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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基因论——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文化基因入题，以对
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探析为切入点，旁征博引，通过研究、分析 三晋文化的社会地位、人
文性格，以及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和发展方向等，进
一步诠释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在区域经济建设中优 先发展地域文化，扬弃、
传承、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走出去，请进来”
吸收区域外先进文化，弘扬人文精神，从而打造区域“文化软实力”，形成 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
力。

《文化基因论——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郭长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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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长风，山西孝义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2009年由美国美联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做过机修工人、共青团干、机要文秘，及干部人事、财政税收、价格管理、政策研究等工作；历任市
直机关科长、省直单位处长，先后在两个县的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8年；现任中共吕梁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党建研究会理事，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特邀
研究员，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地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
先后发表论文、调研报告、文学作品三十余篇，主编《科学发展观概述》《吕梁撷华》《知行文集》
，并担任《中国经济信息实用大全》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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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与文化的一般关系及其历史演变
 第一节 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
 第二节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
第二章 地域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第一节 地域文化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地域文化的形成原因
第三章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基因
 第一节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二节 区域经济发展中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
 第三节 物质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节 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四章 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一节 地域政治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节 地域法律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三节 地域道德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五章 三晋地域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第一节 三晋文化的缘起
 第二节 三晋文化的特点
 第三节 三晋文化的地位
 第四节 三晋文化的影响
第六章 三晋人文解读
 第一节 三晋地理文化
 第二节 三晋经济文化
 第三节 三晋政治文化
 第四节 三晋文学文化
第七章 晋商文化
 第一节 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
 第二节 晋商家族文化
 第三节 晋商大院文化
 第四节 晋商文化的精髓
第八章 三晋文化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
 第一节 富人文化的差距
 第二节 贫困文化的弱点
 第三节 官本位文化突出
 第四节 企业文化的欠缺
第九章 三晋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第一节 地域文化要推陈出新
 第二节 把握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 强化文化与经济的结合
第十章 去粗取精让传统文化在扬弃中得到提高
 第一节 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第二节 秉承传统文化发扬三晋精神
 第三节 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影响及其“治理”
第十一章 借鉴吸纳使优秀文化在包容中实现升华
 第一节 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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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外来先进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功模式
第十二章 强化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一节 全方位“走出去、请进来”
 第二节 家族式企业的走出去与请进来
第十三章 扩大文化影响弘扬人文精神
 第一节 积极有序地发展文化产业
 第二节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第三节 弘扬新时期山西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后记 一代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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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洋务运动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大清王朝的声威遇到大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
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其所极力维持的封闭和与世隔绝开始打破，西方文明开始伴随武力涌人中国。
帝国光辉的失落，使林则徐、魏源等部分有识之士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富有时代特征的呐
喊。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提出“师夷”的主张，遗憾的是他们的呐喊不但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反而被当局
斥之为“一派胡言”。
　　客观而言，在中国文化处于领先地位的封建时代，华夷观念在一定时期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
具有积极意义。
但悲哀的是，随着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沉淀在民族心理中的华夷观念却并未消失，而是被一代代腐儒
变本加厉地加以阐发而日益膨胀与巩固。
特别是在中国面临外部挑战，急需变革自我，以进取开放的姿态，吸收外来文明，促进中国适应世界
潮流的近代，这一观念日益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经济跃进的阻力。
1860年，英法公使要求进京觐见皇帝，交换国书。
但恪守夷夏之防的咸丰帝宁愿以关税作交换也不愿回京接见。
战场上一败涂地，礼仪上却要以胜利者的形象出现，其自欺之状，可见一斑。
　　整整延误了20年后，圆明园的大火，京城的陷落使朝野震动举国哗然.华夷观念才开始突破。
面对华夏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时期的文化精英分子、掌握实权的督抚——洋务派，开始仔细体味中
西力量悬殊的差异，深刻反思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缘由，努力探寻实现中国振兴的可能。
痛定思痛之后，他们终于鼓起勇气，从蔑视西方转到学习西方，从“夷务”转到了“洋务”“夷务”
与“洋务”，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表明华夷观念实现了实践意义上的突破。
正是在这种观念变动之下，洋务派才在中国建立了具有近代因素的企业、学堂、海军等。
当然，这种观念的突破是有限的，因为这一观念在士大夫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变
，只能逐渐深入，徐徐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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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原稽查特派员，著名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 刘吉　　
　　经济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经济的灵魂。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卢存岳　　　　社会经济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作为精神意识表现的文化，自然概莫能外。
　　——原国家物价局局长、中国价格学会会长、中国价格协会会长 成致平　　　　构成一个人的，
不但有生物学意义上的DNA，更重要的，还有文化上的DNA。
　　——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办主任 高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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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贫穷落后和兴旺发达不仅仅是自然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思想深处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而这
种价值取向的区别恰恰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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