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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思考与争议。这里，综合几年来对赣文化各种不同

见解，谈谈个人对赣文化体系的几点看法。 总体看，赣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

自己的文化分支，构成层次丰富、脉络清晰的网络。 从地域

角度看：赣文化包含了浔阳文化、豫章文化、临川文化、庐

陵文化、袁州文化、赣南客家文化等诸多子系统。 从对社会

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角度看：江西的铜文化、瓷文化、书

院文化、禅道文化、苏区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各自

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它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史有着重大的

推进作用。 铜文化：从青铜器时代到今天，江西铜的生产与

使用，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瓷文化：景德

镇陶瓷生产与艺术，对中国文化发展，曾有过极为重要的影

响，它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传播于全世界。 书院文化：自

唐代以来，江西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教育与文化传播的中心，

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地，江西有我国最早的私家书院－－

唐代后期的浔阳陈氏院学和东佳书院，有闻名全国的白鹿洞

、濂溪、白鹭、象山、鹅湖、怀玉、东湖书院，官学、私学

林立，书院的数量、质量、规模、影响均为全国之首，成为

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可忽视的奇景。 理学：宋代江西哲学，大

哲叠起，学术风气极盛。朱熹、程颐、程灏、陆九渊等，是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极大的思想家。理学发源于江西，定

型于江西，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在江西这块土



地上最后完成。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极有影响的大事，它对中

华民族性格、思维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学、艺

术、史学与科技：江西历史上，文学、艺术、史学、科技大

师辈出，有如夏夜星空灿烂、光耀夺目。陶渊明、欧阳修、

王安石、曾巩、晏殊、黄庭坚、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文

天祥、洪迈、刘过、汤显祖、蒋士铨、周行清、朱耷、宋应

星、裘日修、雷发达、宋祁、刘恕、马端临、陈寅恪、傅抱

石⋯⋯数不胜数，一位又一位的文化巨擘，撑起了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 禅道文化：江西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

大中心。对中国唐以后影响最大的南禅，其主要根据地便是

江西。著名禅学大师慧远，便是在江西创立他的净土宗。南

宗佛教的五家七宗，有三家两宗起于江西，并由江西远播海

外，在世界许多地方有着深远的影响。佛家说，“求官去长

安，求佛到江西”，便是生动的说明。禅宗对中国文化有着

极为深远的影响，江西佛教的祖庭之多，名僧之众，长期为

中国之首。禅宗的中国化，最后在江西得以完成，这也是中

国文化中不可小视的现象。 三国时，道教主要创始人之一张

道陵曾孙张盛定居江西龙虎山，开天师道系，晋葛洪、葛玄

、陆静修等教重要代表人物均在江西修道并制定道教的各种

制度。江西是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与传播地，至今仍为道教的

活动中心之一。可以说，道教的世俗化，道教在作为一种思

想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江西起了重要作用。 儒、道、释三

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成分。赣文化在这三种文化

体系中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宋代，全盛时期的江

西文化，实际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代表。 纵观中华

民族文化史，对今天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发展、定



型产生主要影响的，是宋明以后在中国哲学占主导地位的程

朱理学、陆王心学、南禅佛学与老庄道学。直至今日，这四

种子思想体系在中国人心灵上打下的烙印，随时可在任何一

个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看出。 更值得提及的是生

长、壮大于江西的革命文化。八一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文化的源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孕育了井冈山革命

精神的生长；中央苏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苏区革

命文化的诞生地。红土地上的革命文化，催生了我们的人民

军队，促进了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催生

了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也催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赣文化中尤为重要的部分，就是红色的革命文化。它

是我们不可忽缺的文化财富，是推动我们向高度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进军的思想动力。赣文化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中的

精华部分与革命文化的组合。研究赣文化，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体现

出鲜活的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精华与革命精神武装人、引导

人、鼓舞人、塑造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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