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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文化助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王 芳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宝鸡 721000

摘 要：关学文化所蕴含的“民胞物与”思想、“躬行礼教”的个人修养、“宽厚和平”的家风家训、“礼俗性教、患难相恤”的村

规民约等思想，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中，对于村民个人人格修养的提升、良好家风的形成及乡风文明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在

继承和发扬关学文化的基础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并结合企业、高校等社会力量，形成以关学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交流、

文化教育、文创产品、文化产业”共同推进的一体四维的建设路径，从而发挥关学文化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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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Baoji by Guanx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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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ings", the personal cultivation of "practicing etiquette and education",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leniency and peace", and the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etiquette and customs education, compassion
for difficulties" contained in Guan Xue cultur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villagers' personal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the formation of a good family tra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Guanxu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and combine
with social forces such as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and four-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path with Guanxue
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including "cultural exchange,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cultural industry", in
order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Ba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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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关中平原滋养的关学文化，不仅重建了儒学思想体系，

形成了“尊礼贵德”的伦理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立

心立命”的治世思想，而且浸润到具体的乡村、家庭文化中，

培育出了躬行礼教、宽厚和平的关中人格。作为陕西地区独

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关学文化不仅是陕西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同时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对于乡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一、关学文化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1.1 “民胞物与”思想与和谐社会

张载在《西铭》中提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

意为在整个天地间，每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万物都是自己的

朋友。在“民胞物与”思想下，张载将天下百姓都视为自己的

亲人，贯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通过爱他人如家人，将家

庭的伦理关系扩展到社会，使家庭的友爱和睦升华为社会和

谐的伦理 [2]。

1.2 躬行礼教的个人修养与关中敦厚人格的养成

张载主张“以礼为教”，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他

的弟子吕大忠强调“修身为己之学，不可不勉”，倡导在实践

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吕大钧则主编并推行《吕氏乡约》，

将关学文化中躬行礼教的思想具体落实到乡规民约中，极大

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风俗。

1.3 宽厚和平的家风家训与家庭文化的推广

张载的家规家风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占据重要的地

位。正如陈来所讲：“《西铭》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

把孔孟的孝亲、仁民、爱物、事天一体贯通,发展了‘以天下

为一家, 以中国为一人’的思想,扩大了仁爱的范围”[3]。

张载的家规家风思想对宝鸡地区影响深远。走进关学故

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家庭深受关学文化影响，例如横渠村有

很多家庭门匾上挂着“忠厚之家”、“孝悌之家”、“处事明达”

等字眼，宽厚和平的家风家训已然成为地方特色[4]。乡村文

化建设应以此为着力点，通过优秀家庭文化的推广促进文化

乡村的建设。

1.4 礼俗性教、患难相恤的村规民约与乡风文明建设

受张载思想的影响，他的弟子蓝田吕氏四兄弟在返乡后

编撰了《吕氏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

约，其所蕴含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思想，极大地影响了

关中地区的民风。《吕氏乡约》的治理核心是强调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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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德守礼[5]。

《吕氏乡约》所承载体现出来的村民道德自律、社会教

化、守望相助以及村民自我调解等文化内涵，能够为今天的

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借鉴，真正将文化传承与乡村民俗结合起

来，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二、关学文化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着力

点

关学文化是宝鸡地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尤其是眉县、凤

翔很多村落深受关学文化的影响，至今仍保留着书院、祠堂

等文化载体。在此基础上，政府、企业、高校等应形成合力，

推进关学文化真正走进乡村，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2.1 政府主导

关学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关学文化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

中的绝对优势和雄厚实力，政府应高度重视，抓牢这一优势，

充分发挥主导地位，做好顶层设计。近几年来，政府在弘扬

关学文化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表 1：

表 1：宝鸡市政府弘扬关学文化的具体措施

20
15

陕西太白山秦岭股份有限公司与眉县人民政府签订协

议，共同打造横渠书院

20
19

张载祠、横渠书院与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建

立了研学、教育教学基地

20
19 拟建设张载文化园项目（5年，投资 25亿元）

20
20

举办纪念张载诞辰 100 周年暨全国首届关学文化节系

列活动

20
20

由横渠书院打造的系列广播剧《张载》在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播出

在政府的牵头努力下，宝鸡正在打造以张载祠-横渠书

院为核心的文化资源板块建设，尤其是拟在未来五年建设的

张载文化产业园，将形成“一园、一镇、一环、两区”的园区

建设，会极大的发挥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张载文化产

业园的基础上，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关学文化的辐射效应，使

关学文化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政府应发挥主导地位，形成以关学文化为主脉络的乡

村文化建设方案，围绕关学文化，形成文化交流、文化教育、

文创产品、文化产业等系列的活动；政府应联合企业、高校

等社会主体参与，加大资金、技术等的投入与支持，打造“书

生艺器”的宝鸡特色文化品牌。

2.2 企业合力

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是市场迸发

活力的主体，而在推进关学文化发挥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中

的作用时，企业主要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企业承担着

传统文化意蕴向产品转化的重任，它们是文化产品的创意者，

是文化产业链的构建者。在开拓“文化+”的技术上，企业是

特色技术的开发者、应用者，是品牌打造的关键环节，例如

此前河南卫视播出的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和最近播出的《洛

神水赋》，正是利用技术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向观众呈现。宝

鸡在打造张载文化产业园的过程中，应多管齐下，研发以关

学文化为核心的周边文创产品并进行营销，形成规模，这就

需要企业的参与。其次，在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上促进乡村

旅游业的发展，也需要企业的参与。企业可在“民俗馆”、“文

化园”的基础上，以文化体验、文化交流等吸引游客，既促

进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又实现经济创收。此外，企业的参

与也能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人员的支持。

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投入相应的资金、技术进行文创

产品的开发等，同时也能够吸纳更多的文化传承人参与到项

目中来，一举多得。

2.3 学校参与

高校是文化传承、文化教育的一个主要场所。要想真正

发挥关学文化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就必须使在象

牙塔里的关学走向更接地气的寻常百姓家，成为显学，更好

地服务于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宝鸡学校首先应将关学文化

纳入教育体系里，开设关学文化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关学既

能走入课堂又能走向实践。例如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在近两年

来开设了《西府文化》线上课程，可供学生及社会人士进行

线上学习。其次，宝鸡学校的师生应成为关学文化的宣传主

体和“代言人”，通过讲座、宣讲、社会实践等各种方式参与

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来，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收集村落中的

关学文化剪影，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推动关学文化“走出去”。

此外，应充分发挥宝鸡高校学生的专业性，吸纳他们参与到

文创产品的设计中来，例如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有很多小学教

育、动漫制作专业的学生，他们专业性强，有设计才能，是

推进关学文化的潜在群体，通过建立“名师工作室”，实现学

生能够与关学大师们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创作上的专业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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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学文化促进宝鸡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分析

发挥关学文化在宝鸡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需要政府

主导、企业合力以及高校共同参形成以关学文化为主体，“文

化交流、文化教育、文创产品、文化产业”共同推进的一体

四维的建设路径。

3.1 书：形成以书院为载体的民俗文化交流活动

书院是关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一个符号，也是关学传

承的有效形式。历史上，宝鸡产生了横渠书院、凤鸣书院、

凤起书院等系列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历史的沿革中，

主要承担教育功能的书院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经历了由

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如今由眉县政府与陕西太白山秦岭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横渠书院又成为一个新的符号，在弘扬

关学文花的过程中发挥着新的作用。

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利用好书院这个符号，

把书院打造为文化交流的主阵地，充分发挥它的读书研学功

能、展览展示功能、社会服务功能。横渠书院的读书研学功

能主要体现在开展学术研讨、与各学校合作建立研学、教学

基地等，应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各乡村干部、良好家风传承

人等参与到研学中来，以身说法，促进文化交流。横渠书院

的展览展示功能，应在张载思想、关学文化展示的基础上，

吸收宝鸡市各乡镇村的典型代表典型案例，如横渠村获全国

道德模范的严平安、获国家“诚实守信”奖章的魏一平、秦永

宁等，以模范树典型，从而树立乡村文化代言人。横渠书院

的社会服务功能应在横向发展的同时向纵深方向发展，深入

乡村，面向乡村老百姓开展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个人道德

修养等主题的民俗文化培训、交流活动，可举办书法、茶道、

谢师礼等活动，真正让村民们在参与中实现获得和提升。

3.2 生：形成“校-家-村”模式的家风民俗文化教育活动

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吸纳宝鸡周边甚至陕西

高校的教育力量，以个人德行修养、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为

主要内容形成“校-家-村”模式的文化教育活动。

首先，文化传承的阵地主要是在课堂。将关学文化融入

高校思政课程或者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程，让宝鸡地区的学生

能够对关学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认同，在学习的过程中

感知感悟。其次，文化传承离不开社会实践。学生在具备了

一定的理论积累后，一方面可深入宝鸡眉县、凤翔等村落进

行社会实践，在实地走访中与有良好家风的家庭、道德模范

人物等进行交流交谈，另一方面可在各村向村民进行微宣讲、

微讲座等活动，与村民实现双向交流、双向提升。此外，学

校与乡村可建立定向的实践合作。学校在乡村建立实践教育

基地，每学期派师生到村里进行社会实践，也可参与到村里

“家风馆”、“民俗馆”的建设中去，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生

力量。乡村可派优秀家风传承人、道德榜样等走进学校，走

入课堂，以身说教，让关学文化真正实现由理论到乡村实践。

“校-家-村”模式的文化教育是一个良性的双向教育，既能够

培养一批师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生力量，又能够推进乡

村文化代表走进校园，树立典型。

3.3 艺：以村为单位举办多项艺术种类的文化创意活动

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应立足乡村主体，结合各乡村文化特

色和实际资源，村委会班子成员联合企业、学校等社会力量，

量身打造人人可参与的文化创意活动。

首先，各乡村应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本村的家

风馆、文化馆，使其既成为展示本村文化风貌的平台，又成

为带动本村文化正向发展的引子。例如文化底蕴深厚的横渠

村，这里不仅有宝鸡市的家风馆，还有自己的村史馆。在此

基础上，横渠村还开设了道德大讲堂和农民讲习所，形成了

村支部书记亲自讲、先进模范带头讲、专家教授预约讲的学

习模式。此外，还定期举办“评优树模”活动等，充分推动村

民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宝鸡各乡村应结合本地文化实际，

发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创意活动，让村民能够在参

与活动中提升道德修养。其次，推进宝鸡市村与村之间的文

化交流活动，实现文化互通。由政府牵头，打造宝鸡文化名

村（横渠村），总结形成“横渠模式”，并面向其他乡村进行

推广。实现村与村之间的定期交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活

动如书法展演、村史交流、模范故事、书院再现等，增强村

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感召力。

3.4 器：打造以“张载文化园”为主体的文化基地

近几年来，省市政府高度重视关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旨在弘扬关学文化的同时带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宝鸡市

政府自 2019年开始，拟投资建设张载文化园，建好之后将

成为宣传张载文化的重要阵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推

手。

张载文化园的建设只是开端，政府应联合各社会力量，

深度打造以张载文化园为主体的文化基地。一方面，以张载

文化为核心，开发周边文创产品，形成系列的文化产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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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可吸纳各乡村的“手艺人”参与其中。

可借鉴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民等，鼓励乡村文化传承人能够

走上创新之路；另一方面，多方力量联合投资打造电影、电

视剧、话剧等影视作品，以此为宣传抓手，增强辐射力和影

响力。可打造以乡村为主体的拍摄基地，吸纳有意向的村民

参与演出，真正让村民能够对关学文化有认同感、参与感、

自豪感。

总之，关学文化作为宝鸡地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在

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前，宝鸡市政府

虽然非常重视关学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采取了一些列措施，

但是影响力不够，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因此，在弘

扬关学文化，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本文提出打造“书

生艺器”的文化品牌项目，在文化交流、文化教育、文创产

品、文化产业等四个方面下功夫，让关学文化真正走进乡村，

助力乡村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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