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２０１４年１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１４
　第４１卷 第１期　　　　Ｊｏｕｒｍ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４１Ｎ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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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研究论纲

王 桂 兰
（河南师范大学 中原文化生态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７）

摘　要：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研究缘起主要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时代命题；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成为国

家战略；中原历史文化具有典型代表性，传统文化资源丰厚但开发相对滞后；广大人民群众阶段性猛增的精神文化

需要与供给相对滞后；以文化生态优化杠杆，快速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其内涵结构主要包括当代中原文化的外

部生存环境、主要文化圈层存在形态、发展趋势及相互之间的合理结构与发展状态、良性文化圈层对消极文化的竞

争态势和能力等。主流文化圈层的存在形态为价值与制度形态、理论与文献形态、媒体与舆论形态、遗址与文物形

态、文学与影视形态等；大众文化圈层的存在形态为媒体舆论与娱乐节目形态、作品产品与休闲场所形态、民俗民

风与礼仪行为形态、服饰饮食与流行风尚形态等；传统文化圈层的存在形态为历史文献典籍保存、历史文物遗址保

存、传统人文精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的优化，一是促进主要文化圈层内部环境的活

跃与和谐；二是促进主要文化圈层之间的协调与互补；三是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互动。

关键词：文化生态；中原文化生态；中原主流文化；中原大众文化；中原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３５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１－１１

作者简介：王桂兰（１９５４－），女，河南内乡人，河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原文化生态研究中心主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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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缘起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时代命题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中 共 十 七 届 六 中 全 会 做 出 了《中

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方针。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重

申这一重要 战 略，提 出 要 扎 实 推 进 文 化 强 国 战 略。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精髓在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社会广泛认同，从生态意义上探讨主流

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传统文化等社会主要文

化圈层的协调共荣规律，对促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本质特点的主流文化的大众认同以及探讨建

设文化强省的特色道路模式意义现实而深远。
（二）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

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认为中原地处我

国中心地带，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并将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中原经济区

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这是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中最先

明确为传承文化使命和功能的经济区域，为中原文

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指明了方向和任务，故从生态角

度探索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路径成为必

要。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

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所以关注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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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中的文化跟进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新

三化协调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文化产业是

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所以关注文化产业培育

发展的格局和特色成为时代课题。
（三）中原历史文化具有典型代表性，传统文化

资源丰厚但开发相对滞后
中原地区地处黄河流域，作为华夏历史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之一，具有典型的内陆农耕文化特征和

历久不衰、主干集成的代表性，历经数千年的整合与

流变，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

资源包括经典文献与古代文物资源、四大古都及历

史遗址资源、各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等，被 誉 为

“露天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但由于各种原因，其文

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却相对滞后。在知名度上

与陕西等省份存在较大差距；在保护区建设方面尚

未形成合理的格局；在对外开放和观光旅游收入方

面与资源拥有水平存在较大反差。
（四）广大人民群众阶段性猛增的精神文化需要

与供给相对滞后
当前河南人年均ＧＤＰ早已超过３０００美元。国

际社会 发 展 规 律 表 明，在 人 均 收 入 达 到３０００至

６０００美元阶段，人民群众的文化休闲消费在消费结

构中比例明显上升。近年来“五一”和“十一”小长假

中各景区游客的爆满情况，足以说明其规律性。与

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们对全面发展的

追求日益强烈，其精神文化需求大量释放。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中原经济区文化建设现

状呈现出 明 显 的 相 对 滞 后 和 不 适 应。其 主 要 表 现

为，一是文化资源开发的总体格局和重点工程安排

规划滞后；二是大部分人文景区资源开发的立意和

层次不高，对外吸引力和承载能力有限；三是文化资

源开发意识和社会参与积极性调动不够，相关有效

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
（五）以文化生态优化杠杆，快速提升区域文化

软实力
文化生态优化规律包括：探索经济社会与文化

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规律；通过加强主流

文化的主导和引领功能，促进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

活跃繁荣、和谐共存、优势互补、良性持续规律；传统

文化的传承创新规律；城镇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均衡

发展规律；健康文化对消极文化的抵御与竞争规律

等。把握这些规律，对有效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意

义重大。其一，主流文化建设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

动员力和凝聚力。就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实现中

国梦的动力源泉一样，中原经济区的主流文化建设

毫无疑问是这一战略实施的内在动力。尤其中原人

文精神的凝练和倡导，是动员和凝聚广大中原儿女

为经济区建设建言献策、发光发热的强大精神纽带。
其二，大众文化建设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辐射力和

拉动力。现阶段，与大众文化建设相关的文化产业

和文化服务项目，可以在优化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减
少环境生态污染压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激

发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等方面对经济区建设产

生巨大的辐射力和拉动力。其三，传统文化建设对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支撑力和竞争力。传统文化资源

积淀深厚是中原的区域优势，通过促进传统文化资

源的科学开发，培育传统文化圈层的生态优势，既可

以彰显中原的区域文化特色，又可以将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和内涵建设的优势，为区域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力和综合竞争力。
二、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的论域与内涵述要

（一）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的概念与论域
关于当代中原的区域概念。“中原”作为一个历

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所指均有不同。在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状况与行政区划和所处发展阶

段的政策覆盖单元密切相关。依据国务院关于中原

经济区批复中的说法，中原经济区是指以河南为主

体，延及周边若干区域，是一个特点鲜明、优势独特，
经济相联、使命相近，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综合体。
即“以河南省为主体，包括与河南毗邻的晋东南、鲁

西南、冀 南、皖 北 的 部 分 区 域”［１］。具 体 包 括：河 南

１８个省辖市；山西省的晋城市、长治市和运城市；河

北省的邯郸市和邢台市；山东的聊城市、菏泽市和泰

安市东平县；安徽省的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阜阳

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共涵盖３０个地级市和

２个县。区域面积２８．９万平方公里，涉及人口约１．
７亿。由于该 区 是 以 河 南 为 主 体 和 中 心，故 本 文 的

引用数据大多以河南省为主，模糊展现文化生态的

辐射范围。
关于当 代 中 原 文 化 生 态 概 念。文 化 生 态 学 是

“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

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

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２］。中原文

化生态，即中原文化的生存状态，是在中原经济区特

定的地理环 境、历 史 传 统、发 展 阶 段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下，文化诸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所呈现出来

的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整体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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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原文化生态与其他区域相比，具有历史

悠久、代表性强、内陆平原、包容稳定等重要特征。
关于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研究的论域。指与当代

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相对应的文化

构成。区别于以往研究所指的关于某一种群或族群

的文化生态；或某一历史阶段特定区域特定风格的

文化生态。本文旨在探索和倡导尊重关于文化发展

的整体性、关联性、多样性、活跃性、协调性、持续性

等内在规律。
当代中原文化生态作为一种系统存在，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

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体系。
（二）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的内涵结构
文化的外部生存环境。文化的外部生存环境包

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文化生存和发展所依赖

的由社会经济政治等构成的外部环境因素。经济社

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属于文化整体存在

和发展的外部生存状态，是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内

容之一。由于中原经济区文化生态的区域和所处时

代以及发展阶段定位都非常明确，其自然地理条件

和社会制度背景等均属于既定前提，故本文的主要

指向在于探讨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

协调、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规律。至少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必须

以经济发展优势支持文化发展；二是文化反映并影

响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

精神动力。
文化的外部生存环境既是以往文化研究成果较

少涉及的盲点之一，也是用常规研究方法无法准确

表达的研究难点之一，又是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的研

究领域之一。对文化强国和文化强区的重要性似乎

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但对当前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失衡程度以及对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可能导致的潜在严重影响却是多数人不曾关

注和了解的。
主要文化圈层之间的合理结构与发展状态。即

在文化生态体系中各文化类别之间的和谐共存、优

势互补和融合协调的状态。其合理结构既包括文化

圈层的丰富多样，也包括各自均有合理的发展空间，
还包括文化圈层之间形成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和
谐共生、良性持续的整体态势。

本文认为，文化圈层是用来表述当今我国社会

不同文化类型的一个概念。其内涵既体现一定文化

类型的性质 定 位，又 表 达 其 表 现 形 态 和 影 响 范 围。

在当今我国，主要文化圈层有主流文化圈层、大众文

化圈层、传统文化圈层、精英文化圈层、外来文化圈

层等。诚然，不同文化圈层在现实社会中不是相互

分割、孤立存在，而往往呈现部分重合和相互交融的

状态。结合当前中原文化的区域实际，本文重点围

绕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展开。重点关注

主流文化在现实文化生活中的实际主导地位和影响

力；大众文化中公益文化供给和消费文化增长的比

例，尤其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传统文化方面则主

要探索如何将其资源优势转化为开发和传播优势。
主要文化圈层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趋势。即不同

文化圈层各自的历史沿革、发展轨迹、存在态势、发

展规律及趋势。不同文化圈层由于不同的历史由来

和不同的阶段背景，其发展轨迹和态势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因此具有不同的发展

走向和未来。
文化圈层的存在形态是过去文化研究中很少涉

及的领域。本文尝试用相对直观的概念来整合和归

类不同文化圈层的表现形态。
本文依据中原文化生态实际涉及三个主要文化

圈层，即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当前各自

的存在形态和趋势均在不同社会因素影响下存在应

然与实然的巨大差距，客观认识存在的差距，并达成

共识，促进其功能相互补充并获得合理的发展空间

是本文的预期。
良性文化圈层对消极文化元素的竞争态势和能

力。即主流文化对文化污染的有效控制机制和控制

能力。在文化多元的当今时代，文化圈层之间的相

互交叉、相互融合乃至此消彼长的相互博弈是一个

永恒的存在。如果多圈层共同形成的良性文化能够

携手形成对外来或内生的消极腐败文化构成有效抵

御或消解的合力，使有害文化的滋长和影响被限制

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将极大减少其对青年和社会

的危害。这种竞争态势和能力的养成要素及其掌控

也是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当前社会应用价

值之所在。
三、当代中原文化生态的基本构成与现状

（一）当代中原文化的外部生态环境现状
根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形成了相对优势的人

文资源。中原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中心区河南

素有地上文 物 全 国 第 二、地 下 文 物 全 国 第 一 美 称。
全省现已查明的各类有价值不可移动历史文物达３
万余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３处（洛阳龙门石窟、安

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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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１８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０４７处，市、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５５１８处。全国八大古都，河南 占 四 座：
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全省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８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８个，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镇、村）４７个。全 省 国 有 馆 藏 文 物１６１８３９８件。
在国家已确定的重点保护１００处大遗址中，河南省

占１６处，总数目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３］。

内陆平原的区域特点为现代文化生成提供了有

利条件。文化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中

原经济区地处内陆平原，具有交通枢纽和信息集散

地的巨大优势，由于位于华夏之中，在通南贯北、承

东启西的信息交流过程中，中原文化在华夏文明发

源地的深厚积淀基础上，可以借助优越的区位，广泛

吸收南北东西文化之精华，具有现代文化形成发展

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内陆改革的相对滞后性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

滞后性。历史发展表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发展的

程度一定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关联。由于中

国改革开放的格局是从东南沿海开始起航，地处内

陆的中原地区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始终滞后

于沿海地区，甚至错过了梯度发展的机会，后发于西

部开发，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集中体现在本世纪

以来。
相对后发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挤压了文化的发

展空间。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
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使中原地区一直忙

于经济发展指标的追赶，导致其文化发展理念、发展

步伐和发展程度都明显滞后于东南沿海和北京、上

海等发达地区。同时，民众限于收入水平和消费观

念约束，文化市场建构也相对滞后。
（二）当代中原主要文化圈层的存在形态现状

１．当前中原主流文化的存在形态现状

价值与制度形态。主要是指反映执政文化的价

值体系建构状况。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倡导”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原经济区来说，是通过

弘扬富有区域特色的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途

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亟需凝练

本区域的核心价值观———中原人文精神。所谓主流

文化的制度形态，主要是指体现和维护主流文化的

社会制度，特别是根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

原地处内陆，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制度特殊性。
理论与文献形态。主要是指反映主流 文 化、弘

扬主旋律的相关理论和出版文献。中原经济区建设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就

区域理论形态看，近年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和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河南先后提出了中原

崛起、中原经济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为实现河南

振兴、中部崛起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撑，并通过

电视、广播、报刊等载体逐步得到展现。其中，河南

电视台１５个电视频道中有１０个频道、河南人民广

播电台１０套专业广播中有７套广播都设有体现主

流理论的栏目，《中原焦点》《政府在线》等栏目则是

展示中原经济区主流文化理论魅力的精品栏目，每

天播出时长均在２个小时以上，多次荣获“中国新闻

奖新闻 名 专 栏”奖、“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十 佳 新 闻 栏 目

奖”。从文献形态看，近五年来全省每年图书、期刊

出版总印数均在０．５亿册以上，报纸出版总印数在

１０亿份以上，其中有一半以上直接或间接地传播着

主流文化思想。
媒体与舆论形态。主要是指弘扬主旋律的现代

传播媒体及其所发挥的社会舆论作用。就媒体形态

现状来说，目前全省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纸１２１种，其
中省委和省辖市市委党报２０种；期刊２４２种，其中

社会科学期刊７９种，高校学报７８种［４］。广 播 电 台

１８座，中、短波广 播 发 射 台 和 转 播 台３０座；电 视 台

１８座，教育台１０座［５］５９。各类网站总数近１３万个，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河南门户网站有大河网、商都

网、中原网、河 南 文 化 网、河 南 省 政 府 网 等［５］１１４。就

舆论形态现状来说，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以中原经济区

为主题的社会主流舆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河
南日报》充分发挥平面媒体的政论优势，先后集中开

展了“一文九论十八谈”大型系列政论文章宣传，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加快经济方式转变和建设

中原经济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遗址与文物形态。主要是指以物化形态存在的

红色文化遗迹与文物。主要包括反映不同时期人民

群众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历史遗址、历史文物。包括

纪念馆、机关遗址、烈士陵园等，后者如历史建筑、重
要历 史 事 件 发 生 地、名 人 故 居 等。目 前，全 省 共 有

８０５处革命历史 文 化 遗 产，其 中６５５处 革 命 历 史 文

化遗产被命名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

级４处，省 级５９处，市 县 级５９２处。３０６处 被 命 名

为县级以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国家级７处，

省级２３处，市县级２７６处［６］。
文学与影视形态。主要是指反映主流 文 化、弘

扬主旋律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力。近年来，中原经济区不断加大对中原书风、中原

戏剧家群、中原作家群的扶持力度，推动各种文体、

·４·



题材、形式、手段创新，推出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

观赏性相统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精品和影

视佳作，为传播中原优秀文化、展示中原崛起新形象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河南电视台策划实施了

大型时评栏目“十八谈·映象版”和“新九论·映象

版”、中原经济区论坛等；围绕原创河南题材和顶级

编剧创作，河 南 努 力 打 造 影 视 精 品 佳 作，推 出 电 影

《铡刀下的红梅》和电视剧《湖光山色》等影视剧，均

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２．当前中原大众文化的存在形态现状

媒体舆论与娱乐节目形态。所谓媒体舆论主要

是指传播大众文化资讯、引导舆论走向的媒介平台

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 底，
作为中原经济区主体的河南省共有电视台１８座、公
共节目１６６套，广播电台１８座、公共广播电视节目

１５１套［５］５９。同时大河网、商都网、中原网、大豫网等

本土网站和手机报等新媒体都取得重要进展。这在

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人们文化消费的内容，影响着大

众文化的方向和品位。电视和网络是满足群众文化

娱乐需求的主要媒介，城镇居民更青睐网络，农村居

民则受电视影响更大，报纸杂志在城镇的影响力大

于农村，广播 作 为 传 统 传 播 媒 介，受 众 群 体 相 对 较

小。所谓娱乐节目形态，是指反映大众传媒的娱乐

功能，满足群众休闲娱乐需求的节目形态及其影响

力。鉴于电 视 机 在 中 原 经 济 区 广 大 城 乡 高 达９７．
７７％的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电视娱乐节目在大众

文化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近年来，电视节目频频

掀起 娱 乐 风，收 视 率 高，反 响 强 烈。河 南 电 视 台 的

《梨园春》《武林风》《华豫之门》《你最有才》等节目收

视率较高。调查显示，近４成群众表示经常看热播

的娱乐节目满足消遣需要。
作品产 品 与 休 闲 场 所 形 态。所 谓 作 品 产 品 形

态，主要指反映大众文化的影视、音乐、戏剧、舞蹈、
美术、文学等文艺表现形态。近年来，戏剧《苏武牧

羊》、歌曲《家的牵挂》、广播剧《农民工司令》和文艺

类图书《焦裕禄》等一批精品佳作受到民众青睐；电

影《中原女警》《清 风 亭》获 第 十 四 届 中 国 电 影 华 表

奖；戏剧《朱安女士》《红旗渠》《大红灯笼》获第四届

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乡土童年红旗渠》《少林

海宝》《俺的铁蛋俺的娃》《太极魂》等一大批动漫影

视作品陆续推出；“拜祖大典文化活动周”等成为全

省艺术品牌。各地市还产生了“周口一元剧场”“邓

州文化茶馆”“周末公益小舞台”“洛阳市民狂欢月”

等广场文 化 活 动 品 牌［５］１０－１１。但 横 向 看，当 前 还 存

在精品少、创新少、品牌影响力低等问题。所谓休闲

场所形态，主要指供人们日常娱乐消遣、怡情增智的

文化场所及其功能，如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大院、文
化广场、影剧院、旅游地等。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大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河南全省有１１９个

公共博物馆（纪念馆）、１４２个公共图书馆、２０２个文

化馆、２２６４个 乡 镇（街 道）综 合 文 化 站 实 现 免 费 开

放，为群众娱乐休闲提供了好去处［５］１６３－１６６。但调查

显示，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很多新的文化场馆建到

了新区，由于交通不便，当前利用率偏低。
民俗民风与礼仪行为形态。所谓民俗民风与礼

仪行为形态，主要指中原经济区范围内世代相传的

民间生活风俗、节日习俗、人生礼仪和民间信仰等。
作为中华民族摇篮，中原地区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包
括生活习俗、节日习俗、人生礼俗等习俗风尚。诸如

小年祭灶、岁末守岁、过年吃饺子、拜年、元宵节点灯

盏、清明祭祖、端午插艾叶、七夕观星、中秋赏月、重

阳登高等节日习俗代代相沿，影响深远。近年来随

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群众的礼仪行为方式呈

现出新特点：一是传统民俗在与现代理念的触碰中

发展变通。如对过年放鞭炮，虽然认可度较高，但多

数人也认为会对周围环境、生活安全存在负面影响，
主张有所节制。关于清明祭祀方式，鲜花、植树、网

络等文明祭奠方式得以推广，体现了现代祭奠方式

的转型。二是精神消遣与婚丧习俗喜忧参半。据调

查，农村和城镇居民均部分存在打牌、打麻将、烧香

拜佛、喜丧事大操大办，盲目讲排场等陋习。多数人

认为影视明星现象是“有利有弊”，体现了对多元文

化的理性认识。三是公共场所文明行为蔚然成风。
调查显示，对外出时用剩的果皮纸屑，大部分人不会

随便丢弃。在公交车上，如遇老人、孕妇等乘客，大

部分人表示会“主动让座”。这说明，多数民众都有

维护公共卫生、保护环境、尊老爱幼、文明礼让的意

识。
服饰饮食与流行风尚形态。所谓服饰饮食与流

行风尚形态，主要指体现潮流时尚的服饰、餐饮、品

牌、人物、生活方式等。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 升，时 尚 成 为 越 来 越 多 人 的 生 活 追 求。
其呈现特点为：一是手机成为时尚休闲娱乐方式首

选。人们常用手机听音乐、通讯联络和聊天。玩手

机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二是对时尚西式餐饮

态度保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餐饮装修独

特、环境幽雅、菜品别致等特点，使其成为时尚人士

的消费追求。但在餐饮选择上群众更习惯于传统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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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三是宽容时尚服饰但选择慎重。调研显示，对

奇装异服、时 髦 发 饰 等 现 象，喜 欢 和 容 忍 的 占 大 多

数，厌恶的仅占五分之一，说明时尚文化正在潜移默

化地改变着人们对服饰选择的认知。四是对时尚名

牌见智见仁。城乡居民中认为品牌是“追求时尚，彰
显个性”和“较 高 生 活 质 量 的 标 志 和 幸 福 生 活 的 象

征”的占绝大多数。

３．当前中原传统文化的存在形态现状

历史文献典籍保存。历史文献典籍是民族精神

和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解放后，河南先后编印了

《河南省图 书 馆 中 文 古 籍 书 目（史 部、子 部、集 部）》
《河南省市县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河南省图

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数种书目。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河南省图书馆逐步完善了保护设施，并对全省文

献典籍进行了普查登记，对部分古籍善本进行了编

目和修复。但总体看，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绝大多数人认为文物古籍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应该

尽力保护”。但保护的现实堪忧。据报道，河南图书

馆馆藏的５０万册古籍超过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损

坏［７］。现有古籍书库条件设施简陋，没有恒 温 恒 湿

和杀虫设施，不能有效地防光、防尘、防有害气体等。
历史文物遗址保存。河南文物遗址极 为 丰 富。

据 第 三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数 据，全 省 共 有 古 遗 址

１４６０７处、古 墓 葬１０２２６处、古 建 筑２３９２１处、石 窟

石刻６９３处、近 现 代 重 要 史 迹 及 代 表 性 建 筑１６０５９
处。全省不可移动文物共计６５５１９处，其中 世 界 文

化遗产３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８９处１９８项，

５处国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１７个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镇、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０４７处，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６０００余处［５］５１。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

汉魏洛阳故城等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国家文物博

物馆“十二五”规划已将郑州与西安、洛阳、荆州、成

都、曲阜确 立 为 国 家 重 点 支 持 的 六 个 大 遗 址 片 区。
郑州商城、郑韩故城、大河村、宋陵、古城寨、王城岗

六处大遗址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１５０处大遗址榜

单［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文物保

护与现代工农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
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和新农村改造中，文物遗址存在

程度不同的被破坏现象。
传统人文精神传承。传统人文精神的内容非常

广泛，它包括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自然精神、圆融会

通等多种思想。当今很多西方思想家都认为，２１世

纪人类应该从东方智慧中汲取营养。但由于复杂的

历史和现实原因，当代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尚待

提升。调查显示，认为传统文化应该继承发扬的占

５５％，而能区分儒、释、道三大思想有２２％。尽管多

年来中原大地上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见义勇为、无私

奉献的英模群体和道德模范，但总体来看中原传统

人文精神中固有的勤劳善良、敦厚朴实、诚实守信、
吃苦耐劳、崇尚正义、不甘落后等优良传统在外来文

化的冲击下不断被淡化，中原人外在的整体形象遭

遇挑战，所以，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依据，尽

快凝练并推出富有中原文化特色和时代内涵的中原

人文精神，让传统人文精神在时代的土壤中生根发

芽，代代传承，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原地区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异常丰富。近年来，随着联合国及中国政府对

非遗保护的倡导和扶持，河南已建立了国家、省、市、
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河南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 录 的 有７３项、省 级 名 录３７２项、市 级 名 录

１５８７项，县级名录６７２８项［５］５１。对于列入名录的项

目，各级政府也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进行保护。省

艺术研究院先后出版了《口述三团》《豫剧艺术总汇》
等，搜集、整理、保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民间艺术的

珍贵文献，包括数千册明清以来的手抄戏曲剧本、民
间音 乐、民 间 舞 蹈、曲 艺、戏 曲 原 始 录 像 录 音 带 等。
一些艺人 不 断 探 索 新 的 传 承 方 法 和 模 式。调 查 表

明，同时也还存在项目数量急剧减少、传承团体运作

困难、传承人青黄不接、传统技艺大量失传等现象。
诸如戏曲，河南曾流行过的剧种有８０多个，而至今

尚存的仅３０多个［９］。
（三）当代中原主要文化圈层社会定位现状

１．当前主流文化的社会定位现状

关于主 流 文 化 的 主 导 地 位。当 代 中 国 主 流 文

化，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要是指以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
是以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为 本 质 反 映 的 文 化 形

态，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促进民

众对主流文化的积极认同，并通过思想和理论创新，
赋予非主流文化以恰当的内涵和社会定位，不断引

导、规范和保障其有序发展是主流文化生态不断优

化的必然趋势。就民众对主流文化主导性的认识来

看，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地位及其作用总体上比较了解和赞同，反映中原经

济区主流文化的社会生态处于合理范围，但有待于

进一步优化。
关于主流文化与大众和传统文化的融合。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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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来说，主流文化在长期的多元文化竞争中，科学融

合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诚实守信为

代表的民族道德等传统文化精华；从形式和手段来

说，也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民间文化生动通俗的表现

形式、现代先进的传媒传播手段等大众文化精华，尤
其融合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观念、合作意识、竞
争意 识、创 新 意 识、民 主 意 识、法 制 意 识 等 新 元 素。
就民众的现实感受而言，分别有３０％和３３％的人认

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成果，已经“广泛吸收了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吸取了当代大众文

化中的科学元素”；３０％的人认为“仍有待于进一步

与时俱进，融合当代非主流文化”，表明主流文化仍

需要进一步兼容其他非主流文化；４７％和４０％的人

认为，“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主要内容与传统文化中

的仁爱、节俭、诚信、谦和等思想之间“有密切联系”，
或“有一定关系”（此处调研数据均为作者主持的省
重大项目课题组２０１３年１－６月的调研结果。以下
如无特别说明，均属此类调研数据）。

关于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引领与整合。多元

文化是当代中国多元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也是千

姿百态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

组成部分，主流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功

能，既能够为其他文化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
明确其社会责任，也能够积极引导和规范多元文化，
有效包容和吸纳非主流文化先进成果，推动各种非

主流文化之间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健康发展。就民

众对主流文化社会功能的发挥来看，有５５％的人认

为央视２０１２年 感 动 中 国 人 物 的 精 神“非 常 值 得 学

习，代表 和 反 映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神 追 求 和 价 值 取

向”；６６％的人认为当代中国“多元应有一元引领”；
分别有５６％和３４％的人认为，主流文化思想引领多

元文化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开放融

合，具有强大的兼容能力”。

２．当前大众文化的社会定位现状

关于大众文化生成的体制机制状况。加快推进

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中

原经济区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根据中央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原经济区

相关工作稳步推进。各级政府通过新建剧场、购买

服务等方式，加大对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支持力度，
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河南省１８８家国有文艺院团已全部

完成改制任务，第一批３９家非时政类报刊和大河网

完成转企改制［５］９。与此同时，文化管理、投融资、服

务供给、人才保障的体制机制等不断完善。但总体

看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第一，文化管

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文

化管理部门依然存在职能交叉、责权不明现象。因

此，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推

进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

间接管理转变，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通过服

务、咨询、监督、调控等方式，建立责权明确、制度完

善、机制灵活、管理规范的服务体系。第二，投融资

机制有待进一步多元化。当前中原经济区文化投入

总体水平偏低，保障机制不够健全。２０１１年河南全

省人均文化事业费为２９．１４元，还不足全国平均水

平的一半，在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排序中，居倒

数位次［５］５－６。文化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源于投融资

渠道的单一和不畅。当前仍然是以政府投融资为主

体，政策投融资为补充，市场投融资为辅助。政府财

力有限，市场投融资作用发挥局限，以及专项基金、
税收优惠政策、金融信贷支持不到位等因素，导致投

入严重不足。因此，必须积极推动投融资的多元化，
除进一步扩充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和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外，还要通过财税杠杆、信贷支持等，引导鼓励

民间资本、金融资本等进入文化领域，逐步形成政府

主导、政策鼓励、市场调节、多方参与的多元投融资

体制。第三，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有待多样化。近

年来，政府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文

化民生工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逐步完善，“三馆一

站”免费开放，“欢乐中原”“送欢乐下基层”“舞台艺

术送农民”“先进文化进基层”等公益文化活动实现

常态化，“周口一元剧场”“邓州文化茶馆”“周末公益

小舞台”等广场文化活动反响强烈。但尚存在文化

下乡但未留乡、群众和文艺工作者自主参与度不高、
文化服务供给范围时空局限性大等问题。因此，一

方面要借鉴“周口一元剧场”等的运作模式，充分调

动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推动文化服务供给

主体的多样化，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群众共

建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整合文

化服务资源，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扩大公共文化服

务的供给范围。第四，文化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有

待完善。当前河南省文化人才队伍总量偏少，且分

布和结构不尽合理，领军人物、高端人才、新兴文化

业态人才、农村文化人才和文化管理人才严重匮乏。
调查显示，近８成的乡村文化站没有专职工作人员，
兼职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精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

文化场馆的服务质量和利用效率。因此，一要通过

实施“农村文化艺术人才培育工程”，加强基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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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建设；二要着力培养文化领军人物和专业

人才，努力发掘和培育民间艺人、文化能人；三要依

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大力培养掌握现代传媒技

术的专门人才和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四要

依托重点文化工程和文化产业项目，引进各类高层

次文化人才，打造文化领域的人才交流合作平台。
关于大众文化产品提供和丰富状况。文化消费

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

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

化需求日益旺盛。广播影视、书刊报是提供文化产

品的主要载体，各类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展示文

化产品的重要平台。据统计，作为中原经济区主体

省份的河南，全省共有公共广播节目１５１套，公共电

视节目１６６套，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９７．７０％，电视

人口覆盖率达到９７．７７％，ＣＭＭＢ用户突破８０万，
用户规模 居 全 国 第 六；２０１１年 全 年 出 版 各 类 图 书

５５５７种、报纸１２２种、音像及电子出版物３９４种；全

省１１９个公共博物馆（纪念馆）、１４２个公共图书馆、

２０２个文化馆、２２６４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零门

槛免费向公众开放［５］２００；每年组织县以下规模的文

艺活动２４００多场，文化下乡活动３０００多场，群众文

化活动３００００多场［５］３９－４０。这些载体和平台创造并

提供了种类齐全、数量可观的大众文化产品，丰富了

群众文化消费的选择。调查显示，中原经济区大众

文化消费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文化消费支出偏低，
制约文化产品选择。根据《２０１１年河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数 据，２０１１年 河 南 省 城 镇 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２３３６．４７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４３１９．９５元［１０］。尤其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１年，
全省农村人均收入从２７２６元增加到８７２５元，增长

幅度为２．２倍；同期全省农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１年 仅 仅 从１３３．１元 增 加 到２７８．２
元，增 长 幅 度 为１．０９倍［１１］。当 前 电 影 票、图 书、旅

游景区、球类馆等门票价格动辄数十元上百元，严重

制约人们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消费。第二，文化消

费层次不高，亟待培育消费热点。调查显示，中原民

众业余时间大都选择看电视、上网、读书看报等休闲

娱乐项目，这些文化项目和产品简便易行且花费较

少，但文化消费的层次不高，缺乏创意和消费热点，
难以激发民间的消费潜力和消费欲望。这客观上要

求要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文化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开发特色文化消费，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热点。
第三，居民文化消费满意度走高但尚有期待。调查

显示，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对文化生活基本满意的居

民都占到半数以上。但表示很满意的仅１成多，说

明文化产品不仅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提升，才
能不断满足群众对文化产品不断增长的新要求和新

期待。
关于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状况。中共十八大报告

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

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
近年来，河南不断加大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

设力度，至２０１２年 底，基 本 实 现 县 有 图 书 馆、文 化

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文化大院、文

化中心，农村书屋在全省５万个行政村基本实现全

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体系

初步建立。同时，全省基本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全覆盖，１５８个县（市、区）都按标准建成了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４．７万个行政村建成 了

共享工程村 级 服 务 点［５］５０，不 仅 满 足 了 群 众 的 基 本

文化需求，也使长期以来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

消除，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基础仍比较薄弱。调查显

示，有７成多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村里文化设施“很
少”甚至“没有”；农村居民认为所在村“办园条件很

好，能满足需 求”的 仅 有２２％，认 为 村 小 学“硬 件 设

施和师资力 量 都 很 好”的 仅 有１１％；城 镇 居 民 中 表

示“经常去”文 化 馆、博 物 馆、图 书 馆、美 术 馆、科 技

馆、体育馆的仅 有６．７１％；认 为 城 镇 社 区 公 共 文 化

建设能满足居民休闲需求的不足３成，６成以上 的

居民表示从来“没去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３．当代中原传统文化的社会定位现状

关于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了解与认同。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的 内 容 非 常 丰 富，包 括 自 强 不 息、厚 德 载

物、中庸和谐与天人合一等重要思想。“自强不息”
与“厚德载物”作为中国人生存与奋斗的基本精神，
长期以来深深地嵌入国人思想深处。“中庸”“和谐”
思想，对国人品格形成、处世态度、文艺风格等都产

生了 深 刻 的 影 响。“中”已 成 为 中 原 文 化 的 象 征。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

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即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

包容精神”。“天人合一”作为儒道两家都极力推崇

的思想，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指明了方向。关于

当今人们对传 统 文 化 的 态 度，调 查 表 明，有９５％的

人对传统文化是认同的，８０％以上的人对儒、佛、道

及“四大 名 著”是 了 解 的。对 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核

心，即儒、释、道 的 思 想 精 神 比 较 熟 悉 的 占２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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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四大名著”的占２１％。有３９％的人认为“传统文

化有糟粕也有精华，我们接受时要有所扬弃”。
关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河南对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比较重视，不少重要文物列入

了保护名录以及世界和国家级的重要文化遗产，如

洛阳龙门 石 窟、安 阳 殷 墟、登 封 天 地 之 中 等。２００５
年以 来，财 政 部、国 家 文 物 局 支 持 河 南 专 项 经 费

２．６４８５亿元，投入大遗址保护，重点是二里 头 遗 址、
偃师商城遗址等１４处大遗址。河南省“十一五”以

来累计拨付文 物 保 护 专 项 经 费 近３０亿 元，仅２０１２
年就达７亿多元［１２］。２００６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先后

公布了 多 批 非 遗 名 录。２０１１年《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法》的公布和实施，进一步促进了非遗保护［５］５１。已

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

的保护资金。尽管多数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

得到保护，但“非常愿意”“出钱出力”的只占２３％。
关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与开发。近 年 来，

河南省对文 化 资 源 的 创 新 开 发 非 常 重 视。２００５年

始，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
《建设文化 强 省 规 划 纲 要（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等 一 系

列文件。河 南 文 化 产 业２００３年 起 步，２００５年 文 化

产业 增 加 值 首 次 超 过 百 亿，跻 身 于 全 国 前９位。

２００６年，河南的 文 化 盛 事 如 新 郑 祭 祖 大 典、安 阳 殷

墟文化节等，影响力日益扩大，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

为３９５．０４亿 元，２００７年 为４８８．９８亿 元，连 续 两 年

增长超过１７％，高于全省ＧＤＰ的增 幅［１３］。文 化 产

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直接相关。近年来，
以非遗为主题的出版业快速发展。《中国木版年画

集成·朱仙镇卷》《中国剪纸全集·豫西卷》《中国民

间泥彩塑（浚 县、淮 阳 分 卷）》等 在 业 界 产 生 较 大 影

响。新郑祭祖大典、淮阳人祖庙会等也不断凸显经

济效益。太极拳、少林功夫的市场化是最成功的范

例。如今登封已形成以武术为龙头，武术培训市场、
武术产品市场、武术旅游市场和武术文化演艺市场

四大部分组成的产业化格局。仅登封市武校常年在

校的５万学生，就能带来约３．５亿元的效益。此外，
武术相关用品、武术旅游等也都收入不菲。诚然，也
还存在思想滞后、相关政策不到位、开发环境有待优

化；本土人才缺乏、创新能力弱；产品质量不高、缺乏

竞争力；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四、当代中原文化生态优化的思考与建议

（一）当代中原主要文化圈层内部环境的活跃与
和谐

一般来说，任何区域内各个主要文化圈层之间

的关系既不是完全对等的，也不是可以相互取代的，
就中原经济区而言，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是不容否

认和弱化的。大众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样是不可忽视

和动摇的。而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则是我们区别

于其他区域的重要文化特色。因此，要保持区域内

主要文化圈层内部生态的活跃与和谐，必须进一步

巩固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确保大众文化的主体地

位，努力凸显传统文化的特色地位。
以 本 质 和 认 同 的 力 量 巩 固 主 流 文 化 的 主 导 地

位。先 进 性、科 学 性、代 表 性 是 主 流 文 化 的 本 质 特

性，也是主流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圈层的内在属性。
中原经济区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不仅决定着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向，更发挥着动员、组织和凝聚中原儿

女的精神旗帜职能，同时也是优化中原文化生态的

主导力量。尤其它所呈现和发挥的是引导整个社会

文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是包容和促进其他文化圈

层健康发展的支撑和保障力量。主流文化主导地位

的实现和保持，除了属于执政文化的组织权威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以自己的思想性权威和真理性权威，
获得广大民众广泛认同。当前，促进中原区域主流

文化的民众认同，亟需通过凝练中原人文精神，融合

中原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中原时代精神，搭建民众认

同主流文化的区域性平台与融入现实生活的桥梁。
以 供 给 和 需 求 的 互 动 实 现 大 众 文 化 的 主 体 地

位。作为一种以工业技术批量生产为制作手段，以

大众媒体为传播媒介，以商业化、模式化、时尚化为

表现风格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首要功能是满足

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在市场与需求的互动中实现

大众文化的主体地位，推动大众文化的发展繁荣，对
于中原经济区建设有着显著的拉动作用。首先，大

众文化产品要以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

向。伴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大规模的城镇化浪

潮，以电影、电视、戏剧、歌舞、书籍、报刊、文艺演出、
流行服饰、时尚餐饮等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产品

和文化活动逐渐从城市向乡村扩散。大众文化的生

命力来源，始终与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欲望及

其满足程度息息相关。调研显示，人们日常文化消

费满足的需求首先是“娱乐消遣，放松心情”，然后是

“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其次，大众文化的发展要遵

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

鲜明商业消费取向的文化形态，文化消费市场是大

众文化发展的指挥棒。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遵循市

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能够充分利用

供求、价格和竞争等及时、灵敏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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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而且能够在市场的激

励作用下不断丰富文化内容、创新产品形式、深化产

业发展、拓宽受众群体、提升体验效果。最后，要对

大众文化市场及民众文化消费给以适当引导。调研

显示，４１％的城镇居民对当前的社会文化持保留态

度。农村居民中表示“不喜欢”或“不太喜欢”的明显

多于“喜欢”的。认为当前的大众文化“具有浓重时

代信息，突出时尚与个性”，“内容丰富，主流积极向

上”，但也有“商业性强，炒作痕迹明显”，“片面强调

感官刺激和娱乐功能，缺乏人文价值和精神高度”等
消极印象。鉴于大众文化呈现的两面性及市场在配

置大众文化资源方面存在的自发性，政府要对大众

文化市场及民众的大众文化消费给以适当的规范和

引导，确保其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共同作

用下良性发展。
以 创 新 和 开 发 的 智 慧 凸 显 传 统 文 化 的 特 色 地

位。文化发展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

时俱进。必 须 以 传 承 促 进 创 新，以 创 新 实 现 传 承。
中原传统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为其在当代的传承和

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关于传承创新的

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制定站位高远并符合区域实

际的整体战略和规划方案，以资源分布和已有人才

和基础优势确定相关的构架格局；然后确定分期分

批展开的重大项目。对项目的选择和定位必须经过

充分深入的科学论证。尤其是要研究传统文化资源

中便于与时代衔接的元素，通过创新展示方式、创新

寓意内涵、创新语言风格、创新平台载体等方式，将

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的传承和表现形式的传承有

机结合，让传统文化的精华活在当下，为增强中原人

文精神和民族文化认同、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发挥

更大的作用。
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

途径。保护是传承和开发的基础，开发是保护和传

承的手段。应以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做好文化

资源的保护工作，以较高的起点定位其开发规划，尤
其是要经过充分论证确定开发的基本格局以及分期

分批推进重大和重点开发项目，将中原的传统文化

资源优势逐步转变为文化品牌优势、文化产业优势、
文化软实力优势和社会人文特色优势。

（二）当代中原主要文化圈层之间的协调与互补
主 流 文 化 对 大 众 文 化 与 传 统 文 化 的 引 领 与 兼

容。从引领的视角来看，主流文化应当充分发挥其

在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舆论宣传导向的主渠道

作用，规范和引导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在保持自身

优势的同时找到与主流文化的契合点，使其逐步明

确和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文责任感，根本改

变一味媚俗、过于追求眼球效应的做法，始终坚持以

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

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实现从数量型扩

张向质量型提升转变。从兼容的视角来看，主流文

化应当主动改变以往融入大众文化不够、不能很好

与传统文化对接的现象，善于借鉴大众文化传播的

成功经验，有效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彰显其科学性先

进性的魅力，引导大众不断提高文化追求的品味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自觉性。
大 众 文 化 对 主 流 文 化 与 传 统 文 化 的 承 载 与 融

合。不同文化圈层之间并非孤立的关系，而是通过

彼此之间的交流、融合、互补来满足全社会不同层次

的文化需求。推动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

的承载与融合，使其各尽其能、各扬其长、优势互补、
融合协调，是实现中原经济区不同文化圈层之间和

谐共存、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主流文化是以国家

意识形态为内核建构、由政府推动的文化形式，是处

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近年来，相较于大众文化

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主流文化虽“居庙堂之高”却

面临边缘化危险。要实现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

合，既需要主流文化在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上对大

众文化进行合理引导，也需要主流文化在运作机制

等方面充分借鉴大众文化的发展经验。调查显示，
人们在“娱乐性书籍或电视节目与反映英模事迹书

籍或电 视 节 目”之 间 选 择 时，更 多 人 倾 向“娱 乐 文

化”；对《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反映主流意识形态

的电影热播的看法时，７成民众认为这是“主流文化

借鉴大众文化形式产生的效果”，并提出“主流文化

应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主动融入大众”。因此，主流

文化必须正视思想领域的新变化，回应不同层次的

文化诉求，找到与民众产生心灵共鸣的频率；改变训

导的面孔，增强亲切性；在传播策略上紧跟时代，锐

意创新，以多样化个性化的推广手段，增强内在的吸

引力；既坚持弘扬主旋律，也充分重视市场在文化资

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在文化市场中的驾驭力

和竞争力。
传 统 文 化 对 主 流 文 化 与 大 众 文 化 的 支 撑 与 补

充。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不

同文化圈层之间的相互协调、碰撞和补充促进了文

化的共同发展。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主流文化和大众

文化的源头和基础，对当代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补充作用。主流文化不是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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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生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正是中国文化对之

改造、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儒家所主张的“中和”思

想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异曲同工。儒家、道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一脉

相承是它们相互支撑和补充的内在要素。主流文化

必须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地充实和发

展自己。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应

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之运而生的，具有

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依赖性等特点。中

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２０世纪后半叶，伴随市场经济

而迅速壮大，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大众文化

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

影响着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大众文化作

为根植于民间的文化，它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当代大众文化虽然运用的是现代的传

播方式，但作为民族文化实践，必须适应本土民众的

审美意趣和接受心理，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激发

灵感、吸收营养。
（三）当代中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互

动
以经济社会的基础优势大力支持文化发展。以

河南为中心 的 中 原 经 济 区 作 为 一 个 内 陆 后 发 的 区

域，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已经站在全国各省域的前列。尽管近年来河

南省委省政府对文化发展的重视和支持程度在不断

加强，但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尤其是文化产业在全

国的排位还相对滞后，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与位

次不成正比，尤其是作为经济区建设主要功能之一

的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进展不够明显，区域的

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尚未能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和软实

力优势。但当前阶段经济文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恰

恰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和良好的基础，所以充分

认识文化建设对区域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作用、充分

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适当加大各

级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是当前优化文化建

设外部环境、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

措。
以精神和智力文化要素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之间关系是相辅相成和相互支撑

的。近年来，区域文化建设进展取得的成就，尤其是

主流文化建设，如“九论十八谈”等思想和舆论所发

挥的凝聚人心的作用，极大地动员了全区人民积极

参与中原崛起伟大事业的热情。郑州航空港等重大

项目的有效实施，吸引和动员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

投身经济区建设；公共文化事业的广泛开展，潜移默

化地提升着 广 大 劳 动 者 的 文 化 感 知 能 力 和 幸 福 指

数；传统文化要素的开发和传承，不断陶冶着全体人

民的文明素质，不断优化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人

文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
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充分满足社会需求。公

共文化资源的整体短缺和城乡配置不平衡，是当今

中原经济区文化生态环境不太协调的重要因素。尤

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设施必须及时跟进，才
能不断满足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近 期 快 速 增 长 的 文 化 需

求。因此，将平衡文化资源配置纳入发展规划，理顺

促进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广泛动员多种力量参与

文化建设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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