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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
社区教育作用的研究
———以昆山顾炎武文化传承为例

曹永良

( 江苏苏州昆山市千灯镇成人教育中心校 ，江苏 昆山 215341)

摘 要: 传统文化无论对社区教育本身，还是对当地社会发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传统文化传承过程

中社区教育作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昆山顾炎武文化传承案例，可以了解在传统文化传

承过程中，社区教育起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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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地域范围进行的、居民

自主参与的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现代教育形式，是

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1］传统文

化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论证留

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
发展延续的动力源泉，在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仍

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2］“中华传统文化是社

区教育之魂，是我国社区教育内涵的精神载体，也

是我国社区教育的人文基础。”［3］社区教育与传统

文化资源相结合，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区居民的

民族文化精神，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和修养，有利

于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4］可见，传统文化传承无

论对社区教育本身，还是对当地社会发展都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结合昆山顾炎武文化传承

为例，进行分析研究。
一、顾炎武及顾炎武文化

顾炎武( 1613 － 1682 ) ，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

山( 今江苏省昆山市) 千灯镇人，原名绛，字忠清、
宁人，号亭林; 明朝灭亡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

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

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
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本文所讨论的顾炎武文化是指被当今社会所

认同的、与顾炎武先生相关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其中比较突出的方面是顾炎武先生廉洁知

耻的道德观，明道救世的学术观，心系天下的人生

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经世致

用，好学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坚贞不屈，持节不

苟”的大无畏精神，以及与顾炎武先生相关的学术

著作、人文景物等文化现象。
二、昆山顾炎武文化传承的现状

( 一) 依托实物或机构，突出顾炎武文化传承

的日常性

作为顾炎武的故里，昆山市以弘扬顾炎武文

化为己任，保护或构建了众多的与顾炎武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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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实物或机构组织。有以顾炎武故居为代表的

亭林公园，公园内建有顾炎武纪念馆，馆前有顾炎

武雕像，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碑墙，馆内有顾

炎武生平介绍及相关文物资料; 顾炎武故居内，陈

列顾炎武先生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

外对顾炎武先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辟有“贵廉

苑”，设有“贵廉石刻”“育廉亭”等多处勤廉文化

展示点。另外，昆山以顾炎武名字命名的学校有

亭林中学、炎武小学; 道路有亭林路、炎武大道，行

政街道亭林街道; 行政社区有炎武社区; 还有昆山

市顾炎武研究会、亭林文学社等民间社团组织。
依托这些实物和机构组织，“勤廉”、“爱国”、“担

当”、“博学有耻”、“明道救世”为代表的顾炎武文

化，以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着千万新老昆山人。
( 二) 编写读物，突出顾炎武文化传承的通俗

性

顾炎武先生在经学、史学、哲学、经济学、地理

学、文学、音韵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与

昆山明代著名散文学家归有光、教育家朱柏庐并

称为“昆山三贤”。为了让社区居民对家乡先贤顾

炎武的思想、人品、学识等方面有一个较为通俗的

了解，昆山市面向普通市民，先后编印了《顾炎武

名言选读》、《顾炎武名言释读》、《顾炎武和他的

〈日知录〉》、《顾炎武家训》、《昆山三贤》、《博学于

文 行己有耻》等读本，其中有的读本还被专业出

版社出版发行。另外还出版顾炎武明信片、顾炎

武先生诞辰 400 周年个性化邮票、印刷发放顾炎

武名言书签等。通过发放通俗易懂的简明读物，

让更多的普通市民走近先贤顾炎武，加深对顾炎

武先生伟大人格的认识，加深对他博大精深的思

想、卷帙浩繁的著作的认识。
( 三) 视频参观，突出顾炎武文化传承的形象

性

昆山在顾炎武文化传承和学习过程中，拍摄

了一系列的视频作品。例如，2017 年元月在中央

电视台 4 套《记住乡愁》栏目中播放的视频《天下

兴亡 匹夫有责》，该视频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名言作为拍摄主题，根据昆山千灯古镇的

历史文化特色和人文资源优势，通过古代、近代、
当代的几个典型人物故事，全面诠释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文化，展示其中蕴含的

家国情怀、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和客户端同步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

规”专栏第 71 期《江苏苏州昆山顾炎武: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其中有视频《“贵廉”“有耻”训古今》、
《顾炎武家训》。有苏州电视台《联播苏州》栏目

推出，通过采访学者专家、结合历史图文资料和现

实景象，介绍顾炎武生平经历、学术思想、历史地

位的视频《旷世大儒顾炎武》。有昆山市千灯镇人

民政府拍摄，介绍顾炎武的生平和他倡导的勤廉

思想的视频《顾炎武和他倡导的勤廉思想》。一系

列视频作品的拍摄，为学习和传承顾炎武文化搭

建了形象性的平台。
( 四) 开展活动，突出顾炎武文化传承的参与

性

为感悟博大精深的顾炎武文化，昆山市开展

了一系列活动。曾先后开展了“顾亭林”杯爱国主

义主题征文大赛、“亭林杯”昆山市中小学师生硬

笔书法大赛、“亭林风骨”昆山书画院纪念顾炎武

诞辰 400 周年书画展、“亭林杯”江苏省硬笔书法

大赛、“亭林杯”第四届全国硬笔书法大赛、“顾炎

武”杯全国楹联大赛等活动，对传承中华文化，弘

扬顾炎武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

义精神，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另外，在顾炎武的出

生地昆山市千灯镇，还开展了顾炎武名言名篇诵

读、顾炎武家训诵读、顾炎武生平事迹的情景表演

等活动。通过活动让顾炎武文化走进寻常百姓生

活，让社区居民切身感悟顾炎武文化的魅力。
( 五) 举办讲座，突出顾炎武文化传承的针对

性

为了有针对性地向社区居民传播顾炎武文化

的精髓，昆山市开设了以“日知讲坛”为代表的系

列讲座。2014 年，由昆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

办，各区镇和社科类学术性社会组织联合承办的

“日知讲坛”，讲坛名称取自于顾炎武先生名著

《日知录》。“日知讲坛”每月一讲，轮流在全市十

一个区镇街道的村、社区、学校巡回宣讲，让众多

基层群众享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汲取人文精神的

滋养。“日知讲坛”讲师全部是由昆山市一批坚守

社科研究阵地、以研究昆山先贤思想为代表的文

化行家来担当，每次讲课，都会留出时间给听众提

问交流。“日知讲坛”举办过顾炎武思想、“亭林

志与业，尽在此书中———顾炎武《日知录》浅谈”
等与顾炎武文化密切相关的专题讲座，还举办过

其他众多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讲座。
( 六) 建设基地，突出顾炎武文化传承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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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性

为突出顾炎武文化的教育主题，利用好顾炎

武文化这笔宝贵资源，昆山市通过挖掘、保护、开

发，先后建设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个、省
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1 个、省级课程基地 1 个。
2005 年顾炎武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2013 年 12 月，“贵廉苑”被江

苏省纪委列为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2015 年 4
月，昆山市第一中学的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被江

苏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课程基地。
三、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社区教育的作用

( 一) 社区教育使传统文化传承的目的更明确

“社区教育是社区为了满足社区居民对于各

种社会文化教育的需求，以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以

及社区居民素质和生活品质的提高为目的而开展

的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5］社区教育是一种教育

人、培养人、提升人的活动。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有这样一段

话:“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

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

替; 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学伦理可以

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也是一种教育人、培养人、提升人的活动，因

此，社区教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使传统文化

传承的目的更明确。对昆山顾炎武文化的传承而

言，顾炎武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高尚的道德人格风范、贵廉有耻的勤政廉政思

想和脚踏实地的学风等都是教育人和培养人的宝

贵财富，是提升人素质的重要内容。
( 二) 社区教育使传统文化传承的对象更广泛

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地域范围，以社区全体

成员为对象进行的教育活动，社区教育可以吸引

更多的基层群众参与到传承传统文化的活动中

来。同时，社区教育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是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利用社区教

育与社区的特殊关系，传承传统文化活动更易受

到基层社区的认可和接纳。因此，社区教育与传

统文化相结合，可以使传统文化传承的对象更广

泛。对昆山顾炎武文化传承而言，利用社区教育，

可以把顾炎武文化中心系天下的责任担当教育，

从中小学生和基层干部，推广到普通社区居民，为

实现“社区是我家，和谐靠大家”的社区管理目标

服务; 也可以把这一主题教育推广到社区企业的

职工当中，为培养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

教育服务。
( 三) 社区教育使传统文化传承的手段更丰富

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网络逐步健全，社区教育

基础能力、社区教育整合社区和社会资源能力不

断加强，社区教育的内容和手段不断丰富，在组织

课堂学习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才艺展示、参观游

学、读书沙龙等多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活动，探索团

队学习、体验学习、远程学习等模式。通过开设学

习超市、提供学习地图等形式方便社区居民灵活

自主学习。这些都是正在实践和探索的社区教育

学习手段。因此，社区教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可

以使传统文化传承的手段更丰富、更灵活。对昆

山顾炎武文化传承而言，利用社区教育可以突破

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自上而下单向教化的模式，

更注重传承过程中的互动交流，可以开展更多的

体验学习手段，增强社区居民对顾炎武文化学习

的自主参与意识。
( 四) 社区教育使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更全面

社区教育是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的统

一。利用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可以让传统

文化资源为全社会服务，也可以让全社会的资源

为传统文化传承服务。因此，社区教育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可以使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更为全面。
对昆山顾炎武文化传承而言，传承不仅仅是文化

部门的责任，也是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其他各部

门的责任; 不仅仅是官方机构的责任，也是非官方

民间组织的责任。顾炎武文化传承可以利用全社

会的资源，同时，顾炎武文化资源也可以为全社会

服务，其影响力当然也为全社会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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