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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文化先行；社会发展，文化领航。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对文化工作提出了全新的、

更高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向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弘扬

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文

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全社会对文化的定位问题正处在一个新思考、新探讨、

新认识的变革时期。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同志要求我们高举文化力的旗帜，用新的思维引

领文促会的未来。他在其著作《文化力》一书中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文

化对于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不仅具有相依性，而且具有先导性。特别是在社会

转型，处于变革的时代，更是这样。”“我在这里谈的新的文化理念，主要是提升

文化力的理念，尤其是文化先导力的理念。”现在，人们对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先导和核心竞争力的理念越来越认同，文化和文化力的引领作用也越来越为人

们所认知。北京市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的核心竞争力，广东省提出要建立

文化强省，深圳市提出“文化立市”，等等。

北海市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据史书记载，以及新石器时代遗物和合浦

汉墓出土文物见证，北海的先民在距今数千年前就开始以“舟楫为家”，耕海为

生，靠海生活，以海御外。汉武帝时，我国的商船由此起航，经今东南亚抵南亚、

西亚和北非各国，北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从汉朝至隋唐，合浦

是中国经略南海和北部湾的重要基地。宋、元至明，合浦（廉州）又是中国漕盐、

采珠和海外贸易的三大基地。清朝前中期，曾设廉州口海关和北海常关管理今广

西和粤西沿海的贸易。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辟北海为对外通商口岸，北海

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沿海商埠。长期以来，这片美丽的陆地和海洋孕育了“合浦

珠还”的文化经典，创造了无数中华文化的奇迹。2010 年 11 月 9 日，国务院正

式批复将北海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一殊荣，既是对北海市文化历史地位

的肯定，也是北海文化建设的新起点，极大地鼓舞了北海人民向文化新目标、新



高地迈进。

北海市区位独特，文化底蕴深厚。北海市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拥有丰

富的渔业、海洋矿产、旅游、海上运输和港口资源，是我国中南、西南、华南的

海上大通道以及辐射东盟的重要海上门户。北海古属合浦，有“还珠故郡、海角

名区”之美誉。然而，现今对北海文化的内涵、格局以及地位等深层次的问题仍

众说纷纭，还需要进一步研讨和探索。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整体可分为两段：向外，是通过合浦港出海，经东南

亚、南亚到波斯湾、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向内，通过南流江、北流河、西江、

桂江，经灵渠入湘江、长江、汉水与古都长安（西安）相连，可以称为古代“皇

家水道”。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北海古代的经济、军事大动脉，也是北海

历史文化的命脉；南流江是北海与玉林人民的母亲河。早在秦汉时期，通过这条

“皇家水道”，我国南疆边陲与中原紧紧相连，大批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汉文

化和科学技术，加速了北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将合浦孕育成岭南文化

中一枝奇葩，成为当时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至今，合浦县仍保留占

地 68 平方公里的上万座古汉墓群就是有力的证据。因此，我们说，北海“汉韵

绵长”，汉文化构成了北海历史文化的母体；“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外来文

化（西方文化、东南亚文化、西亚文化、佛教文化等）进入北海，形成了海上丝

路外来文化辐射区，构成了北海历史文化的第二大板块；北海的地域特色文化，

主要指以南珠文化、疍家文化（含妈祖文化）和港口商贾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

以及北海周边的地域特色文化（含壮族、京族文化等），这是北海历史文化的第

三大板块。这三大文化板块构成了北海历史文化多元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的主要

构架，它们之间互相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北海历史文化的基体。新中国成立

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形成强大的主流文化，它与北海的历史文化重组，形成了当

代北海文化的主要内涵和多元文化的格局。以上就是我们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对

北海文化所持的基本观点。

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成立以来，本着“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宗

旨，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运用多种载体和平台，在北海市开展了一系列文



化活动：打造了节庆“北海龙狮文化”品牌；开展了以大型电视人物专题系列片

“北海儿女”为主题的文化系列活动；举办了年度北海市少年国学经典朗读大赛；

组织会员和专家研讨北海各类文化主题和现象并编写、出版了诸如《海门佛宗》

《北海第一村》《美丽北海》《名城北海》《北海民间传说》等许多专著；组织筹

拍大型文献纪录片《南流江》以及协助有关企业、学校开展文化建设等。这些活

动对北海的文化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受到了群众的好评，但是，

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北海文化建设的需要。为此，我们决定，组织、整合民间的

力量，以民间的视角，积极开展“文化北海论坛”的热烈讨论，并在此基础上，

组织编撰出版《文化北海丛书》。丛书中收入的各类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

反映北海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和现代文明。丛书内容主要包含文化政论、历史文

化和民俗风情三个方面。对于所收编的文章，在导向无误的前提下本着文责自负、

各类观点并存的原则，编者不作定论，力争做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突出，

特色鲜明，文笔流畅，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可读性。

希望《文化北海丛书》出版后能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北海的历史文化脉络、发展

轨迹、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帮助。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我们的文章能引起广泛的争论，我们将感到由衷

的高兴。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努力推动文化创新，不懈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必将迎来北海文化大繁荣、大发

展的明天。

《文化北海丛书》的出版，得到各单位、各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

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条件有限，疏漏错误之处，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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