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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浅析文化底蕴的实践价值——以

粤港澳大湾区的岭南文化为例
文瑶瑶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048；

摘要：文化乃是民族的根基所系。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交流融合上相通相近，互联互通，同根同源，这是共同打

造文化湾区的关键根底。通过以唯物史观的视阈中对岭南文化现代价值的分析，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以文化根脉

为桥梁推动区域的融合发展，不仅能提升文化自信，更有助于在文化认同基础之上搞好意识形态建设，发挥好岭

南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以同根同源的岭南文化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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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中华文化遗产在推进民族

振兴战略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强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

念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文化传统相融合，运用辩证法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才能有效解答历

史与时代所提出的重要课题，以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能

够不断焕发出时代的活力。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承载着维系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完整的

精神性质。在地区的发展史上，岭南文化展现了其强大

的凝聚力，对维持岭南区域的稳定与安全产生了至关重

要的影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中重要的一环。粤剧、南

狮、佛山武术等岭南文化以文化为纽带将两岸三地同胞

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告诉了我们来路，也告诉

我们未来。

1 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助力人文湾区建设

1.1 探索“根”文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

自古以来，岭南文化承载了深厚的家族纽带观念，

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尽管岁月流转，客家群

体依然坚守着他们珍贵的古老风俗，无论是语言、美食、

民间戏剧还是各种习俗，这些文化遗产宛若历史的活化

石，映射出客家人深刻的土地情感。粤港澳大湾区同根

同源，以粤语为基础的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天然的

粘合剂，是粤港澳地区人们共同精神家园。站在唯物史

观的角度，一方面要建设好和谐、安定的粤港澳大湾区，

也要加强构建好精神家园。2019 年，国家出台的《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文件清晰提出共同推进并打

造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湾区氛围。此项行动旨在依托地

区的文化复苏来加强港澳台居民对共同文化根基的认

同，以此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构建工作的

展开。对湾区的“根”文化进行深入探究和理解，能够

强化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促使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的提

升。

1.2 传承“和”文化，强化大湾区“共同家园”理

念

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和谐、友好、以和为贵、

追求和平是中华民族生活常态的映射，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共识。纵观历史，港澳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形

成开放多元的区域文化与“和”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粤港澳大湾区的开发将港澳融入国家总体发展的

重要载体，因此，只有将“和”文化理念落实到具体的

实践中，才能打开格局，增强实力。我们应该在“和”

文化上强化大湾区“共同家园”理念。调动人们自觉、

主动、积极地建设美好家园在"一国两制、三个税区、

四大城市"的大湾区建设格局中，要着力促进融洽共融，

寻求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1.3 弘扬创新文化，彰显时代魅力

文明是思想形态的一部分，根据其内在特征，它受

社会的物质状况所影响而形成了集体的认知。究其原因，

是社会的实际状况制约了集体的思维方式，而后者又对

前者产生影响。晚清期间的中国文明危机与民族危机紧

密相扣，民族的振兴是文明复苏的根本。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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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在伟大胜利性的解放斗争和革命中，已经且

正在恢复强盛我们中国民族的文境。”只有通过对旧文

化的创新性改造与进步，才能确保其持续不断地前行的

动力。岭南文化倡导的价值观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

进，是对古旧的粤文化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2022年冬奥吉祥物“冰墩墩”以大熊猫为原型，形象来

源于冰雪运动，奖牌设计灵感来源于 “南粤玉璧”，

体现着浓郁的岭南元素。这些冬奥作品从设计到制作都

体现了岭南文化的艺术特色，充满着浓厚的岭南文化特

色，具有深厚的岭南文化特色。通过对非遗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极具现代审美、承载文化传播

的艺术作品。

香港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其核心动力来自一种主要

表现为“勤劳坚毅、不懈奋斗、积极向上、应对灵巧、

毅力持久”的底蕴精神。这种精神既传承了优秀的传统

文化，同时又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激发出与时俱进的独

特创见与鲜明的时代特色。

2 强化文化认同，促进意识形态建设

2.1 文化认同所面临的问题

文化认同注重对文化的认同和适应，文化在粤港澳

的历史上，经历着众多文明的交汇，孕育了岭南文化包

容并蓄的文化底蕴。

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文化正处于时间与空间交叉的

紧要关口，既要审视对传统与现代文明的选择，也要应

对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一边是文化守旧派打着维护传

统旗号，实则阻碍了多数传统传统文化遗产的传递；另

一边，文化开放派以吸纳西方文化为名，却也引入了西

方思想体系的渗透。因此，我们要理性认识我国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岭南文化应该继续发扬开放

意识，保持包容姿态，不主一尊，保持“引进来”与“走

出去”的策略，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9个城市和 2个

特别行政区的快速建设和发展。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

就是要处理好文化借鉴、融合与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

关系。文化需要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

文化的民族性就有可能上升为排他性，文化若不体现时

代性，则就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长此以往，这种文

化也终会变为抑制社会发展的固守文化，被社会进步潮

流所抛弃。我们应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增强文化的认同

感，强化文化根脉的维系作用。

2.2 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

史转变”的过程。香港和澳门有着作为殖民地的历史，

作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

侵害首当其冲，一些香港人在意识形态上早已以趋同西

方为荣的观念，其在否定传统、无视文化根基上，体现

出强烈的虚无主义特点。例如香港针对“德育及国民教

育科”的抗议活动体现了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主导的意识

形态特征。他们从个人主义、个体利益出发，违背了岭

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背离了中华传统思想中家国

同构的精神追求，丧失了主体意识的史观。

2.3 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

叶险明教授指出：“我国当前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成为全球主要生产模式的重要历史时期，由此我们

必须认真思考在这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应如何应对与之

相关的制约因素。”他指出，“对‘西方中心主义’不

仅仅要批评和指摘，更是要全面准确理解并掌握超越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香港和澳门两

地大量吸收融合英、葡为代表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

保持着短期内的相对独立性。如何增进本民族的文化认

同感，防止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渗透是问题的关

键。岭南文化根植于日常生产生活与社会实践，渗入生

产行为与生活习俗，转化为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意识

形态建设管理者应善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话

语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的强大基因。陈先达教授

在《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之深奥内涵、稳固架构及外在形态需求，应转化

为思想理论体系更新的“源泉活水”。鉴于当前世界经

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元化及文化差异化的大环境，意

识形态显现出鲜明的阶级本质，并被普遍视为充斥着显

著的阶级色彩的思想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以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并积极推动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融合，大力促进意识形态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接轨。

3 筑牢文化自信坚实根基，增强湾区传播力影

响力

3.1 赓续文明根脉，筑牢自信根基

岭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它

不仅凝聚了灿烂的文明成就，也是历史血脉的传承者，

维系着民族精神的核心，其独特性使其成为无法复制、

无法取代的宝贵财富。岭南文化为延续文明根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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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对过去五年以及新时代十年以来在文化工作

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报告指出：“要加大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019 年 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共

建人文湾区”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共同保护、传承

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利用粤港澳地区地

缘相近、文脉相连的优势，联手开展跨区域重大文化遗

产保护。延续文明根脉应以社会效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核心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以经济效益为非遗传承发展

的创新保驾护航，尽可能地实现区域文化实现区域价值

的最大化，增强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力、影响力。

3.2 用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

岭南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岭南的开拓者赵

佗在秦朝末年自立为王，汉朝建立后他立即接受了汉朝

廷的封号，接受了归化中央政权的决定，这就使岭南地

区始终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促进了岭南地区

的经济发展，让岭南文化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以至于在广东，关帝庙随处可见，这本身是岭南文化对

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此外，岭南人的“宗亲文化”弘

扬着爱国爱乡、慎终追远、包容共济、造福社会的美德，

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岭南人紧紧地连在一起。岭南文化

在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实施中都有着无可替代

的重大影响力，也是建设人文湾区的深厚底蕴。文化自

信，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力量。岭南传统

所承载的文明特质，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精粹

元素。这一地域文化不单止展现出实际操作、宽广心胸

和革新思维的品格，同样内涵着抵制分离、捍卫民族的

凝聚和坚守祖国一体的核心力量。岭南文化在历史演变

过程中所积累、形成的凝聚特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一种极具凝聚力、感召力的精神力量。

3.3 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走好中国道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于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

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也更为深入。也因此，越为了解世界，

愈是珍惜自身的文化精华，愈能对自身文化保持自信，

才会有道路自信以及制度的自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有着十分透彻的文化哲学分析，为现代中国

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方向。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

什么是对的》里指出：“精神是超脱世俗的东西，但并

非是牧师构想的那种。眼下的世界已经流为尘俗，而社

会主义者必将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取而代之。”这就启

示我们，所谓的文化自信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从

社会实践上培育出来的，并且在实践中超越出来。它源

于社会实践，又高于社会现实。中国就是在科学社会主

义的发展道路上，来培育文化自信的实践土壤，在实践

中对文化自信形成了一种理性的精神力量，并且不断地

让中国的精神面貌发生转变。

在当下中国，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

路自信的基础，是中国发展自身迈向世界的重要精神支

柱。“涵养同根同源的岭南文化是粤港澳湾区文化的同

质性的根基”是“一国两制”获得成功的文化基础。我

们应以文化自信为基础，走好中国道路，坚守“一国”

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为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中国台湾同胞，

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共同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粤港澳的大

湾区建设的成功实践，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进而可以为中国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依据。粤港澳

大湾区是中国避免全球化危机，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有

力保障，也是“一带一路”的支撑点。建设提供有利支

撑。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走好中国道路，在以大湾区

特有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产业基础为支撑的文化软实

力下，以优越的区位条件，扎实的产业基础，更好地增

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以岭南文化适应现代

化进程的文化形态，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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