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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
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
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
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
、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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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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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　　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区域社会处于封闭、
半封闭的状态。
浙江区域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是与浙江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同步的。
像全国各地一样，当代浙江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是由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所驱动的。
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突破，从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开始。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
同时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随后，又逐步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
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
之后，中央又决定开放浦东，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和全国各省省会以及一些有条件的城市。
目前，全国已经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内地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指引下，浙江逐渐加强了与全国各省市区和世界各国的联系。
自1979年2月杭州市与日本岐阜市缔结首对友好城市以来，浙江已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
、日本、韩国、泰国、巴西、古巴、澳大利亚、南非等众多国家的省、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民间组织与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友好组织开展友好往来，并建立友好
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浙江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日趋活跃。
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多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同时，发达的经济支撑着浙江不断吸纳外国优秀文化
艺术成果。
浙江报业、出版、广播电视界积极与国外媒体进行了友好合作。
教育、科技对外交流不断拓展。
浙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有100多万海外侨胞，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欧洲、美、加地
区最多。
目前，浙江省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界社团、侨界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和良好关系。
自1990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浙江旅外乡贤聚会”，已成为海内外互动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平台
。
浙江籍海外侨胞不仅积极参与居住国的建设发展，也为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大批海外侨胞在浙江投资兴业。
浙江省留学人员创业园杭州高新基地、湖州南浔开发区华侨投资区等园区为华侨创业发展提供了有效
载体。
浙江在浙江大学、杭州学军中学、温州师范学院和温州少儿艺术学校，建立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
文教育基地”，为海外侨胞和社团、华（中）文学校开展华文教育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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