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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

中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

中国当代文化相融通，才能展示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昭君文化

作为敕勒川地域文化的亮点内容之一，

是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重要象征。由

昭君文化衍生出的文化活动在带动精神

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带动地方经济的发

展。湖北是昭君的出生地，有独特的自

然环境优势，敕勒川地区的文化核心理

念是“团结、统一、和谐、交融”。此

次蒙鄂两地合作，发挥两地专家学者的

智慧，不但充实了昭君文化的研究力

量，更使其内涵丰厚，影响深远。

两地在签订的合作项目中，对于文

化旅游合作十分重视，双方发挥各自的

长处，延长文旅项目的延展面，使两地

旅游经济互通互融，在扩大昭君文化影

响力的同时，又带动蒙鄂地区旅游经济

发展，提升地区知名度，实现经济效益

最大化。在加强文化交流的同时，增加

两地土特产品交流，开辟了销售渠道，

增加了两地产品企业的经济收入。

昭君文化源于昭君和亲的故事：

公元前33年，满怀诚意的匈奴呼韩邪单

于向汉元帝求和亲，贤明美丽的王昭君

（生于约公元前52年，死于公元前19

年，西汉南郡秭归人，与貂蝉、西施、

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在

国需当头时，顾全大局，毅然主动请

缨，远嫁阴山大漠草原，成为匈奴“宁

胡阏氏”。“昭君出塞”是中华历史上

体现民族友好的重大事件，不仅终止了

汉匈间的连年战争，促成了汉朝与匈奴

间较长时期的和平相处，而且为促进匈

奴社会文化发展和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与

民族大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千多年

来，围绕“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

产生出了许多奇妙又绮丽的传说以及充

裕详尽的历史典籍和灿若繁星的文艺作

品，这些历史记载经历岁月沉淀、凝

聚、精炼，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民族团

结、友好、相融、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现

象，这就是“昭君文化”。汉匈（也称

胡汉）和亲”是昭君文化的根蒂与核心

元素。“无私奉献、矢志不渝、团结协

作、勇于创新、追求完美”是昭君文化

的精神品质。“以和为贵”“以亲为

荣”的民族凝聚力是昭君文化的深厚内

涵、思想灵魂与政治精华。

从哲学角度看，文化与经济是两个

互相作用、相互影响的独立个体，二者

结合，体现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

相互融合、相互包含的渗透性关系。作

为独立个体，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反之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反作用于文化，

影响文化的传播力。两地合作，在创造

经济价值的同时，更是一次将昭君文化

推向更高层次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