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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视域下广东高校“双创”人才培养的内涵与思考 

 
曾梅华 

 

(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岭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融合百越文化、吸收中原文化、汇聚海洋文化而形成

的，呈现出显著的海洋文化特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非常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一个分流。我国汲取海上丝绸之

路的古代贸易精髓，2013 年开始再次向世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岭南文化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比较，更有利于广东高校汲取岭南文化的优秀养分，传承优秀文化，挖掘出有岭南特色的高校“双创”

人才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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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岭南文化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融合百越文

化、吸收中原文化、汇聚海洋文化而形成，呈现出

显著的海洋文化特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非常有

代表性和创新性的一个分支。我国的发展在汲取海

上丝绸之路的古代贸易精髓的基础上，2013 年再次

向世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对岭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创新性地

转化和发展，更有利于广东高校汲取岭南文化的优

秀养分，传承优秀文化的品质，挖掘出有岭南特色

的高校“双创”人才培养路径。 

一、岭南文化的特质 

岭南文化是岭南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

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岭南文化是一

种典型的海洋文化，岭南位居五岭之南，是中国南

端大海的起点，海洋文明源远流长。广州，在还叫

“番禺”时，向周成王“献舟”，已有 3 000 多年历

史了，其时作为古港的原始形态，当已具备[1](1)。

岭南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其一是涉

海性，岭南人民的主要文化和文明都源于海洋而创

造，海洋文化不局限于自给自足，而是通过海上贸

易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大批量交换，岭南是 2 000 多

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因此海上贸易的历史给

岭南文化带来浓厚的商业性和慕利性；其二是开放

性，相比循规蹈矩固守故土的大陆文化而言，海洋

文化崇尚开拓、冒险、自由，不受约束，对各种文

化差异也有更强的包容性和耐受性。由此也呈现出

显著的文化特质。 

(一)兼容开放性 

岭南文化具有吸收、兼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

岭南文化的开放性贯穿整个岭南传统文化的发展

史，并对岭南传统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发

轫于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使欧洲、美洲、印度、

阿拉伯等地区的文明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宗

教哲学等传入岭南，成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文化交流的海上桥梁和枢纽，岭南本土文化也与之

结合发扬光大，结成硕果[2]。开放吸收外来文化，

向内兼容百越文化和中原文化，包容与开放是岭南

文化显著的特征。 

(二)创富创新性 

岭南文化中的创富意识，秉承着经商的传统，

岭南经商贸易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已经绵延积淀

成一种蕴含了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精神血脉[3]。所以

岭南文化的精髓里离不开“创富”这一关键词。围

绕这一终极目标，岭南文化是一种敢于超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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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进取、创新的文化。它常常以远离甚至背叛传

统的定势去吸收其他文化精华，这种进取、创新意

识反映在岭南文化各个领域里。由于岭南地处南

国，自古远离皇权的政治羁绊，岭南文化中的循规

蹈矩意识相对薄弱。岭南作为南海航运的枢纽，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其文化中烙印着由大海

的惊涛骇浪所激发的敢于征服、敢于开拓、敢于冒

险、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进取精神，这种创新精神经

过历史积淀与传承，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内核。 

(三)务实变通性 

岭南文化讲究“经世致用”，注重实际、反对

空想，求安宁、求生存、安居乐业，遵循实力主义

哲学，与中原的儒家文化羞于言利形成了鲜明对

比，充满重实利和务实的精神特质[4]。以实利主义

为导向，岭南文化受中西思想的碰撞与交汇，在商

业贸易中形成了广东商人灵活变通的观念，为了获

得实际利益，岭南人勇于冒险、信息敏锐、商业头

脑发达、接受新鲜事物快，根据实际情况审时度势，

并且懂得权衡利弊，懂得通达权变，懂得变通求存，

良好的变通性是岭南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二、岭南文化与广东高校“双创”人才培养的

内在契合点 

(一)开放与吸收 

岭南文化是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岭南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发祥地，2000 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给

岭南带来了全球性视野和开放的心态，也使岭南形

成了吸收性强、虚怀若谷的观念和精神。在古代的

中国，内陆人循规蹈矩，把大海当作世界的尽头，

不敢雷池半步；而岭南人则把大海当作世界的起

点，从这里开始寻找商机、走遍世界，以勇于开拓、

勇于冒险的豪情，走常人不敢走的路，敢为天下先。

所以，林语堂把广东人另划了出来，“在中国正南

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

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

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

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

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

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1](13)。受岭南文

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用以敢为天下先的

精神，勇做改革开放的探索者和排头兵，取得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1979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

放，广东省抓住机遇，在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试

办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1992

年邓小平南下讲话后，广东省加速国企改革和所有

制变革，加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

外开放格局[5]。直至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

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性城市群，广东省在改革开

放的每一个阶段都未停止前进和探索的步伐。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应该着重从国际化视野、吸

收性品质的角度塑造“双创”人才的能力与品格。

“双创”教育培养的是未来企业的缔造者、领军者，

企业的发展如同大海行舟、沙漠驼行，没有企业掌

舵者的远见和真知，是无法在茫茫商海中异军突

起。以开放的心态接收各种变化，迎接各种挑战，

及时做出各种调整，这是每个创业者必备的品格之

一，也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反复强调的“解放

思想”精神契合。创新创业者学会“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接触各种外来文

化和内陆文化的冲突与洗礼，必须具备对各种文

化、各种信息、各种形态触觉敏锐，快速学习并能

迅速借鉴、多元融合的能力。 

(二)创新与改革 

岭南文化的内核里深深烙印着超越传统、勇于

创新、挑战陈旧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因地处南

大门，岭南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涌现出一批思想

启蒙运动的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

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提出了百日维新、

三民主义，并以新兴资产阶级的身份，为中国千年

帝制画下终止符，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对

岭南人的创新、进取、改革精神，梁启超也曾和内

陆人对比过，“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久于

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气。此古来濒海之民，

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原动力，改革是最大的生产

力，离开创新与改革，一切发展都将沦为空谈。广

东作为改革开放的龙头阵地，被习近平总书记寄予

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在构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在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这四个走在前列的

要求离不开广东改革先行的基础，更离不开岭南文

化的浸润和导引。 

创新与改革是创新创业教育的灵魂，广东地区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也涌现出华为、腾讯等高新科技

名企，引领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观念。

广东高校更应该利用好岭南的地缘优势，利用好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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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化的创新内核，在“双创”教育中打造岭南“双

创”品牌，面向全体学生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努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广东生力军，提高广东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

改革、体制机制构建、全面开放格局的贡献度，为

广东地区的创新创业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高质量

人才。 

(三)重商与务实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枢纽位置，岭南地区商品

经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岭南文化崇尚实利实惠的

重商倾向。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对外贸易是

广州地区社会经济的一大支柱，人数众多的商人阶

层遍布珠江沿岸及滨海区域。据嘉庆年间珠三角各

县商人所负担的捐饷比例统计，南海县商业捐饷占

60%；顺德、新会占 40%；番禺、东莞、增城、三

水、花县(原花都区)、从化、清远等占 10%~30%不

等[6](36)。由此可见岭南地区商人数之众。广东尤其

是广州和潮州等地，上至官僚显贵，下至士子农夫，

无不以经商为平常，无不以经商为乐趣[7]。在广东

官僚中，弃官从商、亦官亦商的相当普遍，在平民

中也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弃农从商、亦工亦商，商业

活动的普遍与频繁，也催生了岭南文化中的商品意

识、重商思维、商机意识。 

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也是岭南文化的主流观

念，亦农亦商、亦农亦工的灵活经济成分也强化了

岭南文化的重利、实效的观念，岭南人在以商为本

的经济生活影响下，眼界比较开阔，活动范围比较

广泛，崇尚实业追求功利，努力实现经济与物质利

益，岭南文化无论在伦理制度、人际交往、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文学建筑等方面都不拘一格、富有

市井风情[6](54)。 

创新创业教育的出发点就是追求经济增长、追

求人民群众的实际利好，为国民经济提供创新发展

理念的支撑，此与岭南文化中重商主义、实利主义、

实干主义是内在契合的。在“双创”教育的过程中

引入岭南文化的重商思维，审时度势，抓住商机，

客观合理逐利；并且提倡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倡导“双创”人才把创业梦想、创

业计划通过实干扎扎实实落地，不纸上谈兵，真正

践行创业兴邦、实干兴邦。 

三、对广东高校“双创”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传承岭南文化，打造有岭南底色的广东高

校创新创业文化 

文化是发展的深层次推动力，一个地区的独特

文化往往是展示这个地区魅力最直接、最久远、最

闪亮的名片。因此岭南文化应该持续成为广东未来

发展的推助力，更应该成为广东高校打造创新创业

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充分考虑岭南文化的特

色；以岭南文化中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于挑战

的精神，浸润广东高校创新创业文化，使广东校园

抓住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打好岭南牌。 

首先要组建一支深入研究岭南文化、深入了解

创新创业规律的师资队伍，通过融合广东高校的师

资资源、研究资源，深挖岭南文化中与创新创业契

合的精神内核，推动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为“双创”人才培养和“双创”教育工作

提供精神指引。其次要打造岭南品牌，在“双创”

人才培养过程中注意提炼地方特色，融入岭南底

色，让广东高校学子能够长期稳定的接受岭南文化

的浸润和洗礼，并在日后成为岭南文化传播的活名

片、活招牌。再次要营造有利于岭南文化传播的创

新创业教育宣传氛围、营造岭南文化特色的话语环

境，有重点、多层次地举办岭南文化创新创业讲座，

发掘树立岭南地区创新创业的先进典型，全方位、

多方面地开展岭南创新主题活动。真正让创造欲、

信息和人才充分流动，使岭南文化成为创业全过程

贯穿始终的元素，真正实现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

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 

(二)发挥岭南文化的引领作用，开阔学生视

野，建立协同育人机制 

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岭南文化扮演着倒逼

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改革的重要

角色。应该充分发挥岭南文化的引领作用，打造国

际化视野的岭南创业学子，并充分利用好岭南地区

的高校资源、企业资源、政府资源、社会资源，推

进并建立多维合作、交叉培养的岭南特色创新创业

协同育人机制。 

首先要拓宽视野、高屋建瓴，依托地缘优势和

国际交流优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创造更多岭南学子前往国际知名高校、知名企业交

换访学的机会，邀请国际名流前往广东高校支持、

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真正拓宽广东学子的视野，使

其具备国际视野、开拓进取的气度；其次要充分整

合利用地区资源，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校为助力、

以企业为主导，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体

系，深化与岭南地区龙头产业的合作，建立校企创

新创业人才联合培养基地，根据企业和市场的需

求，调整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体系，形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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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多维度、多体系联动的岭南“双创”人才协

同育人机制。 

(三)挖掘岭南文化资源，建立有岭南文化元素

的创新创业课程和实践体系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岭南文化内涵丰富，有许

多可供创新创业教育吸取的文化成果，可在创新创

业的课程和实践体系中充分运用岭南文化资源。刚

刚揭晓的岭南文化十大名片有：粤菜、粤剧、广东

音乐、广东骑楼、孙中山、六祖慧能、黄埔军校旧

址、端砚、开平碉楼、广交会。这十大名片是岭南

文化的符号，是广东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是广东人

精神的精髓所在，折射出广东厚实的文化家底和可

持续发展的文化软实力[9]。可以充分运用岭南文化

十大名片的内涵与精神，投射到广东高校的“双创”

教育中去。 

一是在创新创业课程中完善岭南文化体系，开

设岭南文化概述、岭南文化发展战略思考、岭南商

业精神探索等课程，将岭南优秀传统文化贯穿贯彻

创新教育的全过程，并从中提炼岭南人的创业品

格、创业案例、创业精神，为岭南学子提供深厚的

岭南动力。二是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充分依托岭南文

化资源和优势，传播岭南文化，嵌入岭南元素，融

合岭南特色，如打造岭南地区创新创业竞赛，引入

广东名企业家创业案例学习和探讨，设置岭南文化

十大名片营销与战略推广的主题，举办岭南文化艺

术节，岭南文化知识竞赛，借助相关的岭南特色实

践活动，加深岭南学子对岭南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并将岭南文化的精神财富烙印在自己未来的创业

道路中。三是联合岭南名企名流，邀请岭南地区天

使基金和融资机构，共同打造岭南文化创业基金，

为岭南地区创新创业比赛、岭南文化营销比赛、岭

南特产推广项目、岭南创业学子提供融资和基金支

持，并打造岭南地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支持并推

广岭南文化，真正为广东地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岭

南方案、岭南力量、岭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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