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区与文化整合



  一、文化区的概念

      文化区是指有相似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美国人
类学家奥蒂斯·梅森（1895）

      文化区亦称文化地域或文化圈，是指不同性质文化现
象的分布范围，也就是根据生产方式、语言、宗教、政治
形态、日常生活、房屋构造、风俗等各种文化现象的差别
所划分的地域。

• 文化区有文化中心和边缘区之分。文

化中心是一个文化区所共有的文化特

质表现最集中的地。某一文化特质一

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呈现同放射状由

中心向边缘区扩散的态势。



二、文化区的类型

形式文化区

功能文化区

乡土文化区

它是一种或多种相互间有联系的文化特征
所分布的地域范围。在空间分布上，它具
有集中的核心区与模糊的边界。

它是一种在非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受政治、
经济或社会功能影响的文化特质所分布的
空间区域。

是人们对于文化区域的一种认同，既存在于
区域内居民的心目中，也得到区域外人们的
广泛认可。换言之，它是人们头脑中对区域
民间文化的一种感性认识。



形式文化区

形式文化区的确立，往往选择一种或多种文化要素，如语言、宗教、
民族、民俗等，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在地图上绘出所对应的文化特质
的分布范围，且确实具体的边界。有一个文化特征表现典型的核心区
（或中心区），还有文化特征相对一致又逐渐弱化的外转区以及边界
较为模糊的过渡带



功能文化区

• 每一个功能文化区都有

一个中心，起协调和指

导作用。但边界并无一

个交错地带。

• 功能文化区多对应一种

严格的体制，如行政体

制，教会体制，大学体

制，销售区，旅游区等

等。

重庆五大功能区域文化规划



•中国南北分界线

北方文化 南方文化

乡土文化区



• 一、傲慢的北京人    皇城的各色文化
• 二、上海人：众所周知的精打细算高
手 

• 三、广东人：走在中国最前沿的人 
• 四、江苏人：精细务实的温婉人 
• 五、川渝人：生在盆地中的麻辣人 
• 六、天津人：能说善道的“卫嘴子” 
• 七、河南人：河南人的商业意识 
• 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 九、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潇湘人 
• 十、浙江人：敢闯世界的温州人
• 十一、陕西人：古老而质朴的黄土地
人 

• 十二、山东人：南腔北调话山东



三、文化区的划分

•一般地说，最能体现文化
差异的是语言和宗教。

㈠世界主要文化区
• ⒈西方文化区

• ⒉伊斯兰文化区

• ⒊印度文化区

• ⒋东亚文化区

• ⒌东南亚文化区

• ⒍撒哈拉以南文化区



㈡中国文化区域的划分

• 一般地说，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是语言和宗教。但在我国，宗教

观念比较淡薄，宗教并无太多的地域差异，反而是民间信仰、民

间风俗等却可以分清此地与彼地的不同。所以周振鹤认为，在中

国风俗可以与语言一道，作为地域文化差异研究的两项主要指标。







•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过程中，
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和吸
收，形成一种与原来文化不尽
相同的新文化过程，这就是文
化的整合。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
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

于一体化的过程。

四、文化整合



影响文化整合的因素

•⑴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是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相同、
相近的自然环境促使不同文化的融合。

       如我国北方有多种文化，但他们在类似的
自然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相互融合，逐步形成
具有共同特色的北方文化。



四川文化的整合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清代竹枝词



⑵社会因素

•文化整合与政治、经济因素有密切关系。
      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人民由于共同
的经济生活和政治斗争，导致了美利坚民族文
化的兴起。

       我国政府推行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有利
于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有利于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整合。

        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
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特别是接受现代文化的人
口增多，大大加快了文化整合的速度。



中山装
领口是直立紧扣的，意思是严
谨、日省吾身。

1912年被定为礼服



⑶人口、民族迁移因素

•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口大规模移
动，造成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整合。

       如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形
成了有别于西欧文化的美国多元文化。

       历史上我国北方汉族南迁，宋朝金国
女真族进入中原，元朝蒙古族和清朝满族
同一中国等都推动了中国南北文化的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频繁，大批
农民进城务工，也促进了我国地域文化和
城乡文化的整合。



案例分析：岭南区域文化形成与人口迁移



岭南区域文化形成与人口迁移



⑷文化自身因素
       先进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文化整
合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旗袍从满族妇女的服装变为现代中国女性的代
表性的民族服饰。



⑸时间因素

•      文化整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对比选择

和体验吸收，逐渐实现融合。

观世音菩萨从男到
女的变化



拓展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