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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

的宝贵财富。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政治、

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国

际交流也日趋繁荣。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的徽文化，以

安徽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技艺与艺术为研究对

象，涉及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层面的各个领域，内涵

丰富、特色鲜明，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本 文 以 徽 文 化 为 例 ， 探 讨 中 国 地 域 文 化 的 外 宣 途 径 和 策

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文化融合中

占有一席之地，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升人

们的文化自信度。

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

地 域 文 化 是 体 现 一 定 地 理 区 域 与 空 间 范 围 的 传 统 文

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随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有些民族传

统文化，尤其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逐渐退化、消亡，

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

危机，如何来保护和弘扬地域文化，使其赋能全球化，以

崭 新 的 面 貌 回 归 到 人 们 的 视 线 之 中 是 一 个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

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必须实事求是，以现实为基石，而地域文化就

是传统文化的现实存在。以地域文化为载体，传承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载 体 的 地 域 文 化 ， 类 型 丰 富 多 样 。 美

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将地域文化符号分为

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既涵盖物质文化遗产的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间艺术与工艺品，也包含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传承、民俗民风、口头传统、民间技

艺等。地域文化在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区域文化品

位、吸引外来投资与消费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与动力，

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窗

口，也是弘扬中华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徽州地域文化的特点与现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学与敦煌学和

藏学一起组成中国的三大地域文化。徽州地域文化内涵丰

富，是从古至今尤其是明清以来徽州境内一府六县极具地

域与时代特色的区域文化，是徽州人民历代物质文化与非

物质文化的总和。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交通不便和相对闭

塞的自然环境使古代徽州地区发展相对稳定，传统文化、

历史遗迹以及民俗民风等保存相对完好。

同时，徽州又是徽商的发源地，徽商在明清时期中国

的商业及贸易方面扮演者重要角色。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

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徽州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经

济文化的重地，徽学、徽剧、徽雕、徽菜、徽派建筑、新

安画派、新安医学、程朱理学等在国内外都有着举足轻重

的影响力。

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作为地域文化的徽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严峻挑战，如传统文化保护与商业运

作的冲突，古建筑的损毁与倒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后继

无人，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缺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党的十八

大 以 来 ， 传 统 文 化 的 保 护 和 利 用 得 到 党 和 国 家 的 高 度 重

视，地域传统风貌的维护、特色建筑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宣传与传承推广的力度越来越大。安徽省也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多方面挖掘具有徽州特色的传统文化，以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对外传播机制构建
——以徽州地域文化为例

◎ 姚雪平　朱　青　洪常春

地域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软实力的表现形式，全球化时代为地域文化的传播机

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作为中国的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州文化传承悠久，特色鲜明。

本文以徽州地域文化为例，从沟通元与文化共情、新媒体赋能与地域文化IP打造、契机把握

与融合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外传播机制的构建，以期高效、高质地向世界推介徽文化，把

文化传播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促进地域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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