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志资源对高校产学研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实践路径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①

董　馨

　　新世纪以来，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振兴进行嵌入式
互动，各项工作较之从前更有生命力和时代感，也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

在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高校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高校的产学研体系与地方志资源

深度耦合，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互动发展已成为一个新趋势。本文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拟从地方志资源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产学研的积极

意义和实践路径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深入探讨地方志资源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

领域的特殊作用，希望形成管窥之见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提

供参考和借鉴。

一　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双向互动的积极意义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是中国的国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

人类文化遗产之一。”① 从事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崇高事业，其对高校产

学研体系建设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思想衍变意义。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首要意义就是要有思想境界，要有品质、胸怀

和格局，树立大方志的观念，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抢救、整理、修缮和保护工作，建立并完善地

方志资源的信息化平台，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受众群体，让受众群体感受地方志资源背后的传统

文化底蕴和古人思想文化水平。

二是学术示范意义。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需要学术素养和学术思想作基础的复杂性

工作，需要从业人员耐心细致并富有创见的开发利用。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加强人文湾

区建设，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加强香山文化的建设，香山文化的建设在高校呈现了势强

的趋势，关于香山的历史文化资料特别是地方志资源得到高校师生的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

成果。

三是文化传承意义。地方志资源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涉及一个地方的历史、地

理、物产、民风民俗、名胜古迹、知名人物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地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高校产学研体系把地方志资源吸收加以利用不失为一种创新之举。对推动地方文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四是实践引领意义。高校产学研体系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就是发挥平台作用并付诸实践。高校

产学研体系可以较好地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人力，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形成一个强大的集聚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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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矩阵，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高校产学研体系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扎实实践是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一个内在驱动力，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产学研平台站在学术前沿，具有先进的理念和研究动力，高校的

学者、师生是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要群体，同时也是地方志文化的重要学习者和传播者，

对推动地方志文化建设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二是高校产学研平台是党领导下的重要组织力量，

其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有针对性，研究领域广泛而科学，研究效率和作用能够起到引领示

范，对加强地方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是高校产学研平台是一个

重要的人才培养平台，在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具有人才优势，高校不乏热爱传统文化，有

志于地方志资源术业专攻的师生，无论是专业团队的规模，还是专业团队的素养，高校产学研平

台均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有的高校开设的学科如历史学、历史文献学、方志学、旅游学等，或

多或少都涉及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因而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体系互动与耦合必将产生出

新的文化产品，并形成规模开发和综合利用。

二　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双向互动的实践路径
当前，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离不开信息化和大数据，信息化和大数据作为科学的研究方

法和手段，是推动地方志资源和高校产学研深度耦合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双方的互动必须基于信

息化的实践路径，才能提升合作的质量和水平。笔者认为地方志资源对高校产学研发展的实践路

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利用地方志资源培育学科优势

地方志资源是一种重要的地域资源，高校的产学研首先要对地方志资源进行历史、科学和

学术的深入研究并进行学科构建，培育地方高校的学科优势。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

革命先进者，其早年的留学和革命经历，特别是辛亥革命实践，对弘扬香山文化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加之唐廷枢、郑观应等清末洋务运动的香山商帮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表现，

使得香山文化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打上了 “香山烙印”。这种地域文化的积淀以及海内

外的文化互动，使得香山文化成为广府文化重要的子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欧美高校具有

深厚的基础。今天高校产学研对香山文化进行再挖掘的时候，不可脱离的一种基础资料就是香

山地方志资源。中山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借助地方志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在弘扬香山文化的同时，积极探索文化的根源，把文化寻根纳入产学研。这种文化寻

根行为推动了地方志资源研究，也对地区高校的产学研资源进行了再整合并培育了新的学科优

势，诸如香山文化研究、广州大典谱写等方面均有所体现。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校产学研体系

有必要依托地域资源进行全面架构，特别是旅游、酒店、商务、贸易等学科的构建，有必要加

强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加强学术之间的交流互动，唯有如此才能赋予学科新的生命力和发展

动力。

（二）利用地方志资源进行地情研究

地方志资源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地情研究，古人对地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物产和民俗

方面。

物产在方志中是与风俗并重的必记内容，被称为方志起源的 《禹贡》《山海经》中就已有了

对物产的记载。《禹贡》涵盖九州，记载万物，开启地方志记载民俗、物产等内容的重要传统。

地方志记载风俗始于 《山海经》，旧志中多设有风俗志 （或称风土、民风、礼俗、土俗），反映

一方人民的古今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地方志关于民俗的记载，是研究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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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基础是民间文化，亦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根文化，是文化的土壤和乳娘，是特色文

化的源泉。”① 从珠三角经济带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南粤大地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十

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岭南文化等文化资源均具有地域性特点，即便如

香山文化等子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背后所依托的是强大的地方志资源。新时代工业化进

程，创新发展成为这片土地的新特点，然而文化的力量往往体现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很多风

俗习惯其实只是古人生活传统的延续。在传统与现代习俗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是人文湾区建设的

一个重要抓手，没有文化底蕴，现代也难免肤浅，没有现代引领，传统也难免僵化。避免传统与

现代的矛盾就要深入研究地情，在地情资料再挖掘、再利用的同时作出文化创新的正确选择。新

时代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深圳文化，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成功案例，在城市建设与高校产

学研体系建设过程中没有忽视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一点体现在国企改革、深圳大学创办

等具体实践之中。对地方志资源的重视，对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的重视，体现了深圳市的人文精

神，这种精神也是岭南文化的一种折射。

（三）利用地方志资源进行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历代方志大都将山水、名胜、古迹等内容作为记述的重点，有人还把地方志归入 “地

理书”的范畴，这不能说没有理论依据。地方志从宋代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清代，所记载门类

大多是建置、舆图、疆域、山川、名胜、物产、赋役、风俗、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最近

一段时期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内外掀起一股香山文化热，中山、珠海、澳门等地的大学借助香山

文化热，积极整理并出版香山史料并保护相关文化遗产，发挥了高校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特有的

作用。近代以来，珠三角地区作为开眼看世界的前沿阵地，产生了 《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

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志特色的启蒙书籍，有志者利用地方志资源进行思想启蒙，对后来的资本主

义思想早期萌芽和革命文化思想诞生起到了助推作用。由此可见，保护文化遗产并且在此基础上

进行文化再造多么重要。据此而言，无论是地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是高校产学研体系的文化

遗产保护，均不能背离地方志资源的基础性研究。珠江三角地带是古越国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近

代革命文化的兴起地，无论是传统的地方志资源，还是创新的地方志资源，在这里均能找到典型

案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建设势强，保护文化遗产成为提升人文内涵的重要内容，也是高

校产学研体系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加强地方志资源研究，特别是文化遗产的研究，不失为

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

（四）利用地方志资源推动高校实践基地建设

地方志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加强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是地方政府推动区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实作基地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

效载体。在高校实作基地建设中，校企之间的合作会因为高技能的实用人才培养而得到升华。

地方志资源的管理部门、研究部门特别是高校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地

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和能力之上。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之于 《广州大典》的编纂工作就是

一个成功案例，对树立广州形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不失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文化工程建设。《广州大典》的成功案例对于相关高校的产学研领域的促动、影响和启示是，

高校实作基地建设是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不可忽视的领域，也是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

传统的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借助信息化平台和文化工程建设，能够绽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挖掘，较之广州，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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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梅州等地依然可以参照 《广州大典》的模式，进一步挖掘区域内的地方志资源，推动

地方与高校互动，加强区域内高校的实作基地建设，培养大量的实用人才。一方面推动地方

志资源对高校产学研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形象重塑。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把

产学研建设与地方志资源开发深度耦合，发挥高校的专业优势和地方政府部门的资源优势，

在推动地方志编纂、地方志资源信息化、旅游开发、文化资源利用、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等多领域进行互动合作，形成保护地方志资源的新模式，形成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的

新路径。在地方政府的战略发展规划中用足地方志资源，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

提供智力支撑和保障。

结　论
地方志资源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积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毋庸置疑，

但是文化水平是否与经济水平相匹配，则很难有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经济发达的地

区其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唯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其发展质量和水平才能得到中

肯的评价和认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文化力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性，这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也能在地方志资源利用和开发中得到体现，这无疑是一个可

喜的现象。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群众对文化的需求，特别是对传统文化

的需求相对多元化并且良莠不分，因而保持文化的根脉和底蕴显得尤其重要。地方志资源背

后的传统文化如何再发掘再利用并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化，将是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协同

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无论是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是高校产学研体系对

地方志资源的吸纳，都是任重道远的过程，有必要统筹在地方政府文化工程建设的范畴，加

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为区域文化增强一种重要的底色，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

的一个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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