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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地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的

价值、维度及路径研究
———以三晋文化为例

吕　 慧，郑　 晨，张卓彦，左晨慧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新时代，将地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发展中，不仅能赋予社区教育新的时代内涵，而且能重塑富有优秀

传统文化内涵的社区生命力。 三晋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地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的价值在于凝聚社区精神，增强

社区向心力和居民归属感；传承地域文脉传统，增强社区居民文化自信；丰富社区学习资源，提升社区居民的人文

素养；活化本土特色文化，助推社区治理和地域发展。 研究发现，将三晋文化内核融入社区教育的有效路径有：以
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打造价值取向新契约；统筹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助力地域文化的熔铸；教育数字化，赋能创新

地域文化传承方式；深挖特色文化因子，开发社区教育项目和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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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
华文明博大精深。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 ［１］。 社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应紧扣时代脉搏，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区教

育与时偕行的新动力，通过深挖优秀传统文化蕴含

的人文价值，阐释社区教育新的时代内涵，重塑富有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社区生命力。 因此，本文聚焦

三晋文化，系统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融入社

区教育的基本问题。

　 　 一、新时代地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的价
值意蕴

　 　 社区文化，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基础的组

成部分，承担着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职

责。 三晋文化作为地域特点鲜明的优秀中原文化，
不仅是三晋社区教育的精髓所在，而且是三晋社会

发展的文化基石。 新时代，将三晋文化融入社区教

育具有重要价值意蕴。
１． 凝聚社区精神，增强社区向心力和居民归

属感

历史积淀的文化氛围时刻在塑造不同文化类型

的人格，人们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人生追求、艺术

修养、价值选择以及行为方式，均深受传统文化的影

响。 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促使同一文化类型的成

员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２］ 而

且，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具有强大的

吸引力，可以强化民众对文化本身的认同感，形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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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凝聚力。 地域文化作为地方民众情感沟通的重要

纽带，是强化居民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核心要素。
作为地域文化，三晋文化拥有丰富的戏曲文化、民俗

文化、大院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晋商文化等文

化资源，其实干精神、奋斗精神、法治精神、协作精神

等文化精神，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高度契合，能为三晋父老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
把民族精神牢牢根植于民众心中，对当代三晋社会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通过将优秀三晋文化

融入社区教育，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域文

化有机融合并落地生根，强化三晋文化的社区凝聚

力。 社区教育与地域文化相互融合是社区教育凝心

聚力的独特方式。 优秀三晋文化在社区与居民融

合，不仅广泛传播了社会责任意识，而且能强化地域

文化认同感，坚定文化信仰和凝聚文化精神，同时，
还能涵养居民身心素养，提升社区向心力和民众的

归属感。
２． 传承地域文脉传统，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

自信

地域文化是在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

下，在历史的长期变迁中逐渐形成和延续的文化遗

产，是当地民众智慧的结晶，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密

切相连。 其作为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更容易获得

人们的认可和喜爱。［３］ 地域文化既是社区教育形成

的文化支撑，也是社区教育特色推进的重要资源。
三晋文化作为地域特色品牌文化，其文脉传统源远

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文化，秦汉时期的开放

文化，宋元时期的戏曲文化，明清时期的廉政文化，
近代的晋商文化和红色文化，皆具有顺时应变的革

新精神、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 这种与思想道德文

化、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本土性”特征，不仅有利于

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信和参与度，满足地区居民

的生产生活需要和多元学习需求，［４］ 而且可以保证

山西各地社区教育的有序开展。 挖掘优秀三晋文化

资源并将其融入社区教育，不仅可以为社区教育提

供生动的教育资源，彰显文化育人魅力，传承三晋文

脉传统与价值取向，而且可以为山西社区教育实践

活动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
从而推动三晋社区教育的区域化、特色化发展。

３． 丰富社区学习资源，提升社区居民的人文

素养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晋

文化的精神内涵极其丰富，涵盖了大禹的爱国情怀、
介子推的仁爱孝悌、赵武灵王的三教兼容、于成龙的

勤俭节约、徐继畬的民为邦本、乔致庸的进取敬业等

内容，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智慧。［５］ 这些

优秀的精神文化作为社区教育的核心学习资源，不
仅可以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学习氛围，而且有利于

提升社区居民的人文素养。 对地域社区而言，其教

育水平与发展程度主要取决于社区民众的能力素

养，可以说社区居民是社区教育发展的代言人。 在

社区教育中，以本土文化资源为内核，对社区居民开

展地域文化教育活动，可以促使优秀传统文化深度

影响社区民众的政治修养、道德水平、人文素养、心
理能力等，［６］ 这不仅可以培养社区居民的互助、宽
容品质，而且能够提升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与文化

水平，提高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等综合素

养。 同时，通过把三晋文化有效融入社区教育，不仅

有助于引领社区居民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而且可

以提升三晋人民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地发挥引导

认知、规范行为的文化功能。
４． 活化本土特色文化，助推社区治理和地域

发展

教育作为文化传递的主要途径，基本功能就是

传承文化，而独具地域特色的社区教育在传播地域

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借助社区教育来传播地

域文化，能够增强区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提高

地区居民人文素养，同时也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提供平台。 社区教育参与社区治理，能促进社区

文化不断发展。 同时，地域文化也有助于推动区域

社会发展。 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可以更好地助

推社区治理事业和地域发展。 三晋文化既包含廉政

文化、法治文化、忠义文化、儒商文化等传统文化，也
蕴藏着忠信仁孝、包容共享、务实求新、勤俭自律等

精神要素。［７］ 三晋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并逐渐生成了地域价值观念和特有的

风俗习惯。 将三晋文化融入社区教育发展，能极大

地活化地域特色文化。 这不仅能给三晋人民带来文

化引领与精神慰藉，而且能增添山西社区教育的地

域特色，促使社区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城市建设中，
为构建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和社会做出贡献。

　 　 二、新时代地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的基
本维度

　 　 “三晋”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晋世家》，即春秋

末、战国始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国，因开国者原皆

为晋国卿，故称为三晋。［８］ 晋的中心在山西境内，山
西对于三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主要作用。 据此，
把山西省境内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统称为三晋文化。
三晋文化历史久远，发端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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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勃兴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历

代演变，逐渐确立了今天的“三晋文化”。 狭义上，
三晋文化指远古到战国的文化现象，以物质文化为

主；广义上则指山西这一特定区域古往今来的文化

现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举。［９］ 新时代，将三晋

文化融入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维度有：
１． 多元文化的人文价值观

在漫长历史中，三晋大地逐渐形成集文化艺术、
风情民俗、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于一体的人文价值

观。 所谓艺术表演形态是指借助形式多样的艺术手

段呈现出来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１０］ 山西

作为“戏曲摇篮”，是我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从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大地的乐舞艺术文化，到秦汉

日渐演变出多种艺术形式，再到宋金元时期山西境

内最先出现较为完善的戏曲艺术，最后到明代后相

继出现以四大梆子戏为核心的不同地方剧种。 三晋

地区的艺术文化经历了丰富而深刻的发展历程。 戏

曲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通过民族文化来表

达人们内心诉求的文化形态，蕴含着人文价值和精

神认同，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１１］在社区教育中，把
各类山西戏曲的渊源和发展作为学习内容，选取优

秀曲目，不仅可以普及戏曲知识、扩大戏曲文化的影

响力，而且能够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艺术素养。 同

时，山西境内地域文化资源丰富，诸多神话故事均出

现在三晋大地，如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 山西各地

遍布佛教建筑、雕塑绘画、古城遗迹，如五台山、云冈

石窟、平遥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名扬海内外。［１２］ 这

些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哲理，是三晋地区

社区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有利于涵养社区居民的

文化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些以不同形式保

存下来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是宝贵的艺术文化珍

品和旅游文化资源，而且可以作为三晋历史文化精

神的物质载体。 它们为建立社区教育文化基地和特

色品牌提供支撑，是社区教育能够不断深挖的文化

素材。
２． 以国为家的爱国忠义情怀

几千年来，三晋大地承载着忠君爱国的家国情

怀和高尚的民族大义。 大禹的三过家门不入，介子

推的忠君孝母，徐继畬的亲躬践行、体恤民情，以及

勇敢顽强的吕梁精神、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等，皆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山西作为抗战文化

资源大省，境内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国民师

范革命活动旧址纪念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晋绥边

区革命纪念馆、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等革

命教育基地。 这些三晋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厚

重的传统文化底蕴，能强化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

族凝聚力。 把“修齐治平” “家国一体”的传统文化

理念渗透到社区教育中，有利于三晋民众形成地域

文化认同，为社区教育营造深厚的文化场域，带动三

晋社会的发展。 儒家传统文化长期维系着我国社会

的稳定和谐，塑造着华夏儿女崇尚忠义的民族品格。
忠义精神是三晋文化的核心要素，如关公作为兼备

“忠、义、勇”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至今我国各地甚

至美日等国均有祭拜关公的庙宇、壁画等，可以说三

晋忠义精神在海内外得到了广泛传播。 当前，面对

我国社区教育民众参与度不高、公共意识缺乏等问

题，应在社区教育中弘扬爱国忠义思想，适时宣讲优

秀文化故事，弘扬爱岗敬业精神，促使三晋忠义文化

潜移默化地影响社区居民的人生态度。
３． 勤俭廉政的民本思想

正所谓治天下，必先重民生。 在三晋文化中，有
诸多践行民本思想的清官良吏，如唐代名相狄仁杰

和裴度、明代重臣于成龙等，他们为民善政、公正廉

洁，这些重民精神与行为，丰富了民本思想与学说，
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促进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为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前物质享

受之风渐盛，人文价值和精神文明缺失，这正悄悄改

变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致使社区教育人文精神

缺失，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偏离，无法全面推行以人

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妨碍了个体主观感受的彰显和

传统文化精神的涵养。［１３］在促进传统文化有效融入

社区教育时，我们需要明确以俭为德、以诚为信的三

晋传统文化思想，应该把传统民本思想作为社区教

育的内核，塑造优秀传统文化的社区人文价值。 古

往今来，三晋儿女始终坚守“勤以立志、俭以养德”
信念，尤其是把“以俭养德”作为崇高美德。 从政府

官员到普通民众，都积极践行勤俭精神。 如清官于

成龙，严于律己、勤俭朴素，只有一身朝服，被称为

“清官第一”。 同时，晋商大家族也是依靠俭以养德

和诚信精神白手起家，终成大业。 在近代，晋商在乱

世中坚守诚信，即使没有账簿，仍然为民众兑换银

两，以保障老百姓利益。 我国传统社会的社区与家

族基本重合，社区建设往往与家族公共设施建设同

步。［１４］在中国传统家族和地方公共建设中，有诸多

推进社区公共建设的内容，如《左传·宣公十一年》
有“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继，其从

之也”等。 三晋文化中的勤俭廉正文化，助推了社

区和谐发展，营造了勤劳节俭的社区风尚。
４． 文化交融和创新求变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摒弃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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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和博采众长的智慧发展

成熟。 秦朝至清末，中原汉民族与各民族不断加深

文化交往，逐渐形成统一的多元民族文化。 山西处

于内有太行外有黄河的战略位置，不仅是历代乱世

割据的强藩重镇，而且是华夏文化交织融汇的关键

地带。 典型代表有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奉行民族融合

政策，实施“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通过推行汉化

改革，以促进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间的融合发

展。［１５］新时代，三晋文化秉持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精

神，被赋予了崭新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同时，三晋文

化具有鲜明的创造精神，三晋父老在各行各业积极

创新，服务社会。 晋商在管理方式、经营方式等方面

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号规约束详细规定了晋商的道

德修养、待人接物、职位调动等内容，不允许谋取私

利、吃喝嫖赌、藏污纳垢、假公济私等行为的发生；首
创票号且盛极一时，不仅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而
且在海外各国开设分号。［１６］ 晋商进军政坛，肩负清

政府的财政要务，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商业传奇和

辉煌成绩。 这种代代相传的晋商文化充分体现了山

西人民开拓进取、奋力创新的性格特征，也成为当代

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撑。 因此，作为三晋大

地的利益共同体，社区居民理应在社区教育中踏实

践行这种包容汇通、多元开放的精神，以活跃社区教

育，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三、新时代地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的路
径选择

　 　 新时代，面对国内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晋大

地应与时俱进、革新理念、统筹各方力量、创新教育

方式，深挖三晋优秀文化精髓，丰富社区教育活动与

内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１．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打造价值取向新

契约

终身教育是一种带有民主化和人本化色彩的教

育理念，是社区教育的理论依据和最终归宿。 而社

区教育是一种旨在提升社区全体成员的文化和生活

水平，促进个体终身发展、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性

教育综合活动。［１７］ 社区教育作为最具人文关怀、最
能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教育形式，不仅是终身教育

的具体表征和主要构成，而且是其运行载体与实现

途径。 同时，社区教育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共享式学

习，强调社区成员、专家、学习者之间相互交流、对话

与合作，倡导学习者分享经验、体验和感受，这有利

于强化社区居民的自我教育和完善能力。 新时代，

亟须以终身教育理念作为指导，回归并深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独具地域特色的三晋文化，探
寻三晋文化与社区教育在教育理念和价值意蕴上的

契合点，为社区教育打造全新的价值取向，从而促使

三晋文化更好地融入社区教育。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区居民人文精神培育的文

化宝藏。［１８］三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构建了独

特的价值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内容，其就地取材的实

干精神、传承创新的革新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

等精神内核，［１９］与社区教育所追求的“坚持社区为

根、特色发展”“坚持改革引领、创新驱动”等基本原

则相契合。 因此，应从优秀三晋文化中挖掘地域文

化创新的独特基因，探寻三晋精神的力量之源，捕获

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的精神动力。 社区教育应服务

于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而新的社会契约须以终身

受教育的权利，以及把教育作为公共事业和共同利

益的承诺作为框架，唯此教育才能迈向社会、经济、
环境公正且可持续的未来。［２０］今后应面向城乡基层

社区，积极结合三晋历史文化资源，有的放矢地开展

社区教育活动，推动山西社区教育创新发展。
２． 统筹各方力量，共同助力地域文化的熔铸

在区域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究竟如何处理好

社区教育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如何借助社区场域

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为

此，有必要从教育主体出发，统筹社会各方力量，多
渠道吸纳学校、驻地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的能者，
包括业务骨干、离退休干部、专家、学者、民间艺

人，［２１］联合政府、社会、高校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

社会教育机构，培育多元办学主体，组织名师巡讲团

对接基层，建立地域社区教育共同体，完善社区教育

服务管理体系。 地域社区教育共同体的宗旨是各级

政府、开放大学等共建共享优秀社区教育资源，促进

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丰富个体精神世界。［２２］ 在社

区教育共同体教育体系下，逐步推动三晋优秀文化

融入社区教育，营造三晋传统文化传承氛围，从而形

成积极辐射效应，实现社区教育与三晋文化的深度

融合与创新，助力山西社区教育的和谐发展。
山西各地政府应秉承“以人为本”理念，把“三

晋社区和谐发展”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由政府主

导部门牵头，社区教育部门协调合作、共商共享，全
体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２３］。 社会组织致力于

巩固三晋优秀传统文化与各级社区的合作关系，有
效构建山西各地多元社区学习共同体，调动社会组

织力量更好地发挥社区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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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基础教育应加入社区教育，借助三晋文化联

接家校社不同场域的青少年儿童；高等教育应参与

社区教育，高校作为优质文化的集聚地，应定期派教

师进社区开展文化讲座，分享三晋优秀文化研究成

果；旅游院校、戏曲学校、文旅集团等职业院校应融

入社区教育，开展送文艺进社区活动；其他非正规社

会教育机构以及熟悉传统文化、热心公益事业的高

素质人才也应加盟社区教育［２４］。 社区教育应与各

级教育机构建立协作关系，不断挖掘、研究和传播三

晋文化，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社区教育课程，以便更

好地发挥社区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满足社区居民健

康、娱乐、文化、生活等多元需求。 同时，社区教育工

作者应与时俱进，将三晋文化创造性地融入社区教

育之中，以此提升社区教育机构的可信度和社区居

民间的信任感。
３． 教育数字化，赋能创新地域传统文化传承

方式

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既需要学术层面的精耕细

作，影视媒体的推广辅助，也需要借助数字化手段为

社区居民营造深度的文化体验，让社区民众亲身体

验、主动认同并接受三晋文化。［２５］从教育手段出发，
利用数字化技术赋权和赋能社区教育，借助互联网、
媒体、广播、报纸等途径，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创新

社区文化教育传承方式。
新时代，大众的阅读方式和学习习惯已经改变。

基于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的现代教育手

段，能够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因此，政府、社区与专业教育组织间应加强互动，充
分利用社区教育的场域空间，借助现代传媒和自媒

体账号，结合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宣传手段，挖掘三

晋文化的历史脉络、风土人情、风俗意趣等文化特

色。 通过整合三晋优秀文化教育资源，构建形式多

样的“互联网 ＋ ”教育模式，搭建社区教育传统文化

数字平台，以多样化的形式向社区大众传播优秀三

晋文化，以此激发社区民众利用数字文化资源的积

极性，从而实现优秀三晋文化资源在社区中的共建

共享。 自媒体逐渐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们

可以借助自媒体手段来展现山西风光、晋商文化。
以基于三晋特色文化的社区教育微课作为突破口，
在全面实现山西终身学习网服务平台升级的基础

上，积极拓展和有效发挥各类移动终端学习平台的

终身学习服务功能，形成“微课文化”的新媒体跟进

效应。［２６］通过跨时空传播三晋文化的方式，让三晋

人民了解三晋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地域特色等核心

文化，把握三晋文化的精神内核。 社区教育数字化

可以有效增强三晋文化的影响力。
４． 深挖特色文化因子，开发社区教育项目和

课程

社区教育应回归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资源中

探寻民族精神的能量源泉，培育和弘扬社区居民的

爱国精神；借助传统文化筑牢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
塑造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从传统文化资源中

深挖民族精神的创新基因，重新解锁新时代社区发

展的文化动力。 因此，在将三晋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社区教育时，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客观地认识和评

价三晋文化，通过扎根三晋，躬亲调研，深挖三晋文

化的特色内涵、价值意蕴、人文精神，［２７］研发三晋社

区教育优秀文化项目和课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追求渗透到社区居民生活中。
在推进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山西应注重将优秀

传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作为发展主题，因时因地因

人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建立三晋特色

文化基地、组织三晋特色文化传承活动。 通过查询

史料、编写民俗教材、制作文化学习视频、开设民俗

民风讲堂、举办民俗知识竞赛、设计人文行走线路、
开发老年游学特色项目等方式，［２８］充分提炼三晋文

化的优秀基因和文化标识，形成地域性社区教育文

化品牌。 具体而言，应积极促进三晋特色文化有效

融入社区教育。 以三晋特色美食文化、服饰文化、建
筑文化、旅游文化、家族文化、祠堂文化、艺术文化等

内容为依托，在社区中打造职业教育、公民教育、文
化艺术等方面的社区文化课程。 把三晋优秀文化和

人文精神渗透到城乡社区居民公约中，向内转化为

居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感情，向外表现为奉公守法、
奉献社会的自觉行动。［２９］在深挖、传承三晋文化时，
不能浮于文旅联合协作的浅层合作，而应立足于三

晋文化凝聚力，结合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从三晋

传统文化中获取智慧和能量，构建兼具传统性、地域

性与现代性的三晋社区文化体系［３０］。 因此，三晋文

化不仅需要融入社区，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而且应

推动社区教育活动形成独特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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