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19 年第 10 期 

名汇

一、巴蜀文化的艺术价值
通常把四川盆地从古到今的文化通称为“巴蜀文

化”。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以前，巴与蜀的文化并不
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而分别是巴文化和蜀文化。
将巴文化和蜀文化这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族别
非一的文化统称为巴蜀文化，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导源于一种地理单元观念，二者在频繁的和与
战中得以在青铜文化、民族文化等各方面达到充分交
流、互动以至部分整合。第二，导源于二者经济区的
大体划一，民风、民俗的大体相近，增强了二者的亲
和力。第三，最重要的是，战国时期巴文化区和蜀文
化区通行共同的文字——巴蜀文字，更加增强了二者
的凝聚力和整合力。由于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多种原
因，从而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因此，巴蜀文
化有广狭两种概念。 

二、巴蜀文化艺术价值概论和不同时期演变
先秦至清代几起几落，巴蜀文化伴随着不同历

史阶段“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而不断传承又不断更
新。不论三星堆时期还是历次移民，巴蜀文化都表现
出特有的兼容气度。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成为千百
年来巴蜀文化最鲜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在思
维方式上，蜀人求新善变，具有发达的形象思维、想
象能力和飘逸、深邃的思想内涵，富于原创性和再创
性内涵的事物也随之成为巴蜀文化最显著的外在表现
方式之一。

三、巴蜀人通经致用艺术价值的历史时期体现
巴蜀人有通经致用的特点，善于以自身的文化

特色和文化视野来丰富和发展中华价值理念。西汉文
翁兴学，巴蜀人积极学习和接受以中原文化为向心力
的华夏核心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针对否定传统文
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率先提出“把马
克思请进文庙，让马克思和孔夫子对话”，使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并在中国生根的主张，
至今对我们如何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和方向，都是有益的启示。

四、脚踏实地、爱国敬业、和谐友善的艺术价值
的历史时期体现

西汉“孔子”扬雄主张天地人合一的“太玄”理
念，主张“江河四海朝宗中国”的爱国观念，对多民族
大一统国家观念作出了重要贡献。李白“万户千门入画

图”和杜甫“肯与邻翁相对饮”的和谐人居共有乡思、
乡恋与乡愁的理念，至今为蜀人乐道。蜀人自黄帝时代
起，即具有心向大一统的国家认同心理，至今这也是增
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五、当今巴蜀文化的艺术价值的继承和创新
没有继承的文化原创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

有创新的继承也是一潭死水、缘木求鱼。开创天府文
化新境界，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延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巴蜀脉络，要把巴蜀文化的文化
精髓和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要传承革
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不断提升四川文化的影响力
与吸引力。巴蜀人民具有很深的精神文化，巴蜀地区
具有很渊源的精神传承。我们要在此巴蜀传统精神文
化下继承同时并进行发展。比如巴蜀人民一直都有不
畏艰险，打仗勇猛的特点，但是现在是和平时期，我
们可以继承创新下来，在工作学习上把它看成是一场
战斗，勇往直前，不畏辛苦。

六、结语
总之，巴蜀人的价值观理念，数千年来不断地丰

富、充实和发展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同
时，巴蜀文化艺术价值又受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熏陶和教育。今天巴蜀人必将对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建
设和发展，在承袭巴蜀历史优势的基础上起到更大的作
用，作出更大的奉献。巴蜀文化的艺术价值一直在不同
历史时期都紧跟历史脚步，顺应历史长流，结合创新发
展。当今21世纪的我们更应该在研究读懂继承巴蜀文化
的艺术价值下进行时代的结合创新发展，为我国的文化
强国建设作出贡献。这样的巴蜀文化艺术价值才更有价
值，才更实用，被大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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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我们一直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做文化强国，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巴蜀文化具有
很深厚的艺术价值。本文研究巴蜀文化的艺术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现，对于更有效地继承和创新巴蜀文化
的艺术价值，对于当今我们的结合运用，更加高效地提升我国文化实力和个人文化内涵以及培养丰富正确的人
生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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