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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宝鸡市融媒体中心探源
礼乐文明全媒体采访行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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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奔流不息，

滋养着华夏大地，哺育着中华儿女，创造出无数光彩

夺目的文化瑰宝。其中，周文化以其独特的礼乐制度和深

邃的文化内涵，成为镶嵌在中华文明桂冠上的一颗璀璨的

明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宝鸡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

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

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

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代一代传下去。

为了深入挖掘和传承周文化遗产，我们精心策划启动了

“西凤酒”寻周记——宝鸡市融媒体中心探源礼乐文明全媒体

采访行动，在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访团队将深入探访

宝鸡及周边地区周文化遗存，为公众带来系统、直观、生动

的周文化解读。

这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崇高致敬。

三千年后，我们再出发
——写在寻周记·宝鸡市融媒体中心探源礼乐文明全媒体采访行动启动之际

本报记者 祝嘉

支持单位

秦公镈

何尊

追寻周人的足迹，记者来到杨凌教稼园采访。    本报记者 张家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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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寻根之旅
三千年时光荏苒，历史的长

河依旧波澜壮阔。在中华文明的灿

烂星河中，熠熠生辉的周文化，照

亮了华夏儿女的精神世界。

此次采访行动，旨在追

寻周文化的历史脉

络，探寻周文化的

时代价值，让这

一古老的文明之

光再次照亮我们

的前行之路。

宝鸡是周文

化的发祥地和核

心分布区。《尚书》记

载，周人自称为夏，其分

封诸侯称作诸夏，也称诸华，后

来二者并称“华夏”。这里的一处

处古老遗址、一件件珍

贵文物，既是历史的

见证，也是文化的

载体，向我们展

示着中华文明的

晨曦，和华夏儿

女的乡愁。

孔子曰：“周

监于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从周。”周

文化以礼乐为核心，强

调“和”与“礼”，注重人的道德

修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在周代，

礼乐不仅是一种文化习俗，更是一

种社会规范，贯穿于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个领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

和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即使

在今天，礼乐文明依然闪耀着智慧

的光芒，为我们提供着推进国家治

理、社会和谐的宝贵启示。

此 次

采访行动，采

访团队将通过实地

探访、专家对话等方式，

系统梳理周文化的发展脉络，挖

掘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通过全

媒体平台，以图文、视频、音频等多

种形式，生动展现周文化的魅力和

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周文化、认

同周文化、传承周文化。

通过追寻周人走过的足迹，我

们将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华文明的

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从而更加坚

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这是一次联通之旅
周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滋养了宝鸡这片

热土，也对周边的杨凌、庆阳、咸

阳等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次

采访行动，旨在通过跨区域的文

化交流与合作，共同挖掘和传承

周文化的精髓，推动区域文化繁

荣发展。

杨凌、庆阳、咸阳和宝鸡，这

四座城市地理相邻、文化相近，

共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周文化。

杨凌作为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不仅承载着现代

农业发展的重任，也保留着许多

与周文化相关的农耕文化积淀和

民俗传统。庆阳则以其独特的陇

东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而闻名，

其中不乏与周文化相互交融的元

素。咸阳作为秦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与周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

联，其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藏

品，为我们了解周文化提供了宝

贵的实物资料。

此次采访行动，我们将打破

地域限制，将杨凌、庆阳、咸阳和

宝鸡的周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联

通。我们将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跨

区域的学术交流和文化研讨，共

同探讨周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我

们将联合兄弟媒体，通过多元化

的视角和渠道，全方位展示周文

化的魅力。我们还将推动四地文

化产业的合作，共同开发周文化

主题的文化产品和旅游线路，实

现文化资源的共享与共赢。

通过这次联通之旅，我们将

促进杨凌、庆阳、咸阳和宝鸡在

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的深度合

作，提升区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推动以周文化为代表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这是一次传承之旅
周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

宝，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

化内涵。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和

弘扬周文化，对于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采访行动，旨在通过深入挖

掘和广泛传播周文化的精髓，让

古老的礼乐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焕

发出新的光彩。

传承周文化，就是要传承其

“和”与“礼”的核心价值。周文化

强调“以和为贵”“以礼相待”，倡

导人们追求和谐共处、崇德尚礼

的社会风尚。这种价值理念在当

今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

现实意义。我们要通过传承周文

化，让“和”与“礼”在新时代引

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

传承周文化，

就是要传承其创

新精神和实践智

慧。周人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中，注重

开拓创新、勇于实

践，创造了灿烂的周文化。这种创

新精神和实践智慧是我们今天文

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借鉴。我

们要通过传承周文化，激发人们的

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

传承周文化，就是要加强对

周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我们将组

织专家学者对周文化进行深入系

统的研究和解读，揭示其历史渊

源、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我们

将通过全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周

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提

高公众对周文化的认知率和认同

度；我们将运用新媒体技术和手

段，创新周文化展示方式，吸引更

多年轻人关注和热爱周文

化；此外，我们还将

加强对周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宣传，

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让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

的传承和发展。

三千年前，古公亶父带领族

人迁至宝鸡岐山脚下，在富饶的

周原大地点亮了礼乐文明之光。

三千年后，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

畏和对未来的憧憬，从宝鸡出发，

探寻周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

涵，传承和弘扬周文化的价值理

念与时代精神，让周文化在新时

代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为推

动中华文化的

繁荣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