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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名人资源的地域文化品牌构建与传播策略研究
——以增城湛若水为例

龚楚柔　熊青珍

（广东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目的：以历史名人文化价值角度入手，深入挖掘湛若水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探究名人文化内涵赋能地域文化品牌构建与传

播的途径。方法：梳理湛若水历史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总结地域文化品牌构建与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内在关联，提出湛若水文

化品牌的构建策略及传播手段。结论：文化，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打造湛若水文化名人品牌，有利于丰富增城地域文化内

涵和表现形态，提升城市文化建设水平，彰显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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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底蕴，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城市的文化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于文化会表现

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在经过价值转化后以文化产业的门类出现，

而品牌是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因

此城市文化建设需要以地域文化品牌为依托。地方历史名人资源

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对于地域文化品牌构建与传播能够发挥重

要的作用。

增城区作为广东省授牌的“千年古县”之一，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涌现了何仙姑、粤词之祖崔与之、三部尚书湛若水等文化

名人。虽然政府部门已对名人资源开展相关规划，但总体水平还

不高，对于将历史名人文化塑造为地域文化品牌缺少系统性的探

索，使名人文化影响力较弱，核心竞争力不强。为加强增城地域

文化建设，提升城市魅力，需要将本地的历史名人资源，以文化

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形式，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本

文以“南粤先贤”湛若水为例，通过梳理湛若水历史资源的开发

现状及存在问题，探析如何将湛若水文化资源进行地域文化品牌

的构建及传播，用多元化的方式将若水文化打造成亮丽的地域文

化名片。

一、 湛若水文化资源对地域文化品牌构建的意义

湛若水，字元明，年轻时师从明代岭南心学的开篇者陈献章，

因居广东增城的甘泉都，得称“甘泉先生”。作为广东 56 位南粤

先贤之一，他所创立的“甘泉学派”是岭南文化学术思想的重要

流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是与

王阳明齐名的明朝文化“双子星”。湛若水在弘扬岭南心学的同时，

终身致力于讲学授课，培育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大力推动岭南文

化的发展进程。

作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湛若水拥有极高的学术成就，

一生著书《古易经传》《诗经厘正》《圣学格物通》等近 20 本，

内容涉及经典注释、政治思想、哲学讨论、家庭伦理等方面；在

全国各地创办书院近 40 所，在增城就有遗留下 4 所书院旧址，还

有湛若水墓等遗址 3 处。立足地域优势对其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研

究和利用，一是通过挖掘湛若水文化背后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

与艺术价值，进一步增强若水文化的影响力，对地方优秀历史文

化进行传承和创新，为历史名人文化注入时代价值和意义，助力

岭南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前发展。二是通过将湛若水文化

资源与城市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公共艺术等进行规划和设计整合，

可以把湛若水文化资源转化为能够被大众接受的优质文化产业，

实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多方面共赢，在提升城市知

名度的同时，促进地域文化品牌的建设。三是通过汇聚政府、企业、

社会各方的合力，推动影视、娱乐、旅游、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

作发展，帮助扩大湛若水文化形态，优化传播机制，可以把甘泉

文化打造成增城乃至广州高质量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的重要文化名片。

二、湛若水文化资源在增城的开发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增城区聚焦“甘泉文化”等发展主题，不断厚植城

市文化底蕴，加快推进文化强区建设。为提升甘泉文化的影响力，

增城区在 2022 年启动甘泉文化工程，2023 年正式印发《广州市

增城区实施甘泉文化工程行动方案》，从加强甘泉文化保护传承、

深入开展甘泉文化学术研究、加强甘泉文化展示推广、推动甘泉

文化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等方面，系统推进甘泉文化工程建设。虽

然政府部门已进行了相关规划，但湛若水文化资源的开发暴露出

市场化程度不高，影响力不强，品牌意识淡薄等问题。

（一）湛若水文化资源开发运用现状

湛若水文化的内涵是通过具体的文化资源作为载体展现出

来的，不同的载体对于湛若水文化有不同的展现方式。以文化

资源的存在形式为划分标准，将湛若水的文化资源划分为非物

质类文化资源与物质类文化资源，其中湛若水思想文化种类丰

富，在诸多领域广泛运用，是湛若水文化资源中最有开发价值

的资源类型。

表 1 湛若水文化资源分类

分类 资源类型 具体内容

湛若水文化

资源

（非物质

类）

思想文化类 哲学领域：倡导“随处体认天理”，主张在高度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承认客观万事万物的存在，认为人应该

顺应天道而行。

政治领域：以“仁政”“廉洁”为核心，主张实行清廉政治，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制度。

教育领域：以“躬体力行”为核心，主张学生不仅要涵养“德性”，也要躬于“实事”。

精神品格类 甘泉精神：忠孝仁义礼智信，师教行笃人如名。

反映湛甘泉生平的为人处事、价值观念：信念、信心、毅力、意志、情操、廉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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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文化

资源

（物质类）

书籍文本类 著作：《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圣学格物通》《心性图说》《白沙诗教解注》等。

史籍：《明史》《广东通志》《增城县志》等。

遗址遗迹类 湛若水墓、湛子洞摩崖石刻、莲花书院等。

纪念建筑类 尚书湛甘泉府邸遗址等。

增城区南香山森林公园内的莲花书院是湛若水创办的 40 余所

书院中目前唯一经过考古发掘且保存完整的重要遗址，目前遗址

保护与展示利用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建设项目包括讲堂、先贤祠、

正堂、甘泉广场、牌坊等主体功能建筑，项目的完工将为国内外

研究、展示、宣传甘泉文化提供最重要的载体平台。同时增城启

动了一代大儒湛甘泉纪录片剧本创作及实地拍摄等工作，与属地

高校联动推动成立甘泉文化研究中心，把甘泉文化打造成城市文

化名片。除此以外，结合湛若水诞辰周年等纪念活动，打造具有

影响力的湛若水文化交流论坛及各类特色活动，并积极与新时代

媒介接轨，通过短视频等形式邀请“名家解读湛甘泉”，进一步

推动甘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湛若水文化资源开发存在问题

从文化资源类型上看，湛甘泉留下的文化资源载体丰富，但

内容分散，如果要将其打造成为地域文化品牌，需要对其分散的

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的整合；其次从宣传力度上看，湛若水文化

在学术圈已经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但在普通大众中，知名度仍

然有待提高，对于这类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必须在

观念上进行革新，这种革新不能过于依赖政府单方面的力量，而

是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增城区已致力于开展湛若

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但是群众对其仍然知之甚少，只有将

湛若水文化资源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让它得以

传承和传播。从文化传承角度看，目前的保护更多是停留在遗址

遗迹类的维护及重修，对于文化价值传承方面形式单一，主要以

举办交流论坛、拍摄纪录片等形式为主，形式较流于表面还有待

加强。

三、基于湛若水文化资源的地域文化品牌构建与传播策略

基于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地域文化品牌建构，要以政府为主

导中心，保护为前提要求，坚持理性开发、因地制宜、整合规划

和可持续原则。同时，要充分挖掘湛若水的当代文化价值，将旅

游开发和文化传承、思政教育相结合，进行精准化的文化品牌形

象传播，促进地域文化品牌深入人心。

（一）扩大湛若水文化形态，加强增城地域文化氛围

随着文化旅游成为时代主流，各类文化资源的规划开发成为

政府的重点项目，其中与历史名人相关的项目建设主要是以故居

或者墓址为基础的主题园区建设。根据政府部门推行的甘泉文化

工程规划，将建设湛若水纪念馆，用于宣传湛若水的文化思想精神，

结合优秀案例经验总结，纪念馆的设计风格和布局要明确开发主

题，深度挖掘文化价值的内涵，可以将图片、文字、视频、器物

等展示媒介有机结合，增加以视、听、触等感官为主的场馆互动

体验，激发群众的参观积极性；同时政府也在推进湛若水墓保护

及修缮设计工作，围绕湛若水墓本体及周边环境，打造若水文化

主题园区，主题园区的设计风格和布局要突出湛若水思想文化特

点、生平经历，集山水景观、文艺演出、餐饮购物等主题为一体。

将增城的历史人文资源融入若水文化，连片打造特色文化地标，

增强地域文化氛围，从而将若水文化打造成地域文化品牌。

（二）结合湛若水文化内涵，推出若水文旅研学路线

作为教育家，湛若水的教育思想很值得今人借鉴，甘泉文化

中还蕴含有哲学、心学、仁政、民本、生态、科技等诸多思想，

以及湛若水的成长经历、学术思想、家风家教等也是宝贵的文化

财富，可以将其转化为学校思政课程、社会教育的重要资源。可

以结合湛若水在增城的历史遗存、文化遗迹及活动足迹，梳理湛

若水讲学路线，推出若水文化旅游研学路线，研学项目内容以参

观湛若水相关景点设施为主，趣味性游戏活动为辅，以寓教于乐

的形式让大众更深刻的认识甘泉文化内涵；书院可以发挥历史名

人资源的教育价值，开设沉浸式研学剧游“若水讲学”活动，通

过角色扮演、剧情表演和知识挑战的形式，提升群众参与热情，

潜移默化中接受甘泉文化的熏陶，提升自我的文化修养，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三）围绕湛若水文化价值，打造若水文化特色产品

如今承载文化的媒介十分丰富，涵盖了衣食住行玩各个领域，

可以通过深度挖掘湛若水文化元素，将若水文化成果、重点遗址

文物、历史故事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研发具有若水文化内涵，符

合当代实际需求的文化产品。在进行产品构思时，可以选取湛若

水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历史故事，经典语录，文学作品、历

史事件、生活趣事等作为设计元素，避免从单一的角度入手；同

时可以根据湛若水的讲学历程，开发一款“甘泉游子”的游戏，

在游戏过程中可以将若水文化思想进行植入，使用户在娱乐的过

程中，学习到甘泉文化；也可以将湛若水生平事件排练成情景剧，

通过剧目展演，用鲜活的人物、幽默与温情的故事，丰富湛若水

文化品牌魅力，吸引群众靠近历史，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

力量。

四、结语

品牌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品牌的核心，只有将历史名人文

化资源通过系统的品牌策划，通过创意将名人文化内涵进行符合

当代文化价值的设计，才能打造高质量的地域文化品牌。湛若水

丰富的人生历程及思想精神，为增城建设地域文化及打造文化品

牌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资源。目前增城对于地域历史名人资源缺少

系统的开发运用，探究如何发挥湛若水为代表的本土历史文化名

人资源所蕴含的当代文化价值，探寻建构和传播地域文化品牌的

策略，对于增城这座中小型城市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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