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综述

“弘扬江苏优秀文化传统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学术沙龙综述

2016 年 1 月 16日，由省社科联主办，省地域文化研究

会承办的“弘扬江苏优秀文化传统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学术沙龙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省社科院、

省委党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的 1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江苏优秀文化传统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现将

主要学术观点和建议综述如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弘扬江苏优秀

文化传统，关键在于对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没有文化的

传承就会断了“民族的血脉”、丢了“精神的家园”；而没

有文化的创新，则难以引领风尚、难以推动文化的发展与进

步、难以发挥文化的“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

神推动力”等等助益社会发展的“软实力”的作用。然而，

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象牙塔中的传统

文化研究也并不完全有助于推动社会文明进程，文化建设也

不是政府或者学者一厢情愿不顾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的

单方面行为。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实施文化



建设工程，怎样建设文化强省，从而使江苏的文化建设真正

“迈上新台阶”。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传承江苏优秀文化传

统

一是要关注文化传承背后的价值取向，要传承江苏优秀

的文化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从文化的反省开始，而自觉的

文化反省必须有先进的价值依循，否则这种传承可能会导致

盲目的复古倾向。因此，传承江苏传统文化，必须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和评判标准，去选择“优秀的”文化传

统加以传承。要警惕一些假传承传统文化之名，行封建糟粕

之实的做法。更要警惕盲目传承所导致的虚假的文化“繁

荣”现象所隐含的落后文化意识的抬头。要摒弃有违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后文化因素。要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中那

些阻碍文化进步和文化创新的因素，要选择、彰显、弘扬传

统文化中有利于文化进步，可以助推文化创新的因素。

二是要将传承江苏优秀文化传统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结合。要看到江苏优秀文化传统确实能够“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江苏历史文化的文明禀赋，极易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共鸣。比如，就“富强”这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而言，江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农商同道精神，既

培育了我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激励了冯桂芬、王



韬、薛福成、马建忠等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通商致

富”“工商立国”的实业思想，还演变为上个世纪“苏南模

式”中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又如，就“爱国”这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江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

武）之类的家国情怀与之一脉相承。

二、江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结合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传统却是一个民族自信

力的源泉。传统是一条流淌的河，每一段河流都会汇入新的

溪水和支流，形成新的文化景观。因此，文化传承是文化创

新的基础，而文化创新则是文化传承的目标。

一是要以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

展的自觉意识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做文化命脉的维系

者，又要做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坚持将江苏优秀文化传统的

研究与发明（创造出原来没有的）、发现（发现了前人不曾

知晓）相结合，在对传统文化的意义阐释和价值揭示中使传

统文化得以增值。

二是要始终坚持将文化的创新导向文化的不断进步，导

向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要将传承江苏优秀文化传统与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形成全社会的文化价值共识，

这是建设“文明新江苏”的核心内容。

三、将传承江苏优秀文化传统与当下文化建设的现实需

求相结合起来

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效果的评估，要看是否有利于文化

功能的发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培

育，是否有利于文明新江苏的建设，是否有利于不断产出优

秀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人们普遍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

一是要增强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当下价值，让江苏优

秀传统文化活在当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文化研究，既要揭

示其学科价值，又要寻求其现实的社会价值。忽略了学科价

值的揭示，其意义阐释将失去依据，容易导向“游戏史学”；

而忽略了对现实社会价值的关注，则容易使意义阐释因缺少

融注其内的当代意识而失去现实感，使学科研究变成一种简

单的“剪刀”加“浆糊”式的研究，这只能将历史变得更

“死”。要让江苏历史文化“活”起来，活在我们当下的社

会生活中，这是文化传承的使命所在。

二是以“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契机，推进江苏

文库的建设，整理点校一批承载江苏优秀文化传统的文献典

籍，为弘扬和传承江苏优秀文化传统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为江苏文化强省的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早

在上个世纪 90年代，由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主编的《江苏

艺文志》以 15册的煌煌巨制基本上囊括了江苏古代文人学

者所著（编）的各种历史文献，这样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

全国其他省份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面对如此丰硕的文化

遗产，我们的整理工作却远远滞后于浙江（《浙江文库》）、

安徽（《安徽古籍丛书》）、湖北、湖南（《湖湘文库》）

等省。因此，要以“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为机遇，推

进《江苏文库》的编纂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又要避免因急功

近利、贪多务得而导致的粗制滥造、细大不捐，不能将《江

苏文库》变成面子工程。

三是通过对江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弘扬，解决人民

群众在文化大发展时期文化身份缺失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去

思考，通过什么样的传承和创新，去为人民群众提供什么样

的精神食粮，最终如何真正让人民群众“享有健康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需要调查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目前的精神文化

生活现状，要了解和分析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

求，以增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目标任务实现的现实针对性

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精神文化生活的普惠性，使广大人

民群众在文化的繁荣发展中真正具有获得感。



四、弘扬江苏优秀传统文化与扩大江苏文化领域对外开

放相结合

1、文化实力和文化竞争力是建设“强、富、美、高”

新江苏的重要标志。文化在当今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

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关起门来搞文化传承，无助于提高

文化竞争力，封闭起来搞文化创新，产生不了文化影响力。

因此，只有将江苏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

成果相结合，才能不断增强江苏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更好地实施江苏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江苏地域文化传统问

题，讨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问题，应该站在这样的制高点

上来认识问题。

2、要出口更多地承载着先进的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出

口更多地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接受认同的文化思想观念、文

化价值观念。这应该是江苏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核心问题。

（省地域文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