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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文存》 从丙戌卷到戊戌卷，已走过 13年的发展历程。按民间习

俗，人满 13岁有两重重要意义：一是意味着进入舞勺之年，开始脱离懵懂，

不再是黄口稚儿，是谓“过童关”；二是标志着过完 12个属相年后再次回到

本命年，开始新的轮回，是谓“庆圆生”。 《安康文存》 诞生至今已满 13

年，由青涩稚嫩变得理性沉稳，这是成长中的华丽蜕变，值得庆贺！

一路走来，《安康文存》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以传承

和弘扬陕南地域优秀文化为己任，及时发布陕南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成

果、新观点，充分发挥了作为地域学术文化传播平台的文化担当，极大地满

足了陕南各界群众的文化需求，在安康乃至省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13年来， 《安康文存》紧扣陕南地域文化精粹的传承利用和地域文化个性

的提炼重塑等现实课题传播灼见，开展争鸣，既有力地提升了安康学人的学

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有力地巩固了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作为陕南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学术高地的地位。13年来， 《安康文存》刊发安康民间文

艺、旅游文化、方言民俗、历史考古、方志编修、旧志整理、传统家规整理

阐发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1000余篇，合计 450万字，为提升陕南地域文化研

究的学术生产力、增强陕南人民的文化自信做出了积极贡献。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地方各级领导和文化贤达的指导扶助，离不开每位

作者的支持和付出。可以说，《安康文存》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点成绩的取

得，都凝聚着前辈专家和广大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在 《安康文存》诞生 13

周年之际，编委会和编辑部向前辈专家和广大作者致敬！

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

国共产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背景

下登上历史舞台，宣告了中华民族必将获得历史性新生，也宣告了中华文化

发展新篇章的开启。在 1940年 1月，毛泽东同志就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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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文化蓝图：“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

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

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

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之路，在构筑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智慧等方面

不懈努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新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强大思想保证，更是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力量和智慧之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领导全国人民踏上了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从先进性、人民性、时代性

和民族性等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深刻阐述，回答

了为什么要开展文化强国建设、建设怎样的文化强国以及如何开展文化强国

建设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

扎实推进地域文化建设，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点。在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语境中，《安康文存》将更自觉地扎根地域文化沃土，

更自觉地聚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并加强栏目建设，努力提

升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在巩固研究优势、集聚新鲜力量的基础上延

伸研究触角，进一步加大对汉水文化、秦岭文化及陕南富硒文化、茶桑文

化、生态文化的研究力度。希望陕南尤其是安康本土文化工作者、研究者继

续以《安康文存》为交流平台和学术阵地，通过学术耕耘和交流对话，为打

造地域文化品牌、凝聚地域文化发展共识、培养地域文化研究后备人才砥砺

担当、协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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