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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

地域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创新与实践

为了将地域优秀文化更好地纳
入学校文化育人体系，“深入挖掘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蕴 含 的 思 想 观 念 、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
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
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九江学院注重
以理论创新为引领，并与实践紧密
结合，通过对地域优秀文化进行系
统深入研究，走出了一条理论助推
实践的文化育人道路。

学校以江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 基 地 庐 山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为 基 础 ，
成功获批江西省“庐山文化传承与
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形成了以陶渊
明研究、白鹿洞书院研究、庐山旅
游 与 建 筑 研 究 、 九 江 历 史 文 化 研
究、中华经典的公理化诠释、陈寅
恪研究、江西历代进士研究、庐山
现当代知识分子与士文化传承研究
等为特色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团
队，对以庐山为地标的地域优秀文
化 进 行 系 统 深 入 的 理 论 创 新 性 研
究 ， 使 地 域 优 秀 文 化 融 入 到 科 研 、
教学、实习见习和文化校园建设之
中。

学校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群研培计划参与院校”、江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西省文化
艺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为依托，积
极开展青阳腔戏曲研究、九江民族民
间艺术研究等非遗理论研究，并通过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习基地建设、非遗
陈列馆建设等方式，将九江非遗文化
融入到美育教研之中。学校以独撰或
与非遗传承人 （地域非遗研究者或艺
人） 合作著书立说的方式，深入理解
和传承九江地域文化与非遗文化。通
过“非遗+高校”的方式，激发学生学
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传
承工匠精神，厚实文化校园建设。

在长期的积淀中，学校至今共
出版了“庐山文化研究从书”6 辑 30
种、“中华经典公理化诠释丛书”8
种、《江西历代进士全传》 6 册等文
化育人理论创新成果，教材丛书已
出版 89 部，部分著作已翻译成英、
法、日等多国语言，在海外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独撰或与非
遗 传 承 人 （地 域 非 遗 研 究 者 或 艺
人） 合 作 ， 出 版 了 《湖 口 青 阳 腔》

《瑞昌剪纸》《武宁打鼓歌》 等 10 余
种有关非遗的专著，在推动地域文
化研究理论升华的同时，使校园文
化育人更具科学性、先进性和针对
性。2017 年 4 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 大 学 文 化 研 究 分 会 成 立 大 会 上 ，
九江学院对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工作获得了与会代表的赞
扬和鼓励，被推选为大学文化研究
分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人类因文化而独特，文化因传
承、传播与创新而勃兴。“中华优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突 出 优 势 ，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
承和弘扬好。”作为地方高校，九江
学院不仅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而且要进一步在地域优秀传
统文化上深耕细作，充分挖掘地域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育人，构建地域
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体系，提升育人
成效，使学生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与历史自信，厚德笃行，成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陈小林）

以“理论创新”为标准色进行系统研究

2014 年，《完善中华优秀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指
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
新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文
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
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成为民
族 凝 聚 力 和 创 造 力 的 重 要 源

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2017 年，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进一步
指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
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
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
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
的‘绝学’、冷门学科。”为地
方高校依托地域优秀传统文化
育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地 域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作 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地 方 高 校 将 之 纳 入
文 化 育 人 体 系 、 融 入 课 程 和
教 材 体 系 ， 不 仅 是 依 托 地 标
特 色 建 构 特 色 教 育 的 需 要 ，
也 是 传 承 与 传 播 、 保 护 与 发
展 地 域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责 任
所 在 ； 不 仅 是 引 导 学 生 树 立
正 确 的 历 史 观 、 民 族 观 、 国
家 观 、 文 化 观 的 需 要 ， 也 是

构 建 有 中 国 底 蕴 、 中 国 特 色
的 思 想 体 系 、 学 术 体 系 和 话
语 体 系 的 实 践 之 需 。 地 处 具
有 深 厚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底 蕴 之
地 江 西 省 九 江 市 的 九 江 学
院 ， 在 挖 掘 地 域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 依 托 地 域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育 人 的 创 新 与 实 践 中 ，
探索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九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自古
以来就是文人汇聚之地，2200 余年的
历史沉淀，使九江文化呈现出青铜文
化、山水文化、书院文化、红色文
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等交融共
生、交织互现的气象。白鹿洞书院、
琵琶亭等文化符号以及成长于此、游
历于斯的历代文人墨客，不仅为九江学
院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传
承因子，也为校园特色文化育人环境提
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学校充分挖掘地
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文化育人环
境，这在九江学院校训、校徽、校歌以
及现代传承等中均有明确体现。

九江学院校训“竞知向学、厚德
笃行”，是学校办学理念、追求境界和
校园文化的内在精神凝结，是勉励全
校师生积极进取、健康成长的格言。

“竞知向学、厚德笃行”的基本内涵，
就是要努力学习、追求真理、崇尚科
学与知识、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断深
厚个人的道德修养，并切实、躬行所
学，成为品德高尚、学识广博、知行
合一、全面发展的人。“笃行”一词取
自朱熹 《白鹿洞书院揭示》 中的传世
名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作为身
处九江的高校，学校在校训上传承

“千年学府”的“学规”不仅顺理成
章，亦能突出在“重视实践，知行合
一”上的匠心独具。学校校训不仅有

“知行合一”的内涵，亦有“立德树
人”之要，更是“厚德笃行”的实践
要求。

九江学院校徽的地域特征和地域

文化寓意明显。内环中部水平线上方
为庐山五老峰剪影，下方为象征长江
与鄱阳湖的水波纹，凸显出“一山飞
峙大江边”的磅礴诗意，鲜明地显现
了九江山水秀甲、人杰地灵、得天独
厚的特点与优势，突出了九江学院的
地域标志；寓意九江学院既得天地之
灵气，又富人文之化育。校徽内环上
方为一跃动的白鹿。白鹿，在中国向
来是友善、祥和、敏慧的象征，又与
庐山白鹿洞书院相关联，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之意一目了然。校歌歌词
写道：“白鹿洞幽，濂溪水长；五柳
湖绿，爱莲池香⋯⋯庐山聚天地的灵
秀，长江是奔流的思想。学子们的心
胸，像鄱湖碧波宽广。”不仅直接将
庐山、长江、鄱阳湖、白鹿洞等地标
融入，而且将象征地方名人的景点，
如五柳湖 （陶渊明）、爱莲池 （周敦
颐） 等都作为校园文化引领植入歌词
传唱，赋予学子们励志前行的力量，
从而将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子
注入校园的各个角落进行文化育人。
此外，校园内还有文化名人雕像 （如
陶渊明、周敦颐、王阳明等） 和以九
江文化名人命名的道路 （如东坡路、
庭坚路、渊明大道等），各栋教学楼
和每间教室内悬挂与九江相关的名人
名言；学校西大门两侧的文化墙浮
雕，以“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
院”为图案，将“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字句雕刻
于其上；学校“青衿园”建有正学
门、白鹿洞学规照壁等，不仅对学生

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育感召作用，而
且厚实了学校的文化底蕴。

传承弘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学校文化
育人的常规化行动举措。周敦颐在九
江创办濂溪学堂时，写下了著名的散
文《爱莲说》，其中的警句“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影响
深远。从 2009 年开始，学校依托杨叔
子院士设立的“爱莲奖学金”，将汤来
贺 《白鹿洞书院学规》 中的“专心立
品、潜心读书、澄心烛理、虚心求
益、实心任事、平心论人、公心共
学”作为重要评选标准来激励广大学
子，培养学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教育和激励
学子倡导科学与人文精神、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品德、陶冶情
操、提升修养。从 2008 年起，九江学
院与郑州大学依托白鹿洞书院和嵩阳
书院，每年交替在两校举办“书院文
化之旅”活动，坚持开展这项在全国
独具特色、创新实践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和传播活动，引导和激励学
生担负起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特别是 2010 年 5 月，在白
鹿洞书院举行的，由九江学院、郑州
大学、湖南大学联合主办，白鹿洞书
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鹅湖书院
协办的以“千年之辩——书院文化与
当代大学教育”为主题的论辩会，论
辩与研讨书院文化和当代大学教育的
问题，成为当代大学生体认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思考当代教育的生动实践。

以“地域文化资源”为底色打造育人环境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山水文化是中华民族在
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以祖国壮丽山水为原型创造
的精神成果，亦是构成中华民族形
象的重要精神支柱。九江的山水文
化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印迹，是中
国 山 水 文 化 的 精 彩 反 映 和 历 史 缩
影。九江的山水文化是由文人创造
的历史文化景观，是将自然与人文
融合在一起的人文景观综合体，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现，是
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的难得资
源。九江学院位于庐山之麓、长江
之 滨 、 鄱 阳 湖 之 畔 ， 围 绕 “ 山 江
湖”打造地域特色学科群，而“山
江湖”在文化方面的主要体现就是

“山水文化”，故以“山水文化”为
特色，做好凸显特色学科群的课程
建设，是学校文化育人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抓手。

陶渊明采菊东篱、谢灵运登庐山
绝顶远望诸峤、鲍照登庐山望石门、
李白攀香炉峰遥看瀑布、白居易浔阳
江头夜送客、周敦颐种莲香远益清、
苏轼高论庐山真面目、岳飞精忠报

国、朱熹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无不
显示出九江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其
中呈现的家国情怀、明理崇德、开放
包容、廉洁守正等精神，不仅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而且与

《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所提出的“核心
素养”息息相关，更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
素。在课程建设中，学校层面首先组
织编写了具有九江地域文化特色的

《大学语文》《庐山文化读本》《庐山
文化通论》 等相关教材，并将“大学
语文”作为全校综合教育课在各专业
开设。在人文类基础课程中，除开设

“文学原典导读”“中国文化史”“中
国古代文学名著选读”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课程外，还开设了与九江地域
文化息息相关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
产”“庐山旅游文化”“红色文化十
讲”等课程，以岳飞词中的家国情
怀、陶渊明 《桃花源记》 中的理想主
义、李白庐山诗中的浪漫主义、苏轼

《题西林壁》 中的辩证哲理、周敦颐

《爱莲说》 中的廉洁守正精神等潜移
默化地浸润学生的心田，让他们在九
江地域山水文化的精粹中体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 2014 年
起，九江学院每年在全校大二学生中
选拔 30 人组成“国学经典研读班”，
以会读和游学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和体
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此外，学校还在相关专业中根
据专业特点专门开设了与地域文化
相关的课程，如在汉语言文学、网
络 与 新 媒 体 等 专 业 开 设 “ 庐 山 文
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

“陶渊明研究”课程，在建筑学专业
开设“庐山建筑文化”课程，在地
理信息科学专业开设“传统村落调
查与乡村振兴”课程，在环境生态
工 程 专 业 开 设 “ 鄱 阳 湖 与 生 态 文
明”课程等。让专业从优秀地域文
化中汲取养分，使地域文化特色思
想 体 系 促 进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的 达 成 ，
从 而 使 人 才 既 具 备 专 业 知 识 素 养 ，
又具备传统文化底蕴。

以“山水文化”为特色做好课程建设

将文化育人与文化传承相统一，
在文化育人过程中推进文化传承与创
新，是学校文化育人的重要理念。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
民族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九江市
有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540
项 ， 其 中 国 家 级 别 16 项 、 省 级 52
项、市级 177 项、县级 295 项。为了
在文化育人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非遗文化，九江学院设立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陈列馆 2009 年开馆，后被江
西省文化部门评为首个江西省高校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为了
更好地提升学生的非遗传承和保护意
识，把文化育人和文化传承结合起
来，学校把九江市非遗保护中心、九
江非遗展示馆及庐山篆刻、星子西河
戏、湖口木船制作技艺、湖口草龙制
作技艺等 50 个非遗传习所和星子金
星砚、庐山云雾茶等 20 余家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作为学校学生实践实习
的平台。近年来，九江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已融入了美丽九江、生态文
明、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建设，并在
相关的社会化实践中开花结果。九江
学院作为九江仅有的本科院校，在传
承和传播、保护非遗文化中担当作
为。

非遗也为学校的美育打开了新

的窗口，为做优文化传承，特别是
美 育 文 化 传 承 提 供 了 充 足 的 资 源 。
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
心灵教育，需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汲取人类文明
优秀成果，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
育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
创新意识、拥有开阔的眼光和宽广
的胸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 与九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承的实际情况，九江学院在
非遗文化传承上独具匠心。

首先，将九江非遗文化纳入学
生教学培养方案，科学架构人才培
养 的 顶 层 设 计 ， 根 植 文 化 传 承 因
子。系统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
育人资源体系，如开设“青阳腔艺
术 ”“ 江 西 省 地 域 艺 术 特 色 欣 赏 ”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规划”等综合
教育选修课程。根据专业特点，将
文化育人资源融入专业课程，如在
环境设计专业中开设“非物质文化
再生设计”课程，在音乐学专业中
开设“九江民间文化艺术 （武宁打
鼓歌、湖口青阳腔） ”课程，在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开设“剪纸艺术

（瑞昌剪纸） ”课程，等等。其次，
学校聘请了刘春江、田先敏、谷中
和等一批非遗传承人来校担任兼职
教授为大学生开课、授课，并开设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研习班”，使学
生在“活”的传承载体上感受非遗
的文化形态，激发学生文化传承的
创造性和保护意识。非遗传承人的
精湛技艺展演和讲述，能够更好地
为文化传承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
落地生根添砖加瓦，使学生深刻理
解对包括非遗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价值与对具有鲜明特色
的 文 化 形 态 进 行 保 护 和 传 承 的 意
义。再其次，在学生“三下乡”中
开展非遗实践活动，密切文化传承
关系。近年来，为将包括非遗在内
的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落到实处，学校常态化组织相关学
院和相关专业学生对九江非遗项目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形式多样的
调研、学习和考察，陆续对湖口青
阳腔、湖口草龙、武宁打鼓歌、星
子西河戏、瑞昌竹编、全丰花灯等
进行了调研、走访和拍摄，让学生
与非遗文化密切接触，做到知行合
一，从根源上了解非遗文化，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从自发走向自
觉。

以“非遗文化”为亮色做实文化传承

九江学院长期开展国学经典诵读大赛

九江学院与郑州大学
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举办书
院文化之旅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