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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　　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的全国中
华文化学院工作会议暨“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2009年中华文化论坛”，今天隆重开幕。
我谨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问候！
　　中华文化学院成立以来，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在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各省市的文化学院积极利用各自的区域优势，发挥地方特色，推动文化学院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呈现出可喜的局面。
近年来，文化学院不断扩大在港澳台及海外的影响，使文化学院正在成为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宣传
中华文化的窗口，爱国人士的研修基地，民族宗教、党外人士、统战系统干部历史文化的学习基地。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文化更加为人们所关注，文化学院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更加繁重
。
这次文化学院工作会议和文化论坛合二为一，既全面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又进一步突出了文化学
院工作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大家交流经验，凝聚共识，加强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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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
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下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经过交流融合。
最终汇合成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
本书汇集了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成果，从多个层面展示了丰富多彩中华文化的精神风貌及其现代
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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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个性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多样化绽放，也是中华文化有机整
体或大系统下的亚文化或子系统，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育的不竭源泉。
中华主流文化对于地域文化具有导向、凝聚和规范作用，促使其融合扩展、认同主流和趋同一体；不
同的地域文化则以自身的个性风格与特殊内容，给中华主流文化传统不断提供丰富的能量与养料。
二者之间的这种双向互动与相辅相成，是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多元互补、综合创新的本质体现，也
是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薪火相传、永续常新的内驱力所在。
正因为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所以深化地域的文化研究，
对于传承文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弘扬民族精神，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地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地域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地域文化研究被纳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轨道。
形成了全国性的地域文化研究热。
　　地域文化研究古往今来一直持续不断。
过去尽管大多仅限于地域文化典籍的搜集整理层面，但也起到了传承、延续、发展地域文化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我国地域文化研究从最初的文史热起步，逐步波及人文
地理、地域文化，并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关注和学术界的积极参与。
伴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地域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开发利用越
来越受到各地领导、经济部门、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当前地域文化研究的最典型的特征，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不同地域文化的个
性特质，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宗教等多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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