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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4 ～ 16 日，由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汉水流域中上游文化遗产研究会主

办的汉水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汉中举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湖北文理学院、南阳师

范学院、安康学院、湖北省社科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汉市社科院、汉中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和

研究机构及汉中、安康等地的专家学者、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校内各相关院系单位的教师代

表 60 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交流论文 60 余篇。

一、专题报告简介

陕西理工学院刘清河教授题为“汉水文化的内涵与精神”的专题报告，从不同层面阐释了汉水文化

的涵义、特点、研究价值及当代意义，认为汉水文化具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亦夏亦夷、多元共生; 南北

交融、东西荟萃的基本特征，并将汉水文化的主导精神归纳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 汇纳和合、包容万

物; 注重孝道、淡泊名利。
南阳师范学院郑先兴教授题为“丹朱与汉水流域的文化特征”的专题报告，基于丰富的史实资料，

从当前丹朱学术研究情况、丹朱其人其事、丹朱与驩兜及其地望、丹朱与汉水流域文化进行了阐释。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潘世东教授题为“汉水文化产业的战略探测”的专题报告从世界文化产业

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讲起，分析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差距，考察了汉水文化产业化的现状，最后

提出了汉水文化产业化的战略思考: 推进汉水文化的七大融合，大力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发展，建立联合

协商机制，切实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保护和科学利用，建立政策、动力、人才、机制四大保障。
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邀顾问刘舜康教授就为什么要研究汉水文化、怎样研究汉水文化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指出研究汉水文化旨在挖掘汉水流域地区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中的贡献、
地位和作用，旨在了解秦朝中华民族统一后汉水流域杰出名人在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形成中的贡

献、地位和作用，梳理汉水流域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地位和作用。研究汉水文化，

首先必须对汉水文化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界定; 其次，要融合不同学科、采取多种手段对汉水流域文化的

起源和演化进行研究; 第三，研究工作必须从基础做起; 第四，文化本身是综合概念，因此必须进行学科

大联合、学校研究大联合; 第五，必须加强文化比较研究; 第六，研究文化要有独立精神。
会议提交的 60 余篇研究论文围绕“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研究”、“汉水流域社会经济研究”、“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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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的生态文明研究”、“汉水流域的语言学及文学地理学研究”、“汉水流域的文献学及考证研究”、
“汉水流域的文学作品研究”等 6 个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论断。

二、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研究

汉水流域厚重的历史文化成为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相关研究论文有 20 余篇，占本次研讨会的 1 /
3 强。

汉水流域的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特征? 梁中效教授的《说“汉”》指出，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是融通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纽带，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是汉族形成和得名的摇篮。闫向莉博

士的《论地母文化的多样性》一文认为地母文化是中华特色文化之一，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典范，具有

鲜明的多元文化特征。吕方博士的《从平定巴蜀之战看光武帝君臣文化冲突》一文指出，平定巴蜀之战

是东汉光武帝完成全国统一的最后一战，暴露出光武帝与功臣战将的军事文化冲突。陈辉博士的《五

斗米道研究综述》一文对五斗米道的起源与发展、思想文化、人物研究、教义制度以及考古研究几个方

面进行了综述。夏日新教授的《襄沔大族与三国政权》一文提出，从襄沔地区与三国政权的关系来看，

蜀汉政权中襄沔地区人士最为重要，曹魏次之，孙吴又次之。本次研讨会对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研究，

不仅有综述方面的系统梳理，而且有结合地域文化方面的探讨。孙启祥先生的《近 30 年来汉中汉水文

化研究综述》一文从综合研究、考古学研究、古代民族研究、城市史研究、秦岭及汉水交通研究、历史事

件及人物研究、文学艺术研究、教育及西北联大研究、宗教和民俗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对汉

水文化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张平乐老师的《樊城山陕会馆碑刻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对樊城山陕会馆

现存的 17 通碑刻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探讨了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何道明老师的《郧阳文化生长力及其

典型样态初探》一文认为地域文化的生长与地域的历史变迁和地域内人民的智慧创作紧密联系，并以

郧阳文化为例进行了阐释。
汉水流域文化线路研究也是汉水文化研究的焦点之一，郭荣章先生的《历史上的傥骆道南段勘察

记》一文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并结合有关记载，如实记述傥骆道南段的路线及其沿途遗迹、轶事，对相关

的疑案亦作了必要的探索。王使臻博士的《唐光启三年僖宗銮驾回京路线考》对光启三年流亡于汉中

的唐僖宗政府返回关中地区的交通路线、驿站及其行程进行了考证，研究了唐宋时期历史事件、社会生

活的细节信息。冯岁平先生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 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 ＞ 书后》一文，从地图学角度

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书后的图例与图示，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

三、汉水流域的语言学及文学地理学研究

受汉水流域独特地理环境及秦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影响，汉水流域的语言学及文学地理

学表现出融会贯通的特质。周政教授的《陕西西乡方言的语音差异及混合特征》一文认为西乡方言存

在较大的语音内部差异，各片的内部又具有南北兼容相互融合的特点。张璐和李丹老师的《汉中方言

部分语法规则调查》一文，对汉中方言的部分语法规则进行调查和描写，对与普通话不同的加以注音、
释义和举例，并说明其句法环境。王立民教授的《“衮雪”是曹操兵败汉中的悲壮心声》一文，从“衮雪”
二字的本意切入，紧扣历史写真，认为“衮雪”是曹操兵败汉中心声的自然流露，是“我要雪耻雪恨”的精

妙表达。李青石教授的《唐宋诗人与汉中》一文，从唐宋诗词中描绘的唐宋时期汉中及周边地区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分析了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唐宋汉中诗歌、唐宋诗人在汉中的诗歌创作。宫臻

祥和王欣星老师的《文同“汉中诗”的地域文化意义》一文，认为文同生命中最珍贵的五年是在陕西汉中

度过的，期间励精图治，勤于诗文创作，留下了大量吟咏汉中的佳作，为汉中的地域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

献。王吉清博士的《汉水流域地理环境与流域文学发展》一文，认为汉水下游和汉水中上游地理环境有

着较大的差异，故将汉水流域分为两段，对比论述了汉水下游的地域优势与文学发展进程、汉水中上游

的文学发展进程。

四、汉水流域的文学及文献学考证研究

自古以来，与汉水相关的文学作品丰富，它们体现出怎样的特征? 与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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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读。付兴林教授的《陆游汉中交游述论》一文，认为汉中的境遇与机缘把陆游和他的僚友们联系在

了一起，他们用诗文勾勒着彼此生命的轨迹，于墨香中憩息饱经沧桑的灵魂。深刻真挚的友情，正是陆

游念念不忘汉中的内在动因之一。李宜蓬博士的《王士禛栈道诗的文学价值》一文，认为王士禛的栈道

诗是其诗风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其山水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栈道沿线尤其是汉中地区历史文化

和自然景观的重要载体，值得特别关注。蒋丽副教授的《＜ 阴阳碑 ＞ 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一文，从民

俗学的角度对其所描绘的诸如码头文化、阴阳文化、丐帮文化等众多具体民俗事象进行解读，挖掘出其

间的丰富意蕴，以展示汉水流域文化精神。李仲凡教授的《论 ＜ 李自成 ＞ 的人物塑造艺术》一文，认为

《李自成》把对历史的宏观理解与对人物个人命运的把握结合起来，成功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揭示了李

自成的个人命运和起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深层原因。既真实再现了历史生活，又能跳出历史，大胆地虚

构。袁栋洋老师的《用“真”唱给农民一曲绵绵的歌》一文，认为扎根于农村的周同宾，以“真”的音唱给

当下农民一曲绵绵的歌，他以自我农村人“真”身份感受的体验，以“真”的口述实录体的形式唱出了当

下农村、农民“原生态的自己”。火源博士的《论王蓬小说中的“自然”》一文，发现王蓬小说的自然环境

不仅是人物的附属品，而且是有独立价值的主体，有独特价值。邵金金博士的《张良庙的文化内蕴及庙

内咏张良诗之特色》一文，通过梳理张良庙中的张良文化特色，进而探析文化特色对张良庙题咏张良诗

的影响。严都岿老师的《从戎南郑对陆游书法之影响》一文，认为 48 岁的陆游从戎南郑，历时虽仅八个

月，但对陆游一生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使其书法在创作理念、思想、艺术风格以及技法层面上均发

生了巨大变化。
汉水流域丰富的文献学内容也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对其考证。付兴林教授的《元稹入蜀纪行诗及

“百牢关”位置考辨》一文，从元稹关于百牢关诗歌可知百牢关确非白马关，推算元稹行至百牢关的时间

可进一步证明百牢关当在嘉陵江东岸七盘岭附近，且通过与武元衡、于邺等诗人诗歌及相关史料的相互

印证，可推断出百牢关至少在中晚唐时期位于今广元市大滩镇南的七盘岭北侧附近。林萧老师的《清

代栈道行程考》一文，通过王士祯、竹添井井、俞陛云三位清人的游记，对连云栈道进行了梳理和考证。
姚建国教授的《汉水女神传说的来龙与去脉》一文，认为把汉水女神的故事附会到汉中，其根由当为后

人对《水经注》的误读，但其后许多浪漫的诗人墨客宁愿想象演绎其发生地在汉中境内，至今汉中人仍

乐于演绎汉水女神的故事。郭鹏先生的《汉水上游史籍遗存搜集与整理》一文，从历史文献、整理情况、
古籍形式、古籍建议及附录 5 个方面对汉水上游史籍遗存搜集与整理的历史、成果、方法、意义系统梳理

和全面介绍现状进行了总结。卢慧杰先生的《汉魏十三品石刻搬迁及十三品保护展室修建经过概述》
一文，以日记形式真实还原了褒河水库历史变迁及汉魏十三品抢救过程，并回顾了保护十三品的真实经

历。许净瞳博士的《论石门石刻文献的宋代学术对话》一文，整理了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清代的“元二”一

词的讨论，以及其真正含义和不断完善考证的论据。

五、汉水流域的生态经济研究

生态经济是汉水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形式，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生态文明发展。与会专家、学者对

如何推动汉水流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冯明放教授的《陕南移民搬迁的制度

经济学分析》一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陕南移民搬迁进行分析，发现陕南移民搬迁首先是一种制度

变迁和制度创新，同时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侯晓丽老师的《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打造区域经济新

的增长点》一文，结合国内外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及实践，分析了汉中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及目

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将文化产业打造成新增长点的对策建议。彭洁教授

的《产业经济学视野下的陕南移民搬迁》一文，认为产业开发对于移民搬迁的成败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并结合实际提出了陕南移民搬迁产业开发的对策建议。曹亚芳副教授的《秦巴山区特色农业发展转型

研究》一文，以“三生共赢”为理论基础，以地处秦巴山区的陕南特色农业发展为研究个案，分析了我国

贫困山区农业转型发展的出路和对策。王淑新博士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形式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启

示》一文，梳理了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4种可持续发展形态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发

( 下转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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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护于下，当必不令马援堕于薏苡之疑，曹彬覆于篋书之谤，狄青惑于军情之危。所可痛者，世
情嶮巇，公论不明。始则悬通侯之爵、万金之赏，以贾其捐身赴难之气;终则引其杯酒之过，文
法之绳，以诛其戡乱定难之功。恐他日国家有急事，属危疑，无复敢挺身而前者耳!［4］247

此文言辞激切，近乎控诉，可见茅坤对朝廷薄情寡恩的愤恨。
茅坤的抗倭文学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明嘉靖三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抗倭战争的

状况，对我们深入认识明代嘉靖抗倭战争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作品内容充实，情感深挚，不但是明代抗

倭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是中国战争文学史中的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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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从不同角度对 4 种可持续发展形态做了比较研究，最后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启示。杨名博

士的《从“西狩获麟”到“秦岭四宝”》指出，从“西狩获麟”到“秦岭四宝”，展现的是人类文明形态中天人

关系的曲折历程，孔子在数千年前为天人关系问题解决提供的宝贵资源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马彩虹副

教授的《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经济化问题》一文，分析了生态经济化的背景，结合汉水上游地区生态

经济化的现实要求，分析了生态经济化的基本过程，提出了绿色产业、生态农业园、生态工业园、CDM 项

目、生态补偿等生态经济化路径。何红老师的《陕南秦巴山地禁止开发区生态旅游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一文，借鉴经济学绩效三棱镜和矢量评价模型，结合陕南区域特征和发展实际，构建了包括经济绩效、社
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在内的三重绩效矢量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三重矢量综合评价模型。李大庆副教授的

《传统民间工艺与旅游纪念品设计的融合发展》一文，立足汉中旅游纪念品市场现状，结合汉中人文资

源和民间工艺美术资源，对汉中特色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定位、开发思路、开发途径进行了探讨。蔡云辉

教授的《近代中国西部河谷城市自然灾害救灾防灾研究》一文，认为多样化的自然灾害对西部地区河谷

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影响，来自官方与民间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救灾防灾措施，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对城市的灾害损失与破坏性影响，有助于西部河谷城市的发展。姚璞老师的《汉水流域中

药材文化资源与社会发展》一文以汉水流域中药材资源为话题，分析目前利用的客观现状，提出应挖掘

研究利用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效益。
本次研讨会对于突破局限、开拓新思路以及汉水文化研究全方位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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