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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色小镇文化共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新途径 
口朱伟芳 

摘 要 ：许 多小镇在经济快速发展 、物质生活大幅度改善之后 ，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 ，倒逼政 

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 ，这与在 经历 了以市场为依托 、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育人、产业育人快 

速发展之后的高职院校又重新回归文化育人的方式类同。由于高职院校与小镇在文化建设的特色与内容 

方面具有一致性与互补性，因此，开展校镇文化共建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与现实意义。校镇文化共建中，既 

要创建文化平台，开展多种文化交流，又要使校镇文化充分渗透、互相补充；通过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挖掘 

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小镇特色文化，完善小镇的文化内涵；丰富小镇文化活动，营造特色文化氛围，提升 

小镇文化品质：创新特色文化产品，推动小镇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特 色小镇：高职院校 ；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朱伟芳(1978-)，女，浙江绍兴人，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地域 

文 化 。 

基金项目：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度规划重点课题“人文旅游发展背景下绍兴地域文化对外交 

流译界研究”(编号：135017)，主持人：朱伟芳。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3—0037—05 

一 千多年前，当牛津大学的几十位教师与学生 

来到剑桥创立剑桥大学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些 

师生带来的不仅仅是育人的知识与育人的理念，更 

重要 的是大学的文化——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 、 

哲理色彩和科学色彩的大学文化，影响、感染着剑 

桥人 ，经过一千多年的文化发展与文化融合 ，今天 

的剑桥小镇已经被剑桥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文化洗 

礼，成为了具有浓厚桥剑特色的文化大镇。中世纪 

的大学对所在的城镇在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之大． 

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以至于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 

文化与宗教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影响和引导 

着人们对于文化的渴望与文化的追求．这不能不承 

认大学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虽然大学已经不再 

是原来的大学——大学的使命和功能发生了巨大 

变化，小镇也不再是原来的小镇——小镇的经济实 

现了现代化、小镇的文化更加多元且更加综合．但 

是，研究大学与小镇的文化融合．尤其是研究具有 

浓厚区域特色和产业特色的高职院校文化与具有 

鲜明水乡特色的浙江小镇文化的融合，仍然具有很 

大的现实意义。 

一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瓶颈 

我国高职院校一直重视文化建设与文化育人， 

在研究与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养成学生良好心理素质、 

理想情操的要求出发，研究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内 

涵，认为“大学文化，是指一切在校园内部环境和校 

园外部环境的互动下，形成的特定的校园生活方 

式．是学校以青年学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 

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核心，以校园特色的人际 

关系、生活行为方式以及由青年学生参与创办的报 

刊、讲座、社团及其他文化活动和各种文化设施为 

表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I1_；“深厚的校园文化底 

蕴、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和丰富而健康的校园文化 

活动，能够陶冶师生的情操、塑造良好的人格、激活 

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教学育人的 

不足”l2_3J。二是研究高职院校文化环境建设对培育 

学生人文素质与职业素质的推动作用．提出“在校 

园的标志性建筑上布置校训，在校园显著位置放置 

校训石．在办公场所悬挂与专业相关的名人字画” 

“通过校内外的环境布置来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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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职业性格及职业操作能力”[41。三是研究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特征，提出高职院校文化具有 

“层次性”“包容性”“延展性”“继承性”“创新性”， 

“大学领导”“教职员工”“学生”等多重主体影响着 

高职院校文化的建设 ；“师生通过完成融入文化元 

素的教学或学习任务，加深对学校的认知 ，提升对 

学校的责任感与归属感”[61。四是从职业需求出发， 

研究具有企业特色的高职院校文化 ．“营造企业化 

的校园文化氛围”“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体现职业 

特色，实现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与耦合”[7-91，等等。 

这些高职院校文化研究成果对提高学生的职业能 

力有很大帮助，但对学生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帮 

助不大，反映出高职院校在文化育人方面的偏执 

与缺失．许多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似乎已经陷人 

了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校镇文化共 

建，既发挥高职院校文化研究与文化创新的特长， 

又发挥小镇特色文化的优势，使小镇文化要素更 

加完整。使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内涵更加丰富。 

二、高职院校与特色小镇文化共建的逻辑起点 

高职院校与特色小镇文化共建的逻辑起点主 

要有两点：一是特色小镇的文化挖掘、文化培育、文 

化创新，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方法途径，都需要高 

职院校的参与：二是高职院校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提升校园文化品质，实现文化育人．同样需要小镇 

特色文化的充实。 

(一 )特 色小镇的文化建设 离不开高职院校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 

后，文化建设也需要快速跟上，才能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 ．浙江省政府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提出 

特色小镇的文化建设。到目前为止，经国务院批准。 

浙江已经有两批共 200个小镇正在进行特色小镇 

建设 。特色小镇建设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特色经 

济建设：二是特色文化建设。经过政府职能部门的 

统筹协调、资金运作与产业发展，特色小镇的经济 

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相 

对缓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高职院校师生的参 

与，需要与高职院校文化融合。 

1．小镇特色文化的挖掘需要高职院校的帮助。 

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江浙一带小镇的许多 

特色文化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又 由于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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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几十年，人们过于注重经济发展，疏忽了文化建 

设与保护．使得原本已经保留不多的小镇文化又丢 

失了许多。要做好小镇的文化建设，首先要做的是 

文化的挖掘和保护，这是一项既没有经济收益，又 

费时费力的事情 ，虽有政府的发动，社会响应寥寥 

无几。但是，这项工作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则具有不 

同的意义，小镇特色文化与高职院校文化在内涵上 

具有趋同性与互补性，而且高职院校师生具有一定 

的文化积淀与文化创新能力，比较适合从事小镇文 

化的挖掘工作。 

2．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涵需要高职院校文化来 

充实 正是由于小镇保留下来的特色文化越来越 

少，因此．要丰富小镇特色文化不仅仅需要对遗失 

的小镇文化进行挖掘，还需要融合其它文化内容， 

充实小镇文化。但是，可以融入小镇文化的“外来文 

化”必须具有小镇的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而高职 

院校的文化恰恰具有这两个特点。其实，高职院校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地域文化与专业文化 

相结合的产物，以高职院校文化反N／I"镇文化正是 

小镇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特色小镇的文化传播需要高职院校师生的 

推动 小镇的文化建设不仅仅只是文化元素的增加 

与文化产品的增多，同样重要的是对小镇文化的宣 

传与发扬，虽然许多人可以从事这项工作，比如，小 

镇人通过 日常生活习俗与文化产业内容传播小镇 

文化．通过旅游服务和文化服务传播小镇文化，但 

是，与每年都在不断变更的高职院校学生的数量相 

比，这些从事小镇文化传播的人则显得数量不足， 

发动来 自全省乃至其它省份的高职院校的学生传 

播小镇文化 ，会更显成效。 

(二)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离不开特 色小镇 

高职院校文化不但具有高校特色，还具有地域 

特色，高职院校文化的地域特色越丰富，文化育人 

的内容就越丰富，育人的效果也就越好。高职院校 

要尽可能传承、吸收更多的小镇文化 ，并将之内化 

为学校文化。 

1．高职院校文化的地域特色源于小镇文化。高 

职院校的办学目的是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在育人方 

面，招生与就业数量最多的是本地学生；在开展科 

学研究方面．合作与服务最多的是本地的企业、行 



业、产业：在依托专业与技术开展社会服务方面，主 

要面向的也是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政府 

职能部门。因此，高职院校在育人、科研、社会服务 

中形成的文化，主要元素或是起主要作用的也依然 

是当地的特色文化 ，即小镇文化。 

2．高职院校创新文化产品离不开特色小镇。文 

化产品的创新设计是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重要内 

容．每一所学校都有文化产品的研发功能。学校研 

发的文化产品必须有其自身特色，这一特色应体现 

出教师的专业特色、本地的产业特色、区域的文化 

特色，其中，教师的专业特色取决于学校的专业设 

置与当地的产业布局，而当地的产业布局与区域文 

化有紧密的衔接与因果关系。因此，学校研发的文 

化产品关键是体现出本地的文化特色，要体现本地 

文化特色就离不开对小镇文化的挖掘、研究，而且， 

在设计、制造出文化产品之后，还要依托小镇的文 

化企业、旅游产业实现产品的交易销售。 

3．高职院校提升文化育人水平也要依托特色 

小镇。高职院校的根本目的是育人．丰富学校文化 

内涵的主要 目的也是为了育人，但是，仅仅依靠学 

校本身很难提高文化育人水平，必须要依靠社会、 

依靠企业、依靠政府。尤其要依靠特色小镇 ，依靠小 

镇的文化元素与小镇的文化活动．要安排学生到小 

镇进行文化调研、学习观摩、研究思考．最好能够融 

人到小镇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以小镇特有 

的文化元素培育学生。 

三、高职院校与特色小镇文化共建的理论基础 

高职院校与特色小镇文化共建既要符合文化 

建设要求，又要研究方法途径，还要搭建平台，设立 

建设项目，组织活动内容，因而需要研究内在规律。 

(一)文化渗透的布朗运动规律 

在高职院校和特色小镇文化共建过程中，两种 

文化之间必然会产生文化元素的渗透，这种渗透方 

式符合布朗运动规律。布朗在高分辨率的显微镜下 

观察到两种不同浓度的液体混合在一起时．分子之 

间存在着从密度高的一方向密度低的一方渗透的 

现象。将两种浓度不同的文化元素混合在一起，也 

会存在从文化元素密度高的一方向密度低的一方 

渗透的现象，渗透的快慢取决于两者接触的频率以 

及接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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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再生的生长规律 

挖掘小镇传统文化是文化共建的重要内容，挖 

掘的方法遵循学术规律。但是，传统文化不能仅仅 

停留在挖掘层面，还需要让挖掘出来的文化能够得 

以传承和发展，这就需要研究小镇文化生存的外部 

条件。传统文化之所以需要挖掘，就是因为小镇的 

环境已经不再适合传统文化的生长，要使它们重新 

生根发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就要象对待植物的 

种子一样。进行浇水、施肥，提供空气、阳光等生长 

条件，文化的再生也需要营造生长环境。 

(三)文化重构的发展规律 

文化共建的另一个内容是文化创新。犹如两种 

不同液体混合到一起必将形成一种新的液体一样， 

两种不同特色的文化相互渗透不只是简单的叠加， 

而是会出现大量的文化创新。与液体相互}昆合产生 

化学反应所不同的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着人 

的思想与人的行为这一特点，所以，文化的融合所 

带来的文化创新．其内涵更加丰富，对人们的影响 

更加深远，而且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创新等文化重 

构现象将会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一次文化重构在 

内容上更加丰富，形式上更加多样，也就是说，小镇 

文化与高职院校文化的文化重构符合融合、重构、 

再融合、再重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 

四、高职院校与特色小镇文化共建的要素构成 

了解文化渗透的布朗运动规律、文化再生的生 

长规律、文化重构的发展规律，并以此为理论进行高 

职院校与特色小镇文化共建，应强调以下几个要素： 

(一)文化融合的充分性要素 

产生布朗运动的充分条件是将两种不同浓度 

的液体倒人同一个容器之中，使两种液体充分融 

合，同理，欲使两种不同特色的文化达到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的目的，也需要保持两种文化频繁互动、 

充分接触。 

1．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与制度性。多样性可使文 

化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 ．制度化可使文化交流的机 

会更有保障。因此，高职院校应在多种层次、多个维 

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文化交流。例如，安排师生到 

小镇参与文化调研，参与小镇文化志愿者服务：开 

展小镇文化宣传与特色文化产品研发，将高职院校 

文化元素、小镇文化元素融入到特色文化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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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小镇文化名人到学校讲课，介绍小镇的生活习 

俗、特色饮食、四季风光、名胜古迹、历史文化、文化 

名人，制订文化活动的长效机制。不断丰富与创新 

小镇的特色文化内容。 

2．文化渗透的基层性与特色性。文化产生与发 

展的基础是小镇百姓，只有依靠小镇人，才能更好 

地继承、发扬小镇文化，因此，要让众多的小镇人参 

与文化共建，尽可能调动小镇人参与文化活动的热 

情，挖掘小镇人热爱的文化内容，为他们组织喜爱 

的文化活动。例如，利用各种传统节日为小镇营造 

文化氛围，培养小镇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养 

成自觉维护传统文化的习惯；通过制造、销售、宣传 

小镇文化产品，扩大文化渗透范围．提高小镇文化 

影响力；开发文化旅游，开放文化场馆，建设文化雕 

塑 ，提升文化品牌，在提高小镇特色文化影响力的 

同时，提升小镇人的文化品味。 

(二 )文化挖掘 的再生性要素 

传统文化的再生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将已 

经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具有鲜明特色并能很好地丰 

富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化内容挖掘出来并加以发扬； 

二是营造文化氛围，加强文化宣传，提高文化活力， 

使挖掘出来的传统文化得以“再生”。 

1．对小镇传统文化的挖掘。高职院校可成立小 

镇特色文化研究基地，聘任高水平文化研究专家、 

小镇长者、有兴趣和专长的学校师生、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专家作为基地的研究骨干，长期研究小镇的 

文化发展史；成立课题组，通过走访调研、专家研 

讨、文献分析、实物论证等方式，挖掘不同历史时期 

小镇的文化特色。分析产生特色文化的历史背景和 

人文背景，研究特色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小镇人 

的经济 、生活所产生 的影响 ；研究特色文化被淹没 

在历史长河中的成因．研讨小镇各历史时期特色文 

化的产生 、发展 、变迁、融合，将 已经流失的、正在流 

失的、将要流失的文化，利用各种平台、渠道、方式 

方法进行传承、发扬。 

2．／J、镇传统文化的“再生”。文化再生至少应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是能够丰富现代人的精神生 

活；二是能够融人到现代文化之中或是独立生存； 

三是虽然当下不具备生存的环境，但可以用文字、 

图片、实物等形式保留下来。为此，高职院校至少应 

40 职教论坛，2016．23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挖掘出来的再生文 

化的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再生文化，欣赏、享受再生 

文化带来的愉悦，将再生文化融入到生活、工作、学 

习中，让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二是撰写再生文化 

书籍，以文字、图片的形式，为再生文化提供新生平 

台，甚至将再生文化融人到春节、元宵、端午、七巧、 

中秋等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中，使再生文化展现出 

新的活力：三是将再生文化融人到小镇的特色建筑 

之中，使小镇人习惯于再生文化习俗。 

(三)文化重构的创新性要素 

小镇文化表现为三种形式：已经被传承的文化 

元素、获得再生的文化元素、不断创新的文化元素。 

三种元素的交叉出现，必然会出现文化重构。创新 

文化元素是文化重构的主要源泉，文化创新是文化 

重构的主要动力。 

1．小镇需要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既是被动的， 

又是主动的。被动的文化创新，是指小镇之外的外 

来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小镇的文化内涵，将新的文 

化元素渗透到小镇的主流文化之中，使小镇的文化 

自然而然地产生变革。主动的文化创新，是指人们 

根据小镇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在原有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 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文化创 

造、文化重构，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可 

以说，被动的文化变革一直在发生，这也是一种文 

化渗透的布朗运动．这种被动的文化变革有可能使 

小镇文化往好的方向发展，使小镇文化内涵更加丰 

富更加健康，也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外来文化 

占据文化主阵地之后，必然排挤小镇传统文化。在 

校镇文化共建中，需要更加主动地开展文化创新， 

在融合小镇传统文化与高职院校文化的前提下，使 

创新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又更加健康。 

2．高职院校应在小镇文化创新中发挥积极作 

用。文化的创新需要经济的支撑．文化的创新又有 

利于文化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 

文化产品，对经济有推动作用，这样的文化创新才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高职院校应当在创新特色文化 

产品、加强特色文化创意设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高职院校可以利用教师和学生的专业特长，利用小 

镇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产业资源、市场资源，从 

生活、娱乐、消费等角度，研究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 



费需求、爱好需求、特色需求 、数量需求，将文化元 

素融入到生产、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环节，开发、 

挖掘各种文化产品，开创小镇的文化经济。 

五、文化共建使校镇双方得益 

文化共建不但有利于小镇的文化建设 。也有利 

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使校镇双方皆可得益。 

(一)学校得益 

1．丰富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内容。教师通过参与 

小镇文化建设 。可以开阔文化视野，拓宽文化研究 

范围，提高文化素养；学生通过参与小镇文化建设， 

可以扩大文化活动空间，获得更加丰富的文化知 

识 ；学校通过文化共建，利用在特色文化研究方面 

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学校服务，可以丰富大学文化 

元素．增加文化育人的渠道，提高文化育人水平。 

2．加强学校区域文化特色。将小镇文化与高职 

院校文化相结合，在高职院校文化中增添了文化元 

素，尤其是小镇已经传承下来的文化元素，曾经流 

失在历史长河中被研究和挖掘出来的文化元素，受 

到外来文化侵入而产生变异的文化元素，以及融人 

到文化创新产品中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具有明显 

的时域特色和地域特色，使高职院校文化更加多 

样、更具特色。 

3．锻炼教师文化研究能力。高职院校教师通过 

参与具有区域特色的小镇文化的研究，可以弄清楚 

小镇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影响小镇文化生存与发 

展的特征要素．学会高职院校文化与小镇文化的融 

合方法，锻炼文化创新产品的实践能力。而且，项 目 

研究有抓手，研究内容实用性强，感同身受，趣味性 

好，投入感强，教师研究能力提升较快。 

4．提高教师文化服务能力。由于高职院校在帮 

助小镇、社区进行文化建设与文化服务方面重视不 

足，教师的文化服务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服务 

能力 ，教师的技术与文化之间已经失衡 ，通过与特 

色小镇进行文化共建，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现象，不 

但使教师越来越重视文化育人，而且通过文化挖掘、 

文化研究、文化实践，大幅度提高文化服务能力，为 

学校回归文化育人奠定师资基础与文化基础。 

(二 )小镇得益 

1．完善小镇传统文化。通过师生对小镇传统文 

化的挖掘、再生以及对传统文化产生、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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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研究，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文化创新产品 

之中，并与政府职能部门合作，开发文化旅游，开放 

文化场馆，加强文化宣传，提升文化品牌，创新、完 

善、发展小镇的传统文化。 

2．丰富小镇文化生活。通过师生挖掘小镇人热 

爱的文化内容，帮助他们组织喜爱的文化活动，调 

动小镇人对文化活动的参与热情；利用传统节 日为 

小镇营造文化氛围，培养小镇人文化自信与文化 自 

豪，养成 自觉维护传统文化的习惯，提升小镇人的 

文化品味，丰富文化生活。 

3．拓展小镇文化产业。高职院校为小镇研发特 

色文化产品，设计特色文化创意作品，研究人们对 

小镇特色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爱好需求、数量需 

求。将特色文化元素融入到文化产品中，将文化创 

意设计融人到包装、服装、影视作品中，利用小镇的 

旅游资源、市场资源，发展小镇的文化产业，开拓小 

镇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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