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21-04-26
基金项目: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亳文化的当代价值及认同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QS202023)
作者简介:芮 琼(1981-),女,安徽亳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

亳文化社会认同提升路径探究

芮 琼,曹俊岭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亳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传承,生生不息。结合亳文化发展实际,对制约

亳文化社会认同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提出从加大文化保护力度、加强学术研究、创新传播方式、加强青少

年教育引导等途径全面提升亳文化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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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智慧结晶,也是一

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战略考量,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任务,反映了党

中央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担当。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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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这种“思想方式和

行为方式”正是高度社会认同的集中体现,“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2]。亳文化作为优秀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亳州历史发展脉络、经济社会状

况以及风土人情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

新时代,大力传承和弘扬亳文化,就是要加强对亳文

化的挖掘和阐发,进一步夯实亳文化的社会基础,不
断提升亳文化的社会认同,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进而推动实现亳文化的“双
创”转化。

一、亳文化概述

亳州,古称“谯郡”,素有“中州锁钥,南北要脊”美
誉,地处中原腹地,位于华北平原南端、苏鲁豫皖四省

交界处,东西客商过往旅居此地,南北文化经此激荡

碰撞,是“涡水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地域上看,

古亳州横跨涡河流域,不仅包括今天管辖的三县一区

(涡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还囊括了涡河上

游今河南境内的鹿邑、永城等周边广袤地区。早在

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在此繁衍生

息,勤劳智慧的亳州先贤们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具有浓

郁特色的地方文化,留下了形态多样、数量众多的历

史文化遗迹。据统计,“亳州境内现有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226余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
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8家,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3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1项。”[4]从奴

隶社会的“商汤都亳”到三国时期的“曹魏陪都”、从
“道家老庄”到“建安三曹”、从“华佗故里”到“药材之

乡”、从“中华药都”到“华夏酒城”,亳州人杰地灵物产

丰富,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篇章。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长河中,亳州孕育了形态多元、博大精深的亳文

化,在安徽地方文化发展史上与皖南地区的“徽文化”
遥相呼应,形成了“南有徽文化、北有亳文化”的格

局[5]。“从地域文化的概念出发,这个中国南北分界

区域的文化我们称之为‘亳文化’,它是这个地域范围

内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包括了史前文化、帝都文化、
老庄文化、曹魏文化、医药文化、休闲养生文化、宗教

文化、商贸文化、古井酒文化以及方言民俗文化等,是
千百年来涡淮流域的亳州地域人们日积月累而形成

的生存方式、生活经验、社会价值观念与思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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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6]

亳州独特的地理区位造就了中国南北文化在此

交流融合,先秦的诸子百家在此争鸣传播,亳文化历

经千年传承,生生不息。位于亳州市蒙城县境内的尉

迟寺遗址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

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

村”。“遍布亳州各地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商文

化遗存,有力证明了亳州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

地之一。”[7]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在亳地的老子创立了

道家学派,其代表著作《道德经》涵盖了哲学、伦理学、
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誉为“万经之王”,对中

国古代哲学、政治、宗教、科学发展等产生了深远影

响。生活在今蒙城县境内的庄子,在继承老子思想的

基础上继续将道家发扬光大,使道家成为先秦百家争

鸣的主要学术流派之一,确立了道家文化在中华文明

中的主流地位。东汉末期,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

的建安文人承袭先秦文学风气,开创了响绝文坛的

“建安风骨”,同期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医药养生文化、
以古井贡酒为代表的酒文化也初见端倪,奠定了亳州

“中华药都、华夏酒城”的历史地位。明清时期,亳州

依托发达的涡河航运,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商业文化,
形成了著名的北关历史街区,确立了区域性商业中心

的历史地位,彰显了亳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历

史积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清遗留建筑———
亳州花戏楼,以其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承载着亳文化

的大气与包容,其高超精湛的砖雕、木雕见证着亳文

化的繁荣与昌盛。
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亳文化,尤其是老庄道家

文化、中医药文化、曹魏文化、养生文化、酒文化,详细

记录了亳州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表达了亳州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彰显了亳州人民的勤劳智

慧。从商汤为民“桑林祈雨”到曹操踏麦“割发代首”,
从“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无
不体现了亳州先贤的高超智慧。从“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的感慨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呐

喊,反映了亳文化心怀天下、情系苍生的民本情怀。
经历岁月激荡以及战火洗礼的亳文化,汲取南北文化

之精髓,融合百家学说之所长,熔铸了亳文化开放包

容、品格厚重、富于创新、奋发向上的精神特征,锻造

了亳文化“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天人合一”“天下归

心”、救死扶伤、以民为本等文化品质。独树一帜的亳

文化以其厚重的文化品质及独特的精神特征,在一定

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其文化理

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行为

规范。“迄今为止,除了齐鲁儒家文化外,似乎还没有

哪一种地域文化能像毫文化这样充分地代表着中国

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样坚强地支撑着中国文化的实

质和精神。”[8]植根于亳州大地的亳文化,不仅反映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也为后世探索世界、改造社会

提供了绵延不断的智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

精神命脉”[9]。社会认同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是一个

民族“精神命脉”的外在表现。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
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10],是
“文化价值体系中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所拥

有的文化共同体的独特标志”[11]。高度的社会认同

既是增强文化凝聚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以及全球

化的影响下,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亳文化的文化秩

序和文化生态遭受到了严重冲击,依附在农耕文明基

础上的亳文化逐步丧失了往昔的风采,亳文化的社会

认同也随之不断下降。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口,包
括亳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2]。在全面建设

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通过提升亳文化的社会认同,重
塑亳文化的生态环境,重构亳文化的文化秩序,筑牢

亳文化的群众基础,切实增强亳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二、制约亳文化社会认同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弘扬下,亳文化的社

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亳文化的生机活力持续

焕发。但是,与千年一脉的亳文化历史地位相比,亳
文化的社会认同还比较低,制约亳文化社会认同的因

素还普遍存在,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亳文化资源破坏严重,文化遗存面临无迹可寻

由于长期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战乱人祸的损毁,
亳文化的历史遗存数量正不断减少,部分历史文化遗

迹已荡然无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化、
城市化、城镇化的急速推进,几千年亳州先民遗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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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村落古镇、庙宇祠堂、名胜遗迹以及风俗传统已

面临岌岌可危的地步,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无法避免

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破坏。比如,亳文化中商旅文

化的标志性建筑———盛极一时的老北关历史文化街

区正逐渐消失。另外,片面追求经济价值的旅游开

发,使得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管理与利用之间矛盾日

渐突显,导致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压力倍增。由于文化

保护意识淡薄,在对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修缮

维护的过程中,因人为主观因素部分历史文化厚重的

遗存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彻底丧失了其古色古香的历

史韵味。例如,2016年6月,亳州“城门楼刷白事件”
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有部分地区举办的

传统文化传承活动竟成为附庸风雅的作秀表演,有的

甚至沦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商业演出,这些活动严重

曲解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大大降低了亳文化的社

会认同。
(二)亳文化学术研究力量薄弱,文化发展缺少学

理支撑

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学术界的研究探索,地域

文化要想发扬壮大更离不开专业研究人才队伍不断

提供新的研究成果。一段时期以来,在亳州市委、市
政府的引领下,在广大专家学者以及社会人士的倾心

付出下,亳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亳文化在学术

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受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力量分

散等因素影响,亳文化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研究水平

还比较低,亳文化发展的学理支撑基础不牢。目前,
亳文化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亳州学院、亳州职业技

术学院等高校系统以及社科联等学术团体中,部分学

者大多以兼职研究为主,以亳文化研究为副业。以亳

州学院的亳文化研究中心为例,现拥有专兼职人员

60余人,2019年共发表亳文化研究论文26篇,出版

专著3部,以数量计算平均每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还达不到0.5篇,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更是

凤毛麟角[13]。
(三)亳文化传播手段单一,文化创新缺乏现代性

转化

伴随着市场的高度发展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运

用,不仅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发生急剧变化,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也产

生了较大变化。文化传播的渠道日趋多元,人民群众

从新媒体中获得文化知识的比重逐渐超过传统媒介。

过去仅从书籍、报刊、杂志上获取的一些传统文化知

识,现在通过平板电脑、笔记本、手机等移动终端可以

随心所欲地获取。尤其是网络平台的开放性,所有人

都可以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见解,导致网络中传播

的传统文化知识良莠不齐,甚至一些传统文化的糟粕

也在网上肆意蔓延。尽管亳文化在传播渠道及传播

方式上作出了有益尝试,在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方面也

作出了部分探索,但是,传统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

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覆盖大众的有影响力的网络传播

平台尚未真正建立,文化创意产品较少,文化传播效

果明显不佳,人民群众对亳文化的理解认可程度还有

待提升。
(四)青少年亳文化教育滞后,文化传承面临后继

无人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正处于

身心发育的成长阶段,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教学安

排,偏重于知识性的灌输,忽视中华传统文化课程设

置,不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人文精神

及文明理念的教育引导,加之传统文化教育师资力量

的薄弱,导致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理解片面,“知其然不

知其所以然”。在2021年亳州市中考分值设置中,所
有科目总分为770分,其中能够直接体现传统文化教

育成果的国学经典仅占10分。全球化背景下,面对

外来文化的强劲冲击,文化多元融合进程逐渐加快,
然而青少年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更易于接受外来文

化的熏陶洗礼,长此以往导致青少年对传统文化认同

式微,势必造成传统文化传承断裂。由于受经济利益

的驱使,大部分青少年不愿学习继承费时费力才能获

致的传统文化,使得一些“口口相传、手把手教”的非

物资文化遗产正日渐没落,像“二夹弦”“拉魂腔”“大
班会”“九曲黄河阵”等颇具亳州地方特色的非物资文

化遗产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面临失传。
三、提升亳文化社会认同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

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

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4]大力弘

扬和传承亳文化,通过发挥亳文化的资源禀赋,不断

强化亳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以此提升亳文化的社

会认同,绽放亳文化的时代光芒。
(一)加大文化保护力度,深挖亳文化的资源价值

遍布亳州各地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既是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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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见证,也是亳文化丰富多彩的物

质呈现。一要建立亳文化名录清单。亳文化作为亳

州地方传统文化的统称,包含了历史建筑、手工技艺、
传统医药、民间传说、舞蹈戏曲、风俗民情等多类文化

形态。文化部门要加大亳文化资源普查力度,尽快熟

悉掌握不同文化形态的具体内容,分门别类地建立亳

文化名录清单。二要制定亳文化保护方案。针对亳

文化的生存发展情况,依据不同文化形态,分别制定

文化保护方案。不断加强物态文化的修缮维护,确保

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尽可能延长其寿命。对非物态

文化在做好影视录像保存的基础上,加快确立文化传

承人,避免文化传承断层断代。三要深入挖掘亳文化

的资源禀赋。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深入实施

文化强市发展战略,积极打造亳文化精品旅游品牌,
大力开发“道源问道”中华传统文化之旅精品示范线

路,加快建设国家级中医药健康养生旅游示范区,不
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二)加强学术研究,不断夯实亳文化的学理基础

系统的、全面的、高水平的亳文化研究是推动亳

文化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也是提高亳文化社会认同

的重要途径。一要整合亳文化研究资源。在安徽省

亳文化研究会的号召指引下,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功

能,积极搭建亳文化研究平台。大力支持亳州学院的

亳文化研究中心等高校研究中心建设,积极开展亳文

化研究高端人才引进,努力打造一支规模适中的专业

化亳文化研究队伍。注重发挥亳州市社科联等学术

团体的作用,形成亳文化研究合力。二要定期举办亳

文化高端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发挥亳文化多

元的文化优势,持续推动亳文化研究深入开展,通过

举办全国性的老庄道家、建安文学、三曹研究、中医养

生、华夏酒文化、中医药产业发展等学术会议,诠释亳

文化的内涵本质,展现亳文化的时代风貌,不断扩大

亳文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三要建立亳文

化研究成果转化机制。根据城市发展定位,不断将亳

文化与现代社会追求健康养生时尚的生活生产方式

相结合,积极推动“医、药、养、游、体”深度融合,大力

实施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真正把亳文化研究

成果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此促进亳州

现代产业的升级换代。
(三)创新传播方式,切实提高亳文化宣传效果

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接地气”的文化宣传和经典

解读是激发人民群众传统文化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升文化情感归属的重要渠道。一要注重亳文

化故事阐释。文化工作者要不断挖掘亳文化背后的

文物故事,通过具体化、可视化、艺术化的文艺创作和

文艺表达,提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感染力,进一

步激发人民群众对亳文化的认知兴趣,拉近民众与亳

文化的距离,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亳文化的情感归

属。二要加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政府部门要高

度重视亳文化的宣传引导,积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

等传统媒体渠道,不断丰富亳文化的传播形式,广泛

宣传亳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内涵价值,为弘扬传承亳文

化夯实舆论基础。三要借助新媒体丰富传播手段。
要广泛利用互联网信息量大、表达方式亲民、形式新

颖活泼的传播特征,充分发挥网络自媒体平台的传播

优势,积极采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
通过开展亳文化网上专题展览、亳文化数字博物馆等

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进行亳文化网上宣传,加快形

成亳文化线上线下互动的传播格局,进一步加深人民

群众的亳文化历史记忆,提升亳文化的宣传效果。
(四)加强对青少年教育引导,牢固树立亳文化传

承自觉

青少年是国家的前途和希望,未来的一代有怎样

的文化观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国家的未来[15],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重任终究要靠青少来担当。一要加

强亳文化学校教育。教育部门要极力扭转重知识、轻
文化的教育局面,在课程教育中要不断加强亳文化的

教育渗透,增加亳文化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持
续加大传统文化师资力量培训,不断提升青少年的亳

文化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二要重视亳文化家庭教

育。家长要深刻认知到加强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

重要意义,尽快改变自身对亳文化的态度。在家庭教

育中,适当融入亳文化元素,利用传统文化节日庆祝

活动展示亳文化的风俗民情,通过亲自教授传统礼

节,将亳文化教育渗透到日常行为中,做到言传身教

潜移默化。三要树立亳文化传承自觉。对青少年自

身来说,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牢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努力学习亳文化的知识技能,学深

悟透亳文化的精神内涵,自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捍卫者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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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romotionPathofSocialIdentityofBoCulture
RUIQiong,CAOJunling

(PartySchoolofBozhouMunicipalCommitteeofC.P.C,BozhouAnhui236800,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partof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Boculturehaspassedonfor
thousandsofyears.CombiningwiththeactualdevelopmentofBoculture,thepaperanalyzesthemain
factorsrestrictingthesocialidentityofBoculture,andputsforwardsomewaystocomprehensivelyimprove
it,suchasincreasingtheculturalprotection,strengtheningacademicresearch,innovatingcommunication
methodsandstrengtheningtheeducationandguidanceof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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