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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官 文 化 的 新 时 代 价 值
“解缆已更市，榜歌犹未残。镇村垂橘庙，拍水漂麻竿。日泻

帆光淡，江澄塔影寒。驿楼经再宿，亦觉别情难。”———《候官市》。

这是一首来自明代尚书、闽剧鼻祖曹学佺的诗，寥寥数行，落笔

有情，自此，“候官”这一名字定格在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

侯官，这一古县今村，在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千年回响的侯官

文化，作为优秀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也必须担负起守正创新的光荣

使命。

形成了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文化品格
这是强化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侯官文化作为优秀的地域文化，

以共同的生活聚集地为基础，相似的生活习惯和近似的性格特

征，更容易在传承中凝聚血脉优势、激荡情感共鸣。马克思虽反

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充分肯定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塑造的重

要作用。

海洋文明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侯官文化开拓开放的特性。派江

吻海、环山沃野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其一半为山、一半入海的地貌

骨架。考古学家在平潭壳丘头遗址中发现了21个贝壳堆积坑，闽

侯昙石山遗址中发现大体量的蛤蜊壳堆积层，作为典型的贝丘

遗址，反映了当地祖先以贝壳作为主要食物、“靠海吃海”的史前

海洋文明特色。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与台湾大坌坑遗址在形状、装

饰上一致性高，说明两地曾处于同一个文化圈。考古发现，南至

金门，东到台湾，皆存在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类型或遗址，其影

响力甚至覆盖到更远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这些证据都表明

候官地区的向海迁徙活动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此后，汉

晋东冶港建成，三国时由吴国设立“典船校尉”，由此航行至台

湾、菲律宾，唐时成为与广州、扬州并齐的三大港口之一，明朝更

是进入对外贸易的鼎盛期，“五口通商”后，此地又成为全国大宗

货物集散地。这一历史悠久的区位优势促进了中外融通、面向世

界的典型海洋文化形成，积淀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文化品

格。这种海洋文化的优势特征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工业革命后，

西学随着海洋东渐，在候官形成了以林则徐、沈葆桢为代表的向

西方学习的思想和行动，并激发了东南沿海一带最早一批爱国

主义思潮的诞生。

多元文化的融合奠定了侯官文化兼容并包的特性。“闽”，

《说文》：“东南越。它种。从虫门声。”许慎认为，“闽人”之所以称

“闽”，是因为其祖先是蛇。闽越部落以蛇为图腾，在如今的闽侯

县境内还有蛇王庙的存在，并因此形成断发、纹身、拔齿的传统。

其后闽越国创立，创造出了灿烂一时的闽越国文化，闽越民族文

化和闽越国文化共同成为了候官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

越族因居于闽江下游、东临大海，善于造船、以舟为车、以楫为

马，逐水而居、讨海而生的的生活印刻出闽越人刚健明强、坚韧

耐苦的文化品格；“信鬼巫，重淫祀”的传统形成了共同的民间信

仰和各式的民间崇拜，从而塑造了候官人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

为准则。

闽越族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而是直接接纳了汉字，反映

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融合特性。所以，福州方言被称为“古

汉语的活化石”。例如，“你”福州话说“汝”[nü上声]，古文有见

如，《愚公移山》：“吾与汝毕力平险。”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

理优势以及闽江打开的通道，使得闽中能够“封而不闭”，随着永

嘉之乱时期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一批批移民南下入闽，中

原的合院住宅渐成气候，三坊七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存南方

最古老的木质建筑华林寺亦随移民传入；中原的水利技术也在

闽中得以应用，西湖便是为灌溉而开凿。不断增加的移民推动了

城市的层层壮大，千年文脉不断叠加，一次次筑城后遗留的众多

护城河便是旷土渐辟的生动写照。闽越人后裔与汉人融为一体，

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儒释道交融共存的局面。并以儒

家学说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涵养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璀璨人

物群。

候官文化地理标识开始形成并成型。侯官成为一个文化地理

概念之前，实际上首先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然后才形成文化地

理概念。候，本有侦查之意，候官一词在汉朝是作为一种县级军

事防务组织构建的。福建偏安一隅，两汉便仿照西北地区，在福

建建立起“都尉—候官”军事架构。此后，候官所管辖范围逐步缩

小，与闽县并立，这时的候官仍然是行政地理概念。唐德元年，侯

官城隍庙建成，城隍崇拜是我国最广泛的民间信仰之一，这时候

的候官就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而是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义，成

为文化地理概念。明清时期，侯官两度入诗，更是文化概念的体

现。宋明之后，闽地科举日盛，士子忌讳“候官日久”，便改“候官”

为“侯官”，以期封侯，名字更改中包含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

侯官真正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应当是在晚清时候，“晚清风流数

侯官”，它是以林则徐、严复等一大批人物群体为代表的文化地

理符号。大量名人出现在一个不大的区域，绝不是偶然因素，正

所谓“地灵人杰”，恰恰说明地域文化是在历史变迁中累积而成，

侯官地域文化的内涵是对海洋文化、闽越文化、中原文化的层叠

而成，形成了精英文化、民俗文化交织的局面。

侯官人内心世界中的地域因素。地域文化中所包含的独特的

价值导向、品德习性和规范约束等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群体的

人格和行为养成。宋代之后，程朱理学兴起，福建人的祖先崇拜

意识渐强。闽中各大小家族大多建有祠堂，以奉祀自己的列祖列

宗。祖先崇拜，成为维系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侯官人的家

族乡土观念较之别处也更显浓厚些，哪怕走到再偏远的乡村，宗

祠建筑也是保存完好，这彰显出慎终追远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情

怀，是对儒家文化血缘基因的赓续。明清随着中琉贸易的开启和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福州人大量出海闯荡、远涉重洋，这些出

走的同胞，内心世界中地域因素萌动，凭借敢拼会赢、吃苦耐劳

的精神，在海外建立起“小福州”、“新福州”。逮到新中国成立、一

穷二白之际，又怀着赤子之心，纷纷回乡投资，反哺故土。可以看

出，地域文化是哺育个体的精神载体，这种亲缘性超越了道路、

理论和制度的规约，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持久影响。

积淀了强大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内核
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他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可见，包

括侯官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对立党立国以及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侯官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侯官文化

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严谨治学精神和创新精神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高度一致，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提供优质资源。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患担当

意识；1911年黄花岗72位烈士中的23位侯官人等，是爱国主义教

育的生动素材。从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监督张亨嘉到最后一任监

督、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侯官人用强烈的敬业意识开创学

科改革，构建起中国现代大学的基础。沈葆桢的实业强国、严复

的教育强国到侯德榜的科学强国等，侯官人一直将国家富强作为

自身的宏伟抱负。这是对儒家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承

和实践，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天然途径和重要源泉。

侯官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福州人是自信的，这

是众多贤达之士的卓越见识和治学实践所形成的精神内涵的体

现。“一条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侯官人才涌动，为中国

近、现代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沈葆桢等建立马尾造船厂、率先

开办洋务，以亚洲第一规模的生产车间生产出第一艘千吨级兵商

舰船“万年清”、第一艘远东最大巡洋舰“扬武”、第一架国产水上

飞机、第一条自营电报线等，开启中国现代化之路。后有五四运

动点火者林长民、“侯氏制碱法”侯德榜、建筑师林徽因、报界先

驱林白水等，这些侯官人在各个领域开拓引领中国风气之先。截

至目前，福州共有院士74人，位居全国第六，仅从新中国成立开

始，闽侯就先后走出了17位院士。从“科举之城”到“院士之乡”，

这是古侯官学风兴盛不绝的有力证明，体现了侯官文化接续发展

的连续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并因其开放进取、兼容并包的文

化特性，在不断吸纳革命的、民族的、时代的精神下，创新成为中

国精神、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内在

动力和支撑。

侯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是构建中国

文化体系的关键人物。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严复，将自己

的学术思想总结为“侯官严复学”，后汪征鲁教授将其命名为“侯

官新学”，既阐述了区域地理、侯官文化在严复思想中的重要塑

造作用，也肯定了其在晚清新学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侯官新学主

要包括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季同、林纾等人的思想，“以自由

为体，以民主为用”是其主要标志，主张学习西方世界观和方法

论，形成中西方文化价值交融发展的局面，并有力指导了新文化

运动的实践。身处侯官新学影响之下，更是诞生了翻译了163部小

说作品的“译界之王”林纾。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是西学

东渐渐，还形成了中学西传的繁盛场面。号称“福建三杰”的辜鸿

铭、林语堂和陈季同，开始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其中，陈季同是

将中国传统文化译介到欧洲的第一人。侯官文化成为向世界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驱样板。

文化的传承绝不仅仅是靠延续而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

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对侯官文化

认知、认同，知往鉴来，才能自觉自省，便能更好传承。实践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观察分析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问题

的根本方法。作为新一代侯官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既需要守

正，扎根侯官优秀传统文化与底层的文化守望，更需要紧密结合

地方建设实际，对思想精髓、价值理念、责任使命作出创新阐述。

渊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桃冤

11月30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就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

神，压紧压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进行专题研讨。校党委书记宋建晓主持会议并讲话。校长凌

启淡，校党委副书记王长勇，副校长刘慧宇、徐杰、朱四海参加学

习并发言。

宋建晓强调，全面领会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做好学

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把握好“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处理好思

想和行动的关系。要突出思想自觉，充分发挥作为福建高校、文

科类高校的优势，深挖用好理论富矿，建设理论高地、传播高地、

人才高地，做好党的创新理论深化、内化、转化文章；要突出行动

自觉，围绕中心，贴近民心，凝聚人心，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项

任务要求落到实处。二是统筹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既明确

精神不能替代物质，运用激励机制这一学校进行物资分配的有效

手段，突出针对性、系统性和平衡性，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鼓

励先进，鞭策后进；又明确精神可以变成物质，通过提高思想素

质、丰富文化生活、弘扬高尚师德，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丰富师

生的思想观念、精神活动，把“精神”转化为“物质”。三是统筹处

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一方面，以“德”凝聚价值认同。打造主

阵地，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唱响主旋律，持续擦亮“三张文化名片”，引导师

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忠孝观”“义利观”；把握主导权，严格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阵地的意识形态建设，提高校

园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另一方面，以“法”规范行为秩序。打造法

治品牌，建立法治教育“一体化、贯通式、全领域”模式，落实法治

校园建设方案，开展法治校园建设专项行动，实现依法办学、依

法治校、依法治教一体推进、融合发展；加强制度建设，持续完善

办学治校各项制度体系，建立落实各项决策合法、合章程审查制

度，定期开展“立改废释纂”工作；强化人才培养，探索新型法学

人才培养路径，培养复合性创新性应用型法学人才，建设“双师

双能型”教师队伍，开展全校性“法学+”通识教育和跨学科研究，

推动法学教育整体性提质增效。四是统筹处理好示范和一般的关

系。要注重抓示范树典型。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

用，抓好分类、分级评选表彰，调动教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推动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注重

抓两头带中间。突出协调平衡，加强各领域之间的统筹协调，在

协调平衡中形成整体效应；突出扬长避短，准确配置合适岗位，

真正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突出精准管理，精准开展

“四个一”工作，完善激励、管理、服务、监督、考核、评价等配套机

制，倒逼各类要素激发内生动力。五要统筹处理好主体与客体的

关系。突出主体责任、主体意识、主体队伍“三个主体”，将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纳入学校发展总体布局，同规划、同部署、同考核，切

实推动工作落实落细；突出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线上线下“三个

客体”，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在潜移默化中弘扬正能量。

凌启淡在交流学习体会和思考时指出，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

想为指导，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

命感，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文化自信

融入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全过程，增强青年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要发挥学科优势和理论优势，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充分展现这一

重大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要着力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

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

者，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忠实践行者。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持续提升“三张文化名片”品牌力，全面融入、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发挥学校各类文化、社科研究平台优势，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用文化滋养心灵，用文化涵育德行。要守好建

强意识形态主阵地，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确保学校意识

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王长勇、刘慧宇、徐杰、朱四海结合所分管领域工作，分享感

悟和收获，一致认为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全

国、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与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贯通起来，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不断增强思政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以文化人、以文育才，准

确、客观、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为持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上传达了《关于当前我省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通报》，宣传

部立足工作实际，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研讨发言；统战部、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设计与创意学院、外国语学院分别围绕“发挥统一战线、民

族、宗教工作优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加强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学校打造人文

精神高地贡献力量”“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作

书面发言。

校内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会。

(宣传部)

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
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

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

文明风尚、行为规范。

要要要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把握好野五个统筹冶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渊扩大冤专题研讨习近平文化思想
图 片 新 闻

特 别 报 道 省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黄海昆
莅临福建江夏学院调研指导

11月28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海昆一行莅临学校调研

涉台法律研究、涉台决策咨询与服务和闽台法学高等教育。校党

委书记宋建晓、校长凌启淡、校党委副书记王长勇陪同调研。

黄海昆实地调研了学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福建省台湾法律研究院的建设情况，察看了研

究院资料室和法学院学科走廊，并详细了解我校习近平法治思

想研究阐释和理论溯源、涉台法律研究、闽台法学高等教育融

合发展、法学硕士学位点申报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黄海昆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

问题的总体方略。要充分发挥福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孕

育地和实践地的独特优势，深挖理论“富矿”，不断提高研究水

平和学术水准，为法治福建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支撑。要抓住中

央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大机遇，用好用活政

策，在台籍学生升学、就业等方面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涉台司法服务，构建高校涉台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机制，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提供法治保障。

黄海昆还看望了我校台湾教师代表，了解他们在校工作、

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在闽台教育、法治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智

慧和力量。 (党政办)

冲刺在即 全力以赴 学校部署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咨询工作

11月30日下午，我校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咨

询工作部署会。校党委书记宋建晓主持会议，校长凌启淡作动

员讲话，副校长朱四海作工作部署。校领导王长勇、刘慧宇、徐

杰参加会议。

宋建晓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是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抓手，扎实推动审核评估工作。一是把

握特色。校内所有二级单位尤其是教学单位都要认真思考并

努力培育办学特色，做积极的、有创造力的执行者，共同实现

学校办学定位和目标，促进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二是注重

质量。强化“产出导向”理念，注重学生学习效果、自我发展，加

强过程性要素和资源性要素等质量要素的配置保障，建立健

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三是健全机制。落实法治校园

建设内在要求，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良好运行，形成闭环，以制

度保障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凌启淡强调，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审核评估工作

推进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深刻认识审核评估的重大意义，

落实“一根本、两突出”，强化“三大理念”，达成“五个度”。二要

理解内涵，注重理念，以审核评估工作推进教育治理能力和水

平的提升。突出教育与教学的有机结合，紧扣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主线，强化教育教学内涵建设，围绕新时代的目标使命全面

梳理育人体系，建立“新型治理关系”。三要以评促管，以评促

强，以“大质保”思维实现专家诊断结果的转化运用。围绕评、

建、管工作进行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短板以及堵点、痛点和难

点，完善制度文件，逐步形成质量文化，构建“招生—培养—

毕业—校友服务”的全生命周期人才培养体系，凝炼提升学校

核心竞争力，推进区域一流财经政法大学建设。

朱四海就进一步落实落细审核评估专家咨询工作任务进

行部署，要求各相关单位做到明确目标、精心部署，加强学习、

掌握精髓，细化任务、责任到人，坚守岗位、政令畅通，全力以

赴抓好评估各项工作，通过专家咨询充分展现和检验前一阶

段自评自建成效。

校内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渊发规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