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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4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写成了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
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忧乐精神发表重要论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弘扬忧乐精神，开展了两次忧乐精神典型人物评选，先
后成立了市忧乐精神研究会、市忧乐书院。为充分发掘、研究、传承、弘扬忧乐精神，展现巴陵大地时代风采，更好服务“三高四新”、“三区
一中心”战略发展，近日，岳阳市社科联组织社科专家围绕忧乐精神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撰写理论文章，献智献策。现将其中4篇文
章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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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理解可以多维。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

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书中将“文化”分为

三个层次：“理想层面的文化”“文献(档案)层面的文

化”“社会层面的文化”。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

华·泰勒《原始文化》将文化做了更为系统的阐释，

界定其为“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

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以上论断对文化的表达形式虽各异，但是指向明确，

内涵丰富。从内部结构上，我们一般可以将文化分

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层

面。在本质上，忧乐精神是一种心态文化、一种精神

文化。而作为一种有待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对忧

乐精神的理解和诠释，我们不能局限于心态层面，而

应该对与其密切联系的丰富物态、制度和行为等文

化进行深度挖掘和系统整合，充分揭示其作为一种

文化资源所依存的载体形式和全部内容。因此我们

研究的范围不限于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历史

上的岳阳楼、洞庭湖、岳阳城和岳阳人，甚至更大范

围的湖湘文化、更久远的古楚历史都在考察之列。

可以包括: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可触知

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

种社会行为规范: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

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在社会意识

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

主观因素。这些都可以作为忧乐精神所赖以存续的

时空维度进行关照与统合。

忧乐精神与范仲淹。岳阳楼因《岳阳楼记》而

闻名天下，《岳阳楼记》因忧乐精神而载入青史。作

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岳阳楼记》不仅因其拥有

优美的语言形式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更因其赋予的

忧乐精神让一座没有生命的古建筑真正走向永

恒。岳阳楼从此不只是一个江南建筑的实体，更成

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牵挂和寄托，成为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印记和文化符

码。岳阳楼和《岳阳楼记》已经成为忧乐精神得以

传承的最直接的物质载体和最集中的文化表达。

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孕育和

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源远

流长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被不断赋

予新的生机与活力。她不仅体现在抗击外侮、抵御

灾难的斗争中，更是体现平时的社会生产生活过

程。忧乐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精髓，她已经深

深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之中。从《诗经》“战战

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楚辞》“长太息以掩

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秋风为茅屋所破歌》“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岳阳楼

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体现

了古代中国先贤的忧乐精神和家国情怀。因此要

把忧乐精神放在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民族精神的

历史脉络中去考量，才能更加彰显其重要的历史价

值与现实意义。

岳阳楼不是孤独的存在。岳阳楼为全国四大

名楼之一，属于洞庭湖区及湖湘文化标志性的人文

景观。远在先秦时代，岳阳、洞庭湖、长江等就已纳

入先民的文化视野。岳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

古城，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早在20万年前就

已经出现人类活动。距今 9000 年前先民就在这里

繁衍生息，用石制器具创造远古文明。夏、商时岳

阳为三苗之地，春秋属楚，战国时，为楚国的黔中

郡。秦时东属长沙郡，西属南郡、黔中郡。南朝宋

元嘉十六年设巴陵郡。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楼阁

台》云:“楼阁大观，无如南昌之滕王阁、武昌之黄鹤

楼、岳阳之岳阳楼。三楼皆西向，而岳阳楼尤伟。”

岳阳楼之伟，一在于八百里洞庭胜境，二在于两千

年士林精神。两者合观，中国文化中事实上存在

一种积淀深厚的岳阳楼情结(唐辉语)。就近来说，

岳阳建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岳阳集名山、

名水、名楼、名文、名城、名人于一体，是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楹联文化城市和全

国文明城市。岳阳历史文化资源丰厚，以屈原、杜

甫、范仲淹、吴獬、左宗棠、郭嵩焘、吴敏树等历史

人物最为著名，以洞庭湖、君山岛、岳阳楼、南湖、

金鹗山、云山、五尖山、屈子祠、团湖、张谷英村、杜

甫墓等文化资源最为突出。再讲一点，洞庭之畔、

湖湘之地、长江之滨，岳阳城、岳阳楼都与它们有着

割不断的联系。古代楚国先民生于斯长于斯，湖湘

广袤的地域空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所以把

岳阳楼放在古楚之地、洞庭湖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

连接点来考察，才能全面揭示其独特的人文地理和

时空坐标。

《岳阳楼记》中的“忧乐”精神之所以

成为千古绝唱，是因为这种初心所发精神，

主要体现的是民本思想。然而，我们如何

将这种历史民本思想，赋能岳阳今天的文

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呢？这不仅需要我

们共同关心，而且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将忧乐精神赋能岳阳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就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指出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

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

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脱离群众、

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

所以，我们要守住岳阳忧乐精神这个

历史初心，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将其融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之中，贯穿岳阳文化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并且，作为岳

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这个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将

忧乐精神伦理道德化，理性智能化，就能

有效赋能岳阳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就能充分催发岳阳文化旅游产业内生正

能量和大动量的最大化释放。

二、要在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中，将
忧乐精神赋能岳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此，我们一是要在岳阳市域范围

内，深入进行一次历史文化资源普查。摸

清家底，澄清事实，胸中有数，有的放矢。

从而做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岳阳历史文化

资源，使之快速形成旅游人气聚集效应最

优化。同时，有效整合现有岳阳历史文化

旅游资源。同类相聚，同质相合；景点成

串，景区成片。突出历史文化特色，彰显

历史文化灵魂，从而做到合理利用历史文

化资源，使之达到旅游观赏效果最美化。

二是要将所有蕴含文化要素的历史

文物和历史建筑修缮与复现。这就是要

对已朽败和已毁掉的历史文化遗存，根据

史实进行如原性修缮和恢复性建设，如张

谷英村，即可修缮作为“民间故宫”历史文

化遗址公园；三五一七工厂，即可修缮作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业历史文化遗

址公园”；原火车站，可复现为“粤汉铁路

岳州站历史文化遗址公园”等。并且，复

现所有相关要素，从而优化总体资源，使

之达到历史文化遗存展现效果最佳化。

三是活化历史文化遗存。这就是将

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充分挖

掘出来，著书撰文并演译成故事、戏剧、

影视作品，以及复现历史习俗等等。从

而有效开显历史文化资源效能，使其精

神效用价值最高化。同时，根据各个历

史文化项目的突出精神特征，配套开发

相应的历史文化产品，广泛布点经销，从

而做到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产业多元

化，多元品牌化，品牌高值化，从而带动

关联产业大发展，使之达到经济效益最

大化。

三、要在加强领导和采取措施时，将
忧乐精神赋能岳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此，各级党政领导要高度重视忧

乐精神赋能岳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这

个创意。既要认识一、二、三产业是立市

之本，更要认识文旅产业是兴市之源，人

兴则财旺。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将文旅

产业摆在和农工商产业同样重要的位

置。这就是先忧岳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之所忧。

同时，要切实把握岳阳长远发展趋

势算大账。认识文旅产业是事业性的产

业，与农工商实体性产业相比，虽然资源

和资金投入大，直接经济效益相对小，但

它所带来的流动人口数量，拉动住宿、餐

饮等消费，促进工农产品流通，吸引资

金、资源等综合指数的提升，以及带动关

联产业有效发展等间接效益，要比农工

商产业大得多。我们为之奋斗的愉悦，

也就是乐岳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前途

无量之所乐。

忧乐精神大赋能 文旅发展高质量
洞庭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者 钟光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出，繁荣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

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

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社会文明

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

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

岳阳临长江，滨洞庭，是一座具有 2500 多

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区位优势独特，文

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厚。始建于东汉、闻名

于唐朝、兴盛于宋朝的岳阳楼，集历史、文化、艺

术、旅游、科学价值于一身，既有巧夺天工的建

筑艺术，又有雄视文苑的诗词、楹联、辞赋等文

化，更有代表中国人文精神精髓的“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穿越千年

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构筑起永恒的道德坐标、

价值高地。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

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思想

自觉、文化自觉、行动自觉，把握战略机遇，用国

际视野深耕忧乐文化，谱写新时代岳阳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绚丽篇章。

一、精准领会忧乐精神的核心内涵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滕子京认为：“名楼古

迹‘莫不兴于仁智之心，废于愚俗之手’，天下郡

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

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

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因而，宋庆历六年即

公元 1046 年，他在任岳州知州时，重修岳阳楼

并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篇368

字，字字珠玑，流畅自然，气势磅礴，意境高远，

全篇叙事之扼要，写景之生动，议论之精辟都达

到了至高无上的艺术境界。《岳阳楼记》被编入

中国大中学的语文教材，并译成多国文字传播

海外。1959年，毛泽东同志回到阔别32年的故

园韶山，在父母坟前深情说道：“前人辛苦，后人

享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习近平总书记在 15 次讲话中引用“先忧后乐”

精神，并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中，赋予了创新

性发展。他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

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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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说的“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

扬。《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梁衡写过一篇题为

《〈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的文章，在网络轰动一时。他说：“如果让我在

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那就是范仲淹的《岳

阳楼记》。而《岳阳楼记》之所以可以评为最好，

则在于其为我们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宝贵精神财富。”岳阳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弘扬忧乐精神，开展了两次忧乐精

神典型人物评选，众多专家学者自发研究阐释

忧乐精神，出成果，出人才，展形象，营造了全社

会传承践行忧乐精神的良好氛围。忧乐精神蕴

含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为民情怀，“处

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诚品格，“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本色初心，“进亦忧，退亦忧”的矢

志坚守，“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无私境界。岳

阳作为《岳阳楼记》的诞生地，作为忧乐精神的

首倡地，应当而且必须做好忧乐精神的研究、弘

扬，深度挖掘蕴含其中的理想信念、民本思想、

担当精神、忠诚品格，同时，做好与忧乐精神高

度契合的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的求索精神，与忧乐精神一脉相承的平江

起义革命精神、任弼时甘为党和人民骆驼的骆

驼精神和何长工为革命做一辈子长工的长工精

神研究、弘扬工作，把宝贵的精神财富、资源财

富变成宝贵的发展动力、发展财富。

二、战略把握新时代文旅发展新机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

文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

成文化强国。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

物质之外的能被传承和传播的国家或民族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

化、科学技术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

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

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坚定“四

个自信”，根本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

和积极践行，它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的“根”，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

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

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

要力量源泉。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文化使旅游的品质得到提升，旅游使

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要部署。2018年4月，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

文化和旅游部成立，按下了文旅融合发展的快

进键，诗和远方终于走到一起。近年来，岳阳市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取得了可喜的新成

绩。2018 年岳阳市文化旅游占 GDP 比重为

11.54%。2019年，旅游总人数6860万人次，增长

19.1%；旅游总收入665亿元，增长17.2%。现在，

全国文化产业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其中，北京最高，占 9.6%，湖南也比较高，占

6.4%。岳阳占6.23%，张家界占6.69%，可见岳阳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

段，正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9月16—18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湖南考

察提出了“三高四新五项使命任务”。9月24日

湖南自贸试验区岳阳片区正式揭牌，市委提出

了“三区一中心”发展目标，岳阳经济社会正迎

来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机遇，文旅产业作为朝

阳产业，岳阳特色优势产业，已纳入全市七大千

亿产业和“12+1”优势产业链建设，将迎来更大

格局、更广视野、更多机会的战略发展机遇，必

将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三、聚焦“忧乐”主题，做好文旅深度融合大
文章

一是要用国际视野，顶层设计、高位推动。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现在岳阳文旅发展面

临着需要主题更加集中、重点更加突出、特色更

加鲜明的挑战。因而，要用系统思维、国际视

野，借鉴故宫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成功经验，把岳

阳放在洞庭湖、长江、湖湘文化重要区域这样一

个大环境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突出以岳阳

楼、岳阳楼记、天下忧乐精神这一重要文化精神

元素，融进三国文化、洞庭湖生态文化、城陵矶

开埠口岸文化，红色、古色、绿色资源，立足全

国，面向世界，请国内外著名的一流文旅策划设

计机构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绘好蓝图后面的发

展才有基础和底气。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发展

定位、发展特色、发展路径、营销宣传、组织实施

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综合分析，尊重文化旅游

事业发展规律，尊重经济工作发展规律，描绘出

一幅岳阳文旅发展高、实、美、新的宏伟蓝图。

市级每年或每两年可举办一个面向全国、全世

界的文化宣传活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必有

收获。

二是做好整体营销宣传。首先是研究策

划、实施好《岳阳楼记》的宣传。传统的宣传如

编入大中学校语文课教材、著书立说，定期举办

全国性岳阳楼主题文化论坛、讲座、研讨交流、

征文活动，题材可以是岳阳楼记、历代歌咏岳阳

楼的名家名诗词专题论坛研讨、专题大型展览

等；要大力推进《岳阳楼记》、忧乐精神在网络空

间的“双创”发展。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互联网重塑了人类传播格局，并映射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就提出

建设网络强国、繁荣发展网络文化。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推进文旅在

网络空间“双创”发展，各级各部门应做好“主导

和主体”作用，强化政策顶层设计、健全激励约

束机制，充分利用5G、人工智能、智慧文旅等新

兴技术，借助官方、民间的活动和项目，带动忧

乐精神的网络转化和传播，让岳阳成为网红目

的地。近年来，我省涌现出越来越多耕耘湖湘

文化网络传播平台的“文化义工”，比如被网友

称为“湖湘第一闻”的胡百闻拍摄了大量推广湖

南风俗、湖湘文化、湖湘人物的作品，被誉为“网

络晒出的时代最美画面”；要多途径全方位立体

宣传，做到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既有画面又文

字精炼有文采，给人在美的享受中获得了信息，

宣传了岳阳。

三是建议建设岳阳楼主题文化公园。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

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我们要抓住机遇，

建议建设岳阳楼主题文化公园，系统深度、更有

品位、更清晰定位分区域挖掘岳阳楼五朝楼观

建筑、楹联诗词、书画、名人、三国文化等文化元

素，将岳阳楼、洞庭湖、君山一体打造，并将岳阳

市所辖范围的著名景点进行浓缩，打造有国际、

国内一流水准影响的岳阳之窗。

四是建议高标准制作千年古情系列演艺

作品。一台“千古情”把一个城市的文化传奇

糅合进一台剧情故事里，让人得到震撼和启

迪。如现在有《宋城千古情》、《丽江千古情》、

《九寨千古情》等，都很成功。岳阳作为历史文

化名城，岳阳楼重修也近千年，完全可以高标

准制作《岳阳千古情》，游客从故事中可以感知

岳阳独特的景观魅力、文化特色和其背后伟大

的精神力量。

五是精心设计规范科学的旅游线路。以岳

阳楼主题公园为主，精心设计岳阳楼、洞庭湖一

日游、二日游、三日游旅游线路，分别明确一日

游、二日游、三日游的景点、消费标准，并制成装

帧精美、文词优美、照片亮丽、联系方式清晰的

导游图，在岳阳主流媒体及各媒体、宾馆、公园、

公共场所、政府网站、文旅网站播放，导游图随

手可取，广为宣传，形成浓厚的文旅宣传氛围。

深耕忧乐文化 打造文旅新高地
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任欣欣

忧乐文化赋能岳阳文旅
产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杨厚均

任何一种文化能否成为一种产业资

源，首先要看其是否符合当下社会内在的

文化需求。文化是无形的，无形的文化有

形化，便是符号。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很

大程度上表现在对有形的文化符号的拥

有上。文化成为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其

实就是文化符号的消费。能满足人们内

在精神需求的文化，其文化符号也就具有

被消费的广阔空间，否则，再高深的文化，

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高谈阔论之中，不能

落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忧乐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

的文化精华，而岳阳在忧乐文化形成的历

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屈子行吟于汨

罗江畔，所作《离骚》其实就已经蕴含着深

厚的忧乐文化基因：“长太息以掩泣兮，哀

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忧”

便是楚地方言“忧愁”的意思。“忧”是《离

骚》的情感基调。到宋代范仲淹在《岳阳

楼记》，忧乐精神已经从楚国贵族屈原那

里拓展到了全体士大夫阶层，在中华文化

中蔚为大观。自此以后，忧乐精神不断向

民间渗透，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逐渐成

为普通百姓的生存哲学，形成一种底层民

间与精英士大夫忧乐精神互动的文化景

观。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

党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为人民服

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忧乐精神已经成

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自觉的精神追求，在这

一过程中，湖湘共产党人包括岳阳的仁人

志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汨罗的骆驼精

神，华容的长工精神，平江起义的革命精

神，都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忧乐文化由此

成为岳阳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品牌。

忧乐文化的本质是“忧”。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者才是基础，

是核心，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自然结果。“忧

乐”精神也许称“先忧”精神更为恰当。这

样一种“先忧”的精神文化是几千年中华

文化的主流。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先忧”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西

方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滋生

于城市化、消费社会而后随着网络信息时

代到来的后现代文化进入人们的生活。

后现代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快乐文化”、

“娱乐文化”、“快餐文化”。与此相应，琳

琅满目的后现代文化符号出现于各种消

费市场，推动着后现代文化产业的辉煌。

我认为，这一文化现象现在已到了获

得改观的节点。一方面，后现代文化在风

光了几十年之后，其文化弊端越来越突

出，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这一次的新冠

肺炎病毒的防控中，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

中华文化包括忧乐文化的优越，也清醒地

看到了西方后现代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无

能为力。另一方面，从个体精神需求方面

来看，“忧”也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

本性，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向

我们昭告了生命的本质，这正是忧乐文化

本身最初的逻辑起点，也是忧乐文化得以

传播并获得广泛认同的逻辑起点，也是忧

乐文化的活力所在。以忧为本质的忧乐

文化，无论从大的文化发展趋势来看，还

是从个体的精神需求来看，都将获得新的

发展机遇。而这也正是忧乐文化赋能文

旅产业高能发展的逻辑起点。认清这一

文化走向，我们才能对岳阳忧乐文化作为

文旅产业发展的巨大潜能充满巨大的信

心，才能在传承和创新忧乐文化符号方面

有所作为。

传统的忧乐文化符号是在非市场化

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往往是一种静

态的文化符号，其作为产品来消费的空间

是有限的，研学游及高科技演示恐怕是目

前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方式。我们

反思后现代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也不能

忽视后现代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文化符号

形式上的丰富而生动的变化，动态的、体

验式的文化符号已成为最具活力最被广

泛接受的文化符号。把忧乐精神符号化

为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获得精神的升

华、压力的释放，应成为当下文化消费的

主导。危机体验、苦难体验、极限体验以

及贯穿其中的奋斗体验，是当下的一种潜

在而巨大的精神需求，也昭示着广阔的产

业化空间。

打造岳阳忧乐文化品牌，赋能岳阳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既具有重要的文化战

略意义，也符合新时代经济发展理念，同

时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忧乐精神
——忧乐精神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之思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封传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