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2023年第5期·　　　　 ·新西部

Culture & Travel丨文化·旅游 Ｃ

文化、交通等多个领域开放合作、互惠互利，共同打造

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

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充分发掘陕西现存历代与

丝绸之路相关的古籍文献资源，为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

地提供智力支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专业人员重视整理、发掘、研究陕西地区反映丝绸

之路历史的古籍资料，加强国内、国外学术交流，促进

中华典籍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有助于构建和完善

丝路文化体系，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并以强大的文化自

信构筑起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精神力量。

整理民族文献，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不同历史

时期均属民族交往、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因此，陕

西传世古籍中关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记载十

分丰富。

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各少数民族先后来到关中地

区，开始形成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复杂形势。陕西地区

存藏大量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官员的传世文献、墓志、

碑石等，其中尤以隋唐为盛。又如鄠邑祖庵、长安、华

阴、合阳的蒙汉合文碑，乾县的金代契丹文和汉文翻译

的《郎君行纪碑》，大荔的回文碑等，都是研究我国少

数民族文化和各族间相互交流的珍贵材料。

此 外 ， 位 于 陕 西 省 黄 陵 县 的 黄 帝 陵 和 宝 鸡 市 的 炎

帝陵，就是中华民族始祖炎黄二帝的陵墓，历朝历代祭

拜不绝，古籍资料数量多，种类广，整理、研究相关材

料，也具有深化华夏儿女血脉联系、凝聚民族情感、激

发爱国热情、树立社会主义民族观的重要意义。

整理传统医药典籍，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202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

大工程实施方案》，全面推动中医药文化事业的振兴。

陕西省的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出现过多位医学名家，

也存有多方中医药相关石刻资料和中医古籍。

位 于 陕 西 铜 川 耀 县 的 药 王 山 ， 相 传 即 为 唐 代 “ 药

王”孙思邈的隐居之地，其中藏有众多研究孙思邈及其

医药学思想的石刻医方，包括《千金宝要》碑、《海上

仙方》碑、《灵祐记》碑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载

有 中 医 药 类 古 籍 3 3 7 部 ， 陕 西 存 藏 4 部 ， 分 别 为 《 重 广

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东垣十书》《活幼便览》《十四

经络歌诀图》。《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中也载有中医

药类古籍共15部，除上述四部外，还包括《救荒本草》

《太医院校注妇人良方大全》《玉机微义》《重修政和

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

整 理 、 研 究 这 些 反 映 陕 西 古 代 中 医 文 化 的 珍 贵 古

籍，有助于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提高中

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

撑。

整理、编修村志村史，服务新时代乡村振兴

陕 西 丰 厚 的 历 史 底 蕴 孕 育 出 了 一 批 独 具 特 色 的 传

统村落和名镇名村，作为小基数的行政单元，大多数村

落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村志，在当代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中

尚属薄弱区域。当前，我国的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2 0 2 2 年 ， 中 国 地 方 志 指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进 一 步 修 订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推进村志的编修工

作。目前，陕西省内已出版《白家村志》《党家村志》

《灵泉村志》等多部志书，也在全省多处历史文化名村

建设村史馆。村志编修和村史馆建设是新时代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是一项极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历史

使命，它将眼光从传统的王侯将相，集中到普通劳动人

民的历史中，讲述、记载属于人民的历史故事，有助于

凝 聚 族 群 血 缘 、 加 深 传 统 村 落 村 民 的 家 乡 情 怀 和 认 同

感、进一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软实力，习近

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

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实现”，“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古籍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可以让人民了解历

史、感受历史，进而树立强大的民族自信心。作为古籍

工作者，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指导，将古

籍整理与陕西省的建设发展相结合，挖掘古籍的时代价

值，让古籍从陈旧的书页中“活过来”，逐渐从冷门绝

学走入大众的视野，真正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进而转化为强大的软实力，为

陕西省的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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