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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又形成了主要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地
域文化。
　　谈地域文化，必须做三个区分：文化核心区、文化基本区、文化边界区。
文化核心区是文化发源地，也是此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文化基本区是此文化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
文化边界区是此文化影响曾达到过但比较弱的区域。
　　文化核心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文化核心区。
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因
此，这种国名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显然，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都不等于楚国的文化、越国的文化、吴国的文化。
不过，也毋庸置疑，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
因此，一般将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核心区。
　　问题是，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越国在灭吴称霸后，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
、江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也一度北移至山东境内。
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核心区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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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越文化精神做了全景式的理性考察。
作者力求将越文化精神的研究从直观、经验的描述，转向严谨的学理分析。
基于文化精神具有主体存在方式——人格，区域群体人格与区域文化精神具有同构性，从群体人格中
提炼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具有可操作性，作者以有效的实践活动对人的要求作为基准，设立时间、空
间、计划、变通、规范、效能和创意七种考察维度，凭借社会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概括出越地群体
人格模式。
通过解读其中蕴涵的文化精神，将当今越文化精神概括为七种基本品质：足智而寡勇、事功而疏情、
进取而求稳、求新而务实、因循而权变、隐忍而慷慨、精明而内敛。
以此为基础，追溯了越文化精神的历史嬗变。
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的交错中，努力再现了越文化精神在各个时期的丰富多彩的样态。
为了彰显越文化精神的独特品性，以秦文化作为比较对象，对两种区域文化精神的差别及其成因进行
了深入的探析。
越文化精神上下几千年，一直绵延至今，这本身就证明了它的存在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越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表明了这种文化精神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具
有积极作用，也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行不断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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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事越文化精神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就其数量而言并不多，主要有文化精神、区域文化、区
域文化精神和群体人格等，但每一个概念都存在若干不同甚或相反的解释，有不少亟待解答的问题。
譬如，文化精神的内涵是指优秀、积极的精神品质，还是指所有精神品质的总和？
区域文化精神的特殊性，是指精神品质的独特性，还是共有的精神品质在存在或表现方式上的与众不
同，抑或兼而有之？
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条件下，群体人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和被认识？
显然，此类问题对于开展越文化精神的学术研究，是无法回避的，必须给予明确的解答。
　　（一）文化精神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
一般而言，文化精神的主体是民族，它与民族精神是同一的。
然而，对于许多民族来讲，由于其成员分布的地域差异性，以及彼此交往的有限性等原因，事实上内
部都存在着有所区别的区域文化。
所以，文化精神的主体也可以是同一民族中不同地域的人群共同体。
在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现代民族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比较明显。
　　无论文化精神的主体是一个民族或同一民族中不同地域的人群共同体，文化精神都是一种“形而
上”的、弥散在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过程和一切结果中的存在物。
这种存在方式增加了它的不确定性，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巨大困难。
因此，解读“文化精神”，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首先要明确“文化”的含义。
在各国语言中，经久不衰且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就是“文化”。
溯其语源，开始是出于意为“耕作”的拉丁文Cultura，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
后来，文化主要被理解为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道德能力和天赋的培养，是人为了完善自
己的本性而增补的知识。
18世纪以后，文化一词演变为四种基本意义：个人素养，整个人类的知识，思想品质的修养，艺术、
学术作品的汇集，并被引申用来指称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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