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沫若文化就是「郭沫若創造的精神財富以及與郭沫若有關的文化遺
存」，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郭沫若創造的文化作品；二是以郭沫

若人生歷程為內容留下的文化遺存；三是研究郭沫若的學術成果和運用郭
沫若作品實施再創作的文藝作品。

一、沫若文化的豐富內涵
郭沫若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郭沫若一生

的經歷，其豐富的歷史和人文價值，需要不斷挖掘；郭沫若身上體現的情
懷和精神，是建造新時期文明、道德、思想家園的寶貴財富，是文化強市
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報效祖國、愛國愛民。郭沫若一生始終將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

福作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早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動，建立著名
文學團體「創造社」。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他冒㠥生命危險，拋妻別子回
到祖國，創辦《救亡日報》。他的文藝作品充滿了對祖國的愛、對人民的
情，詩集《女神》洋溢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呼喚㠥祖國在革命大潮中
的新生，《屈原》、《虎符》、《孔雀膽》和《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是
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
追求真理、開拓創造。郭沫若在對待文化問題上有博大的胸懷，他既反

對民族虛無主義，又反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他主張吸收異國民族文化的
精華，「借石他山」，賦予「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他的《中國古代
社會研究》，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第一部經典著作。他的文化風格是多變
的，他積極吸收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並與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緊密結合
起來，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自己的氣派。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郭沫若是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奠基人、培養科

技人才的好導師。他參與制定關於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方針和任務，組建中
國科學院，創建中國科技大學。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提高發展生
產需要技術科學、自然科學。現在人才太少，我們得趕快訓練大批人才，
掌握住進步的技術以達到發展生產的目的。」他不斷呼籲社會重視科學技
術，提出「科學需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需要科學技術」的著名論點，強
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更必須有近代科學技術的大力支援」。他熱忱號召
「向科學技術進軍」、「攻佔科學堡壘」，「大力發展尖端科學技術」。

博採眾長、勤奮耕耘。郭沫若之所以能夠成為卓越的文化戰士，傑出的

學者、著名的文學家，除了時代賦予的社會環境條件、青少年時代打下的
深厚學識功底，博採眾長，善於吸收和融會貫通人類創造的優秀文明成
果，是他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接觸到西方各種流派
的文化，他精通日語、德語、英語，為直接學習先進文化、萃取精華提供
了條件，他翻譯的文學作品和歷史著作就有300萬字之多。

二、樂山弘揚沫若文化的優勢
郭沫若是在樂山美麗的自然山水與深厚的文化積澱中孕育成長的，他的

性格、才能、成就以及一生的追求，都打上了樂山的印記，沫若文化是樂
山獨有的特色文化資源。
（一）人文資源及郭沫若文化創造是文化強市建設的源頭活水。樂山作

為郭沫若獲得生命和人生第一縷智慧之光的地方，「名人舊居」和少年行
跡這一文化資源是獨一無二的。從這裡，人們可以了解到郭沫若青少年時
代的生活，考察他接受教育、奠定知識結構和思想基礎的環境，為紀念郭
沫若樂山精心打造的音樂劇《沫若少年》，就是以藝術的形式反映他這一時
期生活經歷的作品；郭沫若的很多作品都表現了對故鄉的眷戀和熱愛，如
他的自傳《我的童年》中，就有大量描寫故鄉樂山風土人情的內容，這些
內容在文化強市建設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情景重現，來吸引喜愛和研究郭
沫若的人們。
（二）從事沫若文化研究的隊伍和研究活動是文化強市建設的驅動力

量。在沫若文化研究和開發應用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老、中、青結合的
郭沫若研究隊伍，這支隊伍廣泛吸納了國內外各領域、各層次的人才，這
支隊伍既是沫若文化研究的主力軍，也是文化強市建設的骨幹力量。在文
化強市建設中，將發揮重要的方面軍的作用。沫若文化研究活動的開展，
形成了省、市、區三級區域文化建設與學術活動互動共促的良性循環機
制，開通了文化強市建設「招才進寶」的「高速公路」。
（三）對沫若文化多個層面的推廣應用是文化強市建設的發展路徑。樂

山在郭沫若與傳統文化、郭沫若與區域文化、郭沫若與旅遊文化、名人文
化資源的開發應用方面，顯示與眾不同的特色。首先，將郭沫若的文化遺
產作為傳播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在各級黨委政府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各項
推廣活動，從而把一般學術研究和文化開發較好地結合了起來；其次，是
以主辦或聯辦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實現了高校、學術團體、地
方政府互動合作，提升了地方文化的水平和實力；第三個方面是加強與國
內外社會各界的聯繫與合作，提高了樂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三、將沫若文化貫穿文化強市建設的全過程
2012年4月，樂山作出了《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建設文化強市的決

定》，對打造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樂山名人文化品牌進行了精心部署，弘揚沫
若文化，將會貫穿到樂山文化強市建設的全過程。
（一）不斷增添沫若文化傳承方式。根據時代發展尤其是人們欣賞方式

的變化，不斷改進方式方法，是有效傳承沫若文化的內在要求。一是資源
整合，整合沙灣郭沫若故居和新建成的郭沫若紀念館的資源，用實物、實
景、圖片等多種形式，豐富展覽和陳設內容，使人們更加全面了解郭沫若
生平、事跡、成就，匯聚人氣、吸引人心。二是情景再現，把沫若文化與

樂山的風土人情、市井生活、飲食文化、旅遊產品開發等有機結合起來，
助推樂山文化和旅遊發展。三是網絡傳播，對已經開發出來的沫若文化資
源進行信息化處理，以現代信息技術進行沫若文化軟性產品的開發，以此
加大沫若文化開發、傳播的速度和規模。
（二）大力挖掘沫若文化資源。沫若文化作為樂山獨有的特色文化資

源，在開發、應用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一是藝術再現郭沫若成長
歷程。結合當下的傳播形式和人們的文化消費心理，實施再創作，不斷推
出有影響力的作品。二是開拓郭沫若優秀文化作品傳播新途徑。把沫若文
藝作品改編為電影、電視劇，製作成網絡視頻、網絡書籍，既能有效弘揚
沫若文化，也可以產生較大經濟價值。三是中外郭沫若文化研究成果推
廣，以新的觀念和新的視野，催生一批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力爭有新的
發現，新的創見，引發新的思考，形成新的熱潮。
（三）大力運用沫若文化成果促進文旅產業發展。樂山正㠥力開啟把

「沫若文化」轉化為文化強市建設具體實踐的新階段。目前，已投資2億元
實施沙灣沫若文化廣場、濱河路文化長廊建設等40多個項目，豐富城市文
化內涵；已投資1億多元，建設沙灣郭沫若紀念館、沫若文化苑、文昌巷民
俗文化商業街。樂山設立了文化文物專項資金、農村文化建設專項資金和
文化發展專項資金，鼓勵市內文化單位與省內外、境外文化機構進行項目
合作，吸引文化名家來樂山發展，加快推進「沫若文旅產業園區」建設。
（四）持續擴大沫若文化影響。「走出去引進來」，不斷提升沫若文化影

響力。一是學術研討。推動郭沫若學術研討成為文化強市建設的重大活動
項目，在北京郭沫若故居、日本市川市之間形成互動，5年舉辦一次研討。
發揮「郭沫若文藝獎」、「樂山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獎項的引導和激勵
作用，對優秀研究成果和文化產品進行表彰獎勵。二是文藝活動。不斷推
出與沫若作品和人生經歷相關的精品力作，引發各方關注。2012年11月，
在北京和樂山巡迴舉辦「紀念郭沫若誕辰120周年書畫展」，推出大型勵志
音樂兒童劇《沫若少年》並適時在全省乃至全國巡演。三是推廣普及。組
織社科專家精心編纂郭沫若文化科普讀本《文壇巨匠郭沫若》，在青少年中
開展「沫若文化伴我成長」主題系列實踐活動，讓沫若家鄉的孩子走近郭
沫若。由郭沫若研究專家編撰的《郭沫若研究文獻匯要（1920—2008）》等
讀物的出版也將進一步推動沫若文化的推廣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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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古稱嘉州，建城迄今已逾三千
年。
樂山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三千多年

前，古蜀國定都於此，書寫了巴蜀文明
輝煌的一頁；兩千多年前，南方絲綢之
路經此周轉，中外文化在此交匯、融
合，佛教文化也從此傳入，開啟了樂山
作為東方佛教聖地的歷史；1300年前，
樂山人開始在水流湍急的江邊修建一座
高達71米的大佛，在此後的悠久歲月
裡，這尊大佛成為世界上最雄偉的石刻
佛像，也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張著名名
片；70年前，在那場抵抗外侮的戰爭
中，故宮文物南遷樂山，中華文明的血
脈得以避過戰火的蹂躪。樂山，還以靈
秀的山水和深厚的文脈，孕育了蘇東
坡、郭沫若兩位中國文化的巨人。
樂山是著名旅遊城市。在這片1.28萬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美景薈萃，知名景
點星羅棋佈。在這裡，不僅能領略川西
地區的獨特風情，也可以同時感受江南
水鄉的秀美風韻和民族地區的神秘魅
力。國家5A級景區峨眉仙山俊秀雄偉，
名列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1996年，
峨眉山、樂山大佛雙雙入選世界自然和
文化遺產；國家級森林公園峨邊黑竹溝
有「中國百慕大」之稱，國家級地質公
園金口大峽谷被《中國國家地理》評為
「中國最美大峽谷」之一，「工業文明的
活化石」嘉陽小火車，每天依然奔馳在
崇山峻嶺之間⋯⋯
樂山是西部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目

前，成（都）—樂（山）、樂（山）—宜
（賓）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車，樂（山）—
雅（安）、樂（山）—自（貢）高速公
路、成（都）綿（陽）樂（山）城際鐵

路將在2013年建成通車。此外，樂山港
項目建成後，將成為成都經濟平原經濟
圈通江達海的唯一港口，也將是重裝設
備出川的第一港。
樂山是一座充滿機遇的城市。這裡水

能、礦產資源得天獨厚，是中國硅材料
及太陽能光伏基地、西部建築建材基
地、四川鹽磷化工基地、四川農產品出
口加工基地。樂山也是一座開放的城
市，美國摩托羅拉、安森美等一批世界
知名企業均在樂投資，樂山還與澳大利

亞弗雷澤海岸市、美國吉爾伯特市等結
為友好城市。
樂山，宜居，宜遊，宜業。
樂山，樂水，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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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進樂山文化強市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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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 樂水 樂在其中

■郭沫若故居後花園

■樂山版「清明上河圖」——嘉定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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