、节庆、会展等文化资源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旅游价值，这些资源将在“一带一

路”等平台上发挥着独有作用，将给我国的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市场空间。
3.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能推动地域文化的创新升级

泰勒认为“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

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4]地域文化的发展演进变迁，都是基于

前一个或者几个阶段的文明成果，所以地域文化的发展形式及内容也是逐步从简单到复杂、低级阶

段到高级阶段来进化的。从古至今，人类各种文明之间的演变，主要依靠科技等生产力来推动，而现

代文明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使得传统文明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加速了新时期地域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 并且不断促进具有地域的文化特色与现代文明各种要素之间的共同作用、 相互渗

透，从而创造出、进化出融合地域文化基因的综合文化系统。 比如基于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农耕文化

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人类无法控制，就形成了以

占卜、祭神、求雨等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反映了中国农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
而随着现代科技和文明的发展，这种落后的封建习俗和思想观念必将被淘汰。文化的融合发展使得

只有优秀的、具有现代价值基因的文化才能继续生存下来，现代社会越进步，文化的更新和进化的

速度就越快，这样才不断实现地域文化的自我保持和自我更新，使得文化延续与发展、稳定与创新

相互统一，促进其繁荣和进步。
从总体来看，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将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将推动我国对民族

文化、地域文化进行科学谋划，对其进行去伪存真，推进对地域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对有特色、有规

模的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提档升级，提高地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
实现地域文化在同化中整合，在整合中融合。

（三）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互动生成

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互动符合我国多元文化建设与文化竞争力提升的要求， 这种互

动关系是建立两者之间良性运行的基础上。 一方面，积极的、优秀的地域文化能有效转化为国家文

化软实力并推动其发展，消极的、落后的地域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形象；另

一方面，国家文化软实力引领着地域文化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为地域文化融入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提

供实践经验和发展路径。
1.挖掘地域文化资源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产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也能增强地域

文化资源的整合能力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首先立足于延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挖掘和开发地域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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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 一方面，地域文化是维护一个国家文化主权的根本依据，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机

制和思维方式，因此需加大地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文化资源并非一成不变的，如西北

地区的石窟文化、江浙地区的园林文化、西藏地区的佛教文化、陕北地区的民歌文化等，这些地域文

化构成了我国文化生产力最基础的要素，将会成为增强我国文化生产力的有效法宝。同时加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建设，势必要求增强地域文化自身的发展能力，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打造，并不是简

单的汇集、重修、重建，更不是简单再现，必须要站在新的发展高度，除了对于古老文明所留下文物

古迹最大限度保留原始状态， 应该从更深程度理解和挖掘古人的智慧， 对于当地所流行的地域文

化，要最大限度凸显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价值。
2.凝练地域文化精神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凝聚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也能增强地域

文化精神的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就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的作用，做到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促人，深入凝练优秀的地域文化精神，阐发地域文化中勤劳勇敢的开拓精神、积极拼搏

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等，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凝练国家文

化精神需要紧密结合各地域的文化基因，才能使全国民众有文化上、心理上、情感上的认同感，才能

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和践行。 因此，在打造自身文化特色、凝练自身文化精神的时候，既要符合“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的传统价值，也要契合民众追求富足、健康、安定的生活愿

望。同时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面对全球文化的竞争，不仅需要自然形成，更需要提炼和打造。现

目前我国的地域文化精神还不够凝聚，特色还不够明显，各地方的地域文化的核心要素、内容特色

不够明显，而谈到好莱坞就想到其科技含量高、市场效益好、影响力大的电影文化，谈到韩国就联想

到其浪漫的爱情影视作品，其实这些文化受到欢迎，无不与其对文化中精神资源的挖掘有关。
3.打造地域文化集群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水平，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也能增强地域

文化产品的创造能力

地域文化资源集群化发展模式，就是指将集中于一定区域内、处于相同文化资源链上的、众多

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文化组织和相关支撑机构等行为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 它具有

资源共享、相互学习、互相匹配等优势。 [5]虽然我国地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各地域资源分布较为

分散，开发程度各不相同，资源集群化发展不足。要实现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化，需要更

多地促进地域文化资源的整合。通过打造以地域特色文化为核心的文化集群，实现国家文化资源的

整合、转化、发展和提升。 同时，实行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推出优秀的文化产品，要创造优秀

的文化产品，手工原始式、单打独斗式传统文化的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这就势必

推动地域文化走向集群式、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让地域文化资源更加集中，这将有效地推动地域文

化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走向规模化、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让地域文化产品的产量更多、效益更好、
质量更优。

4.发展特色地域文化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持续发展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也能凝练

地域文化的特色魅力。 特色文化是特定区域范围内，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价

值观，是区别于其他地区得以存在、繁衍和发展的内在根基和精神动力。 [6]在全球文化消费热潮下，
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才可以持

续发展。 发展特色文化，需要立足于区域文化资源开发的实际条件，找出区域文化资源中具有比较

优势和强竞争力的特色资源。 中国的古代文明在世界有深厚的影响，尤其是以丝绸、瓷器等为主的

产品影响了西方文明；现代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彰显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独特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参与国际间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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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竞争的过程中，必须要打造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世界认同的地域文化元素，如重庆市打造

的“火锅文化”，展现出一个热情好客、火辣爽朗的城市；云南省推出的“歌舞文化”，开发出原生态歌

舞《云南映像》，让云南的好山好水好歌好舞广为流传，这些契合了地域文化精神的文化品牌，成为

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的靓丽名片。
另外改革文化管理体制能增强地域文化的发展活力，打破传统的政府“办文化”的体制，而走向

政府“管文化”“引文化”的发展体系，有价值、有市场、有需求、有平台的文化才能“走出去”，这就迫

切需要在文化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减少一些管理上、思想上、体制上的禁锢，引导文化产业走向市场

化、走向国际化，从而更好地释放地域文化的发展活力。

三、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互动发展的价值

地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础”，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方向”，缺

了地域文化这个发展基础，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缺少文化资源，忽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地域文化

只能停留在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发展阶段，当面在国际间激烈的文化竞争和文化融合中，将可能

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逐步抛弃、淘汰，所以要充分认识到这两者之间互动发展的价值。
一是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对本国、本民族文化

价值的认可和信任，是一个国家能够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 文化要自信，必须具备

相应的条件，要看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否优秀，这个地区的文化是否有竞争力和影响力。 而地域文化

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互动发展为文化自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内在基石，中国特

色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显著标志，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事关中华文化的竞争实力，实现两者互

动发展才能实现文化强国，才能有效促进文化自信。从本质来看，我国文化自信主要来源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文化所构筑的地域文化，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让中华民族的地域文化

走出国门，展现出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理念。
二是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观。 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互动发展为形成和凝

聚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观奠定基础。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观主要表现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 “不忘本来”就是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从传统到现代一直在发挥作用的地

域文化中吸收营养，我国传统优秀的核心思想和主要理念是没有变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思

想，虽然其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一些仁者爱人、忠恕待

人、以孝为重的思想至今还影响着现代人。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就是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大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势必要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打造“面向未来”的文化产品。对于传统文化、地

域文化的内容， 要找到能够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和需要的部分加以重新打造， 才能够被时代所接

受，历史时期的“三纲五常”只能是在封建时期发挥作用，在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应当根

据文化的传承性特点和特殊的文化国情， 对我国的地域文化思想作出系统的梳理， 并赋予新的内

涵，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和伦理参照。
三是有利于推动“人化”和“化人”的协调发展。从文化的人本性和主体性来看，文化本质而言是

“以文化人”，也就是让某种区域内的思想、观念、行为等内容得到人民的认同、使其成为行为遵循。
地域文化更多是展示区域内的“人化”和“化人”，更多是让生活在区域内的人能够认同、遵循该文化

特征，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目的是要让外地人、外国人同样认同。从深层次来看，文化的“人化”
和“化人”深刻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什么样的地域文

化，中国向世界应该展示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世界人民将可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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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从而深刻地对地域文化进行反思和定位，不拘泥于传统文化、不崇洋于西方文

化、不媚俗于流行文化、不打击弱势文化，围绕文化的“人化”和“化人”需要，科学审视本民族的文化

发展，打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化，发扬富有活力的民族文化。
当今世界，中国硬实力的迅速崛起，带动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快速发展，但放眼全球文化，我国文

化软实力还面临诸多障碍和问题，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展示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文化，挖掘具有

中华民族独特魅力的文化资源，寻求与世界的共鸣，强化地域文化的特色，使得地域文化在新时代

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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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Huang Yiwu
（Department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Abstract：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ese 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Regional culture with the same nature as in that of core
cont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soft power, with the same open developing ways, conforms to the spiritual
value of national culture soft power, which arouses their interaction. The resources, types and contents
of regional culture are the essential source for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positive and outstanding
regional culture can be effectively turned to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promotes its develop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can guide regional culture, popularize it, upgrade it inherit and develop it.
Their positive interaction can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productivity, resultant, creativity, influence and
propagation. Their interaction can increase socialist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valu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nteraction; value

历史文化研究
RESEARCHE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