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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研究

吴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的探索
!!!以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为例

王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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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方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认识到校园所处地域文化333吴文化的历

史传承和现实意义$并通过搭建平台'树立品牌'交流推广等方式将吴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融合一起$传播阅读价值$建设书

香校园$提升校园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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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高校

校园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地方文化的土壤&无锡科技

职业学院是一所根植于吴文化发源地333无锡新吴

区的高职院校$学校重视地方文化的研究$充分利用

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平台作用$探索利用吴

文化的精髓$打造学校的文化品牌$提升竞争软

实力&

一"吴文化的内涵与特色

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今苏南

浙北为代表$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所有成果*

#

+

&即吴地人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存方

法$吴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特色$具体来说是指

吴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园林建筑'饮

食衣著'风俗民情等*

!

+

&

自泰伯奔吴$建立吴国以来$谱写了.吴越春秋/

的历史辉煌$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和南北文

化大融合$从唐'宋开始超越北方$从.轻死易发/的

尚武骁悍到精致文雅的.士卒精神'书生气质/$随着

明清以来工商业的兴盛$苏杭一带成为人们心目中

的天堂$直至今日吴地经济'科技'教育等都领先于

全国$无不散发着吴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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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原无锡新区的基础上成立了无

锡市新吴区$.新吴/二字$体现了吴文化发祥地的历

史意义$同时蕴含着在继承古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发展的意思&新吴区的成立$有利于弘扬和认识.崇

德'重文'务实'创新/的吴文化内涵和特色%"

#

#吴文

化的崇德$泰伯三让王位$赢得孔子.至德名邦/赞

誉&厚德载物作为吴文化核心的道德内容$成了立

身之本&从远古的泰伯到明代的东林党$无不体现

出崇德之风&"

!

#吴文化的重文$吴地崇学重教$人

才辈出&古代苏'锡'常以及杭'嘉'湖等地$进士'状

元等联袂而出$自古至今$长江三角洲的杰出学者占

全国的
G"W

$成为一方充盈着学理性的文化土壤&

"

&

#吴文化的务实$工商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繁荣$

孕育出了经世致用的实干思想&经世致用在近代主

要表现为学'用结合$积极主张以实用的知识与科学

技术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实业&"

G

#吴文化的创新$

泰伯在荆野之地$开拓建起勾吴国$吴地自此涌动着

一种不拘成规'敢想敢干的开拓创新精神&中国的

历史传统是重农贱商$但吴地很早就开始工商并重&

及至当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无不显示其创

造性&

二"地方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的意义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和竞争$高职院校逐

步认识到$学校教育不能仅限于学生知识和技能的

简单培养$而应该注入根植于内心的文化修养和价

值认同$所以高职院校纷纷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但是

由于校园间主体价值取向$行政管理部门的统筹协

同等原因导致各高校间校园文化趋同化&所以探索

地方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建立区别于其他学校

的特色文化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一$两者的融合是地方发展的需要

高职院校主要为区域经济社会培养高技能应用

型人才$因而高职院校和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

分的.天然/联系&首先$随着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急切地需要能够适应社会文化$融入企业文化的

各类人才$校园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是地方社会

对校园人才培养的要求&其次作为社会文化和社会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文化直接反映或者间接

吸收了社会文化的精髓$继而通过提炼'发酵'创新$

反过来成为社会文化和社会精神的辐射源和助推

器$对社会文化起到重要渗透和推动作用$为地方综

合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等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两者的融合是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的需要

校园文化的特色成为了高校生存发展的生命

线$在校园文化建设趋同大势下$建立校园文化的特

色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点&高职院校依附于地方政

府和地方发展建设的需要$从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校

园文化的开展和推广无不天然地打上了地方文化的

烙印$而地方文化又天然地有着区别于其他文化的

特殊性$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与地方人文资源有机地

融合在一起$对地方文化进行深度地开发'利用$整

合$使校园特色的创建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操

作起来也有抓手和方向$是校园特色发展$内涵凝练

的必由之路&

#三$两者的融合是校园师生发展的需要

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学校的使命&教师

的职业素养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归根结底都和

地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师培养的目标是适应

社会和企业需要的人才$必须要强化对地方优秀文

化的吸收和认同$教学才能有的放矢$高职院校毕业

学生主要服务于本地区社会企业$在校园期间就必

须要感受地方文化的特点$积极融入到地方人文环

境中$这样才有助于就业$成才$有助于进一步改造

和建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展现大学生的自我价值&

带着地方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会无时不刻影响着

教风和学风$潜移默化中内化为校园的气质和风气$

这无疑对师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吴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的探索

地方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对地方和学校都有

着重要的意义$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所处吴文化发祥

地新吴区$其校园文化建设中必然要思考与吴文化

的紧密'深度融合$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

平台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校园文化

中吴文化特色&

#一$吴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的思路

#?

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

吴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千百年的融合

和发展变化$从落后到先进$从尚武到崇文$从蛮荒

之地到精细雅致$无不透视着历史文化的魅力$吴文

化不仅没有随着历史车轮湮灭$而且不断发展传扬$

影响着吴地社会'经济'人文等方方面面&无锡科技

职业学院作为服务地方的高职院校$在培养专业人

才的同时$要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同时校园要

作为地方文化的名片$从校园的底蕴中透着地方文

化的现在和过去$这样校园的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

中必然要重视吴文化的传承$从历史中了解过去$从

现实中把握未来$寻找经济发展的根$探索文化底蕴

的魂$唯有此校园文化建设才会有活力和生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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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可以积极发挥文献资源收集的优势$重视地方

文献的专门收集$专门展示$同时根据历史的脉络$

现实的发展$重点突出吴文化的历史传承意义$把重

要的历史节点'重要的人物贡献进行系统爬梳$创新

传播方式$通过视频收集'图片展示'自媒体发布等

等形式$把吴文化的历史传递给读者$把文化的根落

在校园生活中&

!?

重视建立品牌!树立特色

吴文化影响范围广泛$在吴文化辐射范围内的

高校都有吴地地域文化的根和魂$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就需要积极地思考依托本区域

的核心文化价值认同$突出自己的文化创建特色$以

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文化平台&学院所在新吴区$从

鸿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梅村泰伯庙的历史留存中都

能看出是吴文化发祥之地和核心区域$有着重要的

历史意义$学院的文化建设中与吴文化的融合有着

更突出的区位优势和更重要的历史价值&地域的文

化价值就是校园的特色价值$文化是一种大家认可

的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其传承和发展需要平台和

载体$所以在传播文化的时候要有品牌的意识$以品

牌的形式强化文化阵地的存在$并以品牌树立校园

文化建设最明显的特色$这是校园文化建设抓手的

需要$也体现了高校在地方建设和文化宣传的阵地

价值&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就牢牢抓住.吴文化书院/

的品牌$紧紧契合地方文化$校内植入地域符号$树

校园品牌$校外以特色建设传播地域文化&

&?

搭建校园平台!重视人文情怀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载体和平台$在高职院校深

入发展的今天$物质等外化的文化建设相对来说比

较容易实现$但是根植于师生内心的文化认同$文化

价值培育$文化的交流内化$需要校园自身的文化修

养提升$且投入更多的耐心细致地培养&这些都在

呼唤校园寻找自己的文化建设方向$搭建各类校园

文化建设平台$以此来凝聚师生的参与热情$以师生

的参与'认可和支持$来建设看不见的精神文化&无

锡科技职业学院在融合地方文化和校园文化建立特

色的时候$就应该结合校园传统$依托现代信息技术

搭建各类平台$依托文化品牌$吸引师生参与$让校

园文化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广泛参与各类平台&

同时地方的人文历史是校园和师生的力量倍增器$

文化底蕴会给师生产生无形的动力和成就感$高职

院校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时候$不能急功近利$实用

主义$而是应该培育校园的人文情怀$培养根植于内

心的文化认同$这需要有时间慢慢磨砺$需要有情怀

感染彼此$需要品格和言行的示范身教&

#二$吴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的实践

图书馆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图书馆有

着得天独厚的场馆优势$知识平台优势$同时图书馆

也是师生校园活动最重要的场所$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图书馆抓住这些优势$在吴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

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实践&

#?

建立$吴文化书院%品牌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有着得天独厚的吴文化土壤

和背景$但是校园师生对于.吴文化/的认识是非常

感性的$或停留着泰伯奔吴的故事$或局限于政府开

展的大型活动的感性认识$或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回

顾$不成系统$没有一个完整系列的认识和积淀&图

书馆看到文化的传播$需要系统完整地进行梳理和

展示$需要不断地强化和宣传$这样才能深入人心$

唤起大家内心认同$所以图书馆搭建.吴文化书院/

品牌$以品牌来搭建平台$以平台活动来宣传和推介

吴文化专题知识$促进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通过强

化品牌意识和品牌传导$把对.吴文化/的认识植入

师生的教学生活和社团活动中&比如图书馆设立

.吴文化书院/大讲堂$.吴文化书院/新浪博客$.吴

文化书院/读行社社团$.吴文化书院/读书台微信公

众号等$均冠以.吴文化书院/的品牌$在校园内外$

以.吴文化/标志校园文化特色$以品牌传递文化内

容和图书馆服务$成为了图书馆的特色&

!?

建立地方文化特色馆藏!成立专题书库

吴地的文化$吴地的历史名人$吴地的吴侬软

语$吴地的经济发展$吴地的戏曲教育$吴地的书画

工艺$吴地的园林建筑$吴地的民俗民风$这些都是

每一个身在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园内的师生都迫切

想了解的知识和信息$这既是弥补学生基础教育阶

段对于文化修养培养的缺失$又是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吴文化对于师生的一种吸引和向往$同时也是师

生沟通交流$融入校园$了解社会$走向企业的需要&

这些都促成师生对吴文化的历史脉络和人文知识有

着强烈的探索和认识渴求&图书馆的重要职能是文

献资源的收集$当地历史人文的积淀和传承$要依靠

图书馆对相关资源的专门收集和传播&图书馆为此

开设了.吴文化书院/专题书库$专门收集吴地历史

文化和研究发展的图书文献资料$并开设专架$方便

读者借阅和交流$突出.吴文化/资料的分享和馆藏

特色&

&?

打造校园文化平台!推出$吴文化书院大讲堂%

校园要贯彻落实高校.文化传承.的办学功能$

就必须重视校园文化平台的搭建$图书馆重视文献

资料的收集$建立专题书库$创建特色馆藏$如果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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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此$那是远远不够的$图书馆要主动探索和搭建

一个校园文化平台$把吴文化的知识和校园阅读文

化等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吸引师生参与$广泛传播

出去&图书馆基于此$推出了.吴文化书院大讲堂/$

大讲堂作为学校的品牌在校园内外传播$重点地邀

请吴地文化名人$阅读学专家来校讲座$通过专家学

者的讲座$传播吴地地域文化$大力推广校园阅读$

培养校园的读书气氛和人文情怀$营造校园文化氛

围$提高师生文化修养&这样不仅提升图书馆在推

广校园文化时发挥的作用$更是利用名人效应宣传

推广校园&

G?

发展&吴风书韵'导读馆刊

图书馆要充分重视传统的媒体平台$既要结合

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推广$服务特色宣传$又要关注地

域文化系统传播的平台建设$校园文化与之的融合

探索$更要重视师生读者的阅读'写作的习惯培养和

能力提升&导读馆刊在各高校间如火如荼的展开$

已成为推广阅读和推动深阅读的平台$发挥图书馆

的导读'导学功能$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范畴&

*

G

+无

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从
!"#G

年开始筹办,吴风书

韵-导读馆刊$由图书馆.吴文化书院/社主办$在导

读$导学的平台搭建基础上$重视吴地文化栏目的建

设$开设了.吴风新韵/'.吴史钩沉/'.泰伯文化/等

吴地文化的专门栏目$开设.校园书吧/和.书香校

园/等师生参与栏目$结合校园阅读$弘扬吴地地域

文化$培育校园书香文化$搭建读书交流平台$铸造

园区的办学特色&刊物在校内外传播广泛$赢得了

同行和师生的一致好评$成为学校和园区的特色

名片&

B?

搭建网络平台!建立阅读交流圈

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平台搭建中$既要重视传统

的媒体平台建设$搭建一个师生参与的展示平台$同

时要积极探索师生的关注热点和信息建设带来的利

用变化$积极搭建网络平台$丰富校园文化平台的建

设&校园文化平台的搭建要认识到不能简单地单向

传递服务$宣讲知识$而是要建立紧密交流$互相督

促$吸收借鉴$传播文化正能量的阅读交流圈&经过

不断地努力$图书馆经营了以.吴文化书院博客/为

中心的博客交流圈$图书馆工作人员$社团成员和普

通读者也积极参与其中$传播吴地文化$推广阅读交

流&图书馆还开设了.吴文化书院读书台/微信公众

平台$专门设立.读行吴地/.吴地人文/.吴地书目推

荐/等栏目$每周一定期刊发$特别是每期以.吴文化

书院/为图片形成宣传特色$.吴文化/品牌的影响和

传播深远&图书馆还建立了以校园师生为基础的

.读者服务
PP

群/$以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的图

书馆界.全民阅读推广群/$以不同的交流圈$推广阅

读的价值$传播校园特色&

$?

丰富文化活动!用阅读传递校园文化书香

图书馆应该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阵地$图书馆

不断地探索文化建设平台$利用平台吸引师生读者

参与$利用师生读者的参与来传播地域文化信息$建

设书香校园&在争取最广泛的师生读者参与其中

时$图书馆就要结合吴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不断丰富

文化活动的形式$完善图书馆文化阵地建设$培育校

园文化氛围$传递阅读的价值$营造书香校园$以书

香校园推进文化校园建设&图书馆利用读书会社团

组织丰富多样的读书交流活动$针对吴地作家作品

开展.同读一本书/读书活动$.吴文化书院/社团组

织吴地走访活动$进行.开博'读博'写博/吴文化博

客交流大赛$以及.夜读校园/等别开生面的活动形

式$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开展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和

新生阅读季系列活动$以.吴文化/建立特色$以阅读

传递校园文化书香&

四"结语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是一所根植于吴文化土壤中

的高职院校$

!"#B

年在.崇德'重文'务实'创新/的

吴文化精神培育下$在全校师生努力下$顺利成为江

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这与校园文化的底

蕴是分不开的&图书馆牢牢抓住吴文化特色$紧密

结合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探索校园文化建

设的特色$凸显了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传递了阅读的价值$营造书香校园氛围$更把吴文化

与校园文化深深结合$创出校园文化特色$打造校园

宣传品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参考文献'

*

#

+

!

0;;

=

%((

>,2U4?:(?M(7

(

N(M

(

$&E$#"BA$BD%EB&?0;7-?

*

!

+

!

虞澄
?

吴文化的基本精神*

'

+

?

吴中学刊$

#%%E

"

G

#%

#?

*

&

+

!

耿健钢
?

浅谈吴文化的源流及其影响*

'

+

?

常州工学院

学报"社科版#$

!"#!

"

G

#%

#AB?

*

G

+

!

蔡红
?

尹恩山333以导读为视角$对图书馆自办报刊的

思考*

'

+

?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

"

#!

#

?

&责任编辑
!

李亚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