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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文化成果是人民的基本文

化权益。论文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推动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式发展,必须充分认识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涵特质,准确把握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基础,科学定

位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 文化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支点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9)05-0124-04

ThoughtsonHowtoPromotetheDevelopmentandProsperityofHubeiCulture

XIAOChun-yan1),QUEXiang-cai2)

(1)SociologyDepartmentof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2)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

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CultureisthespiritualhomeoftheChinesenation,andculturalstrengthisanimportant
componentofthecomprehensivenationalstrength.Sharingculturalachievementsispeople'sbasiccultur-
alrightsandinterests.Underthepresentnewhistoricalconditions,topromoteculturaldevelopmentand
prosperityinHubei,torealizetheleapfromabigculturalprovincetoastrongculturalprovince,We
mustfullyunderstandthemeaning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culturaldevelopmentandprosperityin
Hubei,findoutwhatisthefoundationoftheculturaldevelopmentandprosperityinHubei,anddeter-
minethestrategiestodevelopHubeiculturescient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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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
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基。一个民族的

兴盛,往往是从文化的繁荣开始的;而一个民族的衰

败,也一定伴随着文化的衰落 [1]。湖北是楚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要实现湖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成
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就必须高度

重视和发挥文化的“软实力”作用,着力推动湖北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构筑中部地区崛起的文化战略支

点,使湖北文化走在中西部前列,实现文化大省向文

化强省的跨越。

  一、充分认识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特质

  文化的概念十分宽泛,其内涵和外延可以随语

境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这里所言文化,系指精神

生产领域的,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

体”而言的文化。所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是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上的大发展大繁

荣,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基础上的

大发展大繁荣,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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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求基础上的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大”字主

要蕴含着以下五个特质。

1.文化内容、文化体制机制上的“大创新”
文化发展繁荣的本质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创新是文化发展繁荣的不竭动力。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迅速增长的多方面、
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需求,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

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总体上讲,
当前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改革滞

后于经济的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

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

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

路。”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强调,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

2.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上的“大丰富”
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文化产品的充分涌现

和文化服务的高效优质。以物质产品为例,过去我

们的商品极端匮乏,你有钱买不到东西。现在市场

活跃,商品极其丰富,有钱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是否能买来令人舒心、放心、安心的商品呢,这
里就有一个质量保证问题。物质产品如此,精神产

品也是如此。过去,全国艺术舞台上只有几个样板

戏一统江山,而现在形成了一个日益丰富起来的文

化市场,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层出不穷,
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从总体

讲,我们的文化生产和供给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一方面

是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化精品的数量还很

少,足以青史留名的黄钟大吕之作尤其欠缺;另一方

面是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
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即使进城务工,也由

于消费能力所限,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要解决这些

问题,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上的“大丰富”是前提。

3.文化人才、文化队伍上的“大聚集”
文化具有超生理性,任何文化都是人们后天习

得的和创造的,文化不能通过生理遗传,只能在与他

人互动中传承 [2]。这就表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离不开文化人才的支撑,离不开文化队伍的建设。
有名人必有名作,有名作必有名人。正是一个个文

化名人构筑了一座座文化高峰,而文化高峰代表着

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化成就。因此,要推动文化

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

的跨越,必须创设吸引文化人才的优惠政策,精心培

育打造自己的文化名人。

4.文化发展、文化影响上的“大提升”
所谓“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

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所谓“繁荣”,是指蓬勃发

展、昌盛。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是小步前

进,而应是大幅度的跨越式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

必须研究和制定支持文化发展、扶持公益性文化事

业、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形成有利于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政策体系,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的力度,下功夫继续推出一批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
不断扩大湖北文化的国内外影响,掀起文化建设的

一个新高潮,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跨越。

5.文化成果、文化受众上的“大覆盖”
党的十七大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提出加快推进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要求。公共文化是

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文化也是基本的民生,是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文化大发展,
不仅要发展“小众文化”、“精英文化”,更要发展面向

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要着重构建遍及

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先进文化的

发展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二、准确把握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发展基础

  荆楚大地,人杰地灵。勤劳勇敢、富有光荣革命

传统和创新精神的湖北人民,在过去的悠久岁月里,
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荆楚文化,为中华民族

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拼搏,改革奋进,积极进行文化

创新,不断推出文化精品,谱写了湖北文化发展的新

篇章,逐步形成了比较优势,成为社科大省、戏剧大

省、文学大省、文物大省 [3]。

1.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资源

湖北是文化资源大省,“惟楚有才”、“九省通

衢”、“鱼米之乡”、“湖广收、天下足”等美名享誉神

州。被誉为“古代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

堪称千古绝响,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

原的《离骚》堪称千古绝唱,发明家毕昇的活字印刷

术、茶圣陆羽的《茶经》、药物学家李时珍的药典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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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绝技,都是古代湖北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张之

洞推动的湖北近代工业文明、举世闻名的辛亥武昌

起义和黄麻起义,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三大革命

根据地,以及闻一多、曹禺、张光年、李四光、李达等

一大批光耀九州的文化名人,代表了近代湖北文化

之精华。此外,有武当山古建筑群、钟祥明显陵等世

界文化遗产,武汉、荆州、襄樊、随州、钟祥等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以及一大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馆藏文物、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以及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及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所有这些

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资源,构成了湖北文化发展的

厚重积淀和雄厚资本,是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底蕴和基础。

2.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特色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资源禀赋富集丰厚,文
化生态系统多姿多彩,文化结构形态多维一体。这

里是古人类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

独树一帜的楚文化,以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

器、美术乐舞、“屈骚文学”,彰华夏之文明,领历史之

风骚。这里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和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之一,各种特色文化资源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影响

广泛。这里既有以炎帝神农文化、三国文化等为特

色的历史文化,又有以辛亥起义和一批老区、苏区为

代表的革命文化;既有以三峡、神农架等为亮点的山

水文化,又有以巴土、江汉平原风情为特点的民族民

俗文化;既有以屈原、毕昇、陆羽、李时珍、张之洞、闻
一多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又有以三峡工程、武汉光

谷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和科技文化。此外,具有巴

楚文化特色和湖北特点的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民
间文艺、民间美术、电影、电视、广播剧以及摄影、书
法等都曾在全国和世界产生过较大影响。丝弦小

曲、渔鼓道情、鼓书鼓词、踏歌耍唱等说唱艺术,以及

湖北民间歌谣,均饱含荆风楚韵;汉剧、楚剧、黄梅

戏、荆州花鼓戏、阳新采茶戏、南剧及湖北豫剧、曲剧

等地方剧种丰富多彩;湖北民间舞蹈和民间技艺也

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卓尔不凡;伍家沟故事村、
青林寺谜语村、吕家河民歌村等民间文学三大村在

全国民间文艺界也颇负盛名。

3.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成果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来,湖北的文化

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最快、历史最好、群众受惠最多

的黄金时期。目前,全省共有国办艺术表演团体98

个,艺术表演场所54个,公共图书馆102个,各类博

物馆(纪念馆)92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113个,乡
镇(街道)文化站1229个,村文化室5794个,农村

电影放映队950个,农村文化中心户13226家,形
成了基本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项文化建设

硕果累累。涌现了姚雪垠、徐迟、碧野、李尔重、熊召

政、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文学大师或中青

年作家,陈伯华、余笑予、沈虹光、朱世慧、夏菊花等

戏剧群星,周韶华、冯今松、汤文选、鲁慕迅、唐一禾、
陈立言、冷军等老中青三代美术家,《洪湖赤卫队》、
《宇宙锋》、《顶碗》、《葛麻》、《徐九经升官记》、《膏药

章》、《土里巴人》、《同船过渡》、《十二月等郎》、《家住

长江边》、《筑城记》等精品迭出,“八艺节”上创下了

历届艺术节一个省份参赛和获奖数量之最的瞩目成

绩。图书出版成为全国六大出版中心之一,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文学作品、广播电视节目、新闻作

品和图书、电子音像出版物获得国家乃至国际各种

大奖,获奖数量居中西部前列。文物免费开放利用

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誉,文化产业基本形成了以

文化娱乐、文化演出、数字动漫、文化旅游、艺术培

训、影视放映发行为代表的多种经营成份并存、多种

形式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涌现了一批实力较

强的文化企业及企事业集团和一大批有发展前景、
产业特色和市场潜力的中小型文化企业。

  三、科学定位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发展战略

  湖北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经过这些年的不

懈努力,文化实力不断增强,文化发展呈现良好势

头。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以资本、原材料

或劳动力为核心要素的物质生产出现明显衰退,以
思想、创意或知识产权为核心要素的文化产业显现

生机和转机的时代背景下,必须从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战略高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
的总体战略布局出发,从新阶段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和平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

权益、满足人民基本精神文化需求出发,牢牢把握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重要战略支点目标和实现湖北省由文化大省向文

化强省跨越的要求,重点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资源整

合障碍、产业主体障碍,实现湖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

等重点领域大的发展,壮大湖北文化的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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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

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必由之路。文化体制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群

众的积极性,改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生机与活力,改
出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思想不解放,某些阻碍体制改革的观念

不破除,实现改革突破的难度就越大。经济体制改

革是要冲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紧密相连的,什么

样的经济基础就会对文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文化

体制改革同样也要冲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计划经济

体制的影响。要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冲破

束缚文化发展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弊端,大胆吸收有

利于发展的思想,大胆坚持有利于发展的办法,大胆

学习和借鉴有利于发展的经验[3]。二是要突破难

题,通过突破难题实现文化体制改革的后来居上。
难题主要包括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公
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对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不仅要转制成企业,而且

要通过改革创新,培养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市场

主体,特别是要培养几个在全国有地位、有竞争力的

文化龙头企业和品牌。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要通过改革增强活力,提高服务基层群众的能力和

水平。要探索新的投入机制,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

提下,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
政府在文化管理方面的职能要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向

管文化为主转变,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主

要面向直属单位向面向全社会服务转变,切实履行

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
这种转变,从思想到方式、到方法、到习惯,都是一个

很大的变化,必须下决心加以突破,实现在体制机制

方面后来居上。
2.在资源整合上实现突破

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是当前制约

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必须整合文化资源,形成发展合力。要按照

“行政推进、市场运作、利益共享”的原则,推动广电

网络、文艺院团、出版发行等领域的资源整合,引导

优势文化资源向优势文化企业汇集。当前,要采取

积极稳妥的措施,抓好省直及武汉市广播电视网络

的整合、省直及武汉市文艺院团布局结构的调整、省
直及武汉市出版发行资源的整合,由此带动全省文

化资源的整合。品牌在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文化精品、文化活动、文化品

牌,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体现。要充分依托和发挥我省历史文化资

源、山水文化资源、革命文化资源、民族民间文化资

源丰富的优势,集中力量,创造一批市场认可、群众

满意的文化精品,举办一批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活

动,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彰显荆楚文化的魅力。

3.在壮大主体上实现突破

文化产业是文化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湖北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

省跨越,必须壮大产业主体,增强产业实力,实现文

化产业发展的后来居上。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
壮大文化市场主体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通过多

年努力,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

上还处于爬坡阶段,文化市场主体存在布局散、规模

小、竞争力弱、科技含量低等问题。要积极推进文化

集团建设,选择实力强、前景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文

化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建立多媒体经营、跨地区发展

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培育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需

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重要的是用市场的办法、开
放的办法推动社会资源的进入。要积极引导文化产

业的战略投资者,推动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

改制上市,不断做大做强。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进

入文化产业领域。要创新思路,把文化产业的发展

与新传媒技术结合起来,与文化的各种新的表现形

式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两圈一带”战略

的实施结合起来,积极引导省属文化企业集团进入

新领域、新业态,形成新的增长点,走出一条“科技含

量高、技术水平新、市场前景大”的发展新路,进一步

振兴湖北传统文化产业集团[6]。同时“两型”社会建

设又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样,鄂西生态

文化旅游圈的建设既有文化建设发展的任务,又为

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要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

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一批富有活力、各具

特色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园,提高文化产业的集中度

和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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