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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 大 学

佛 山 市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第五届“广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
座谈会征文启事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探索更科学有效的方式对广东文

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利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佛山大学、佛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

办的第五届“广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座谈会，计划于 2025

年 6 月在佛山市召开。现面向全市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社科组

织、文博机构和文化遗产相关机构及个人公开征文。征文启事如

下：

一、会议主题

人文湾区建设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二、参考选题

（一）湾区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认知

1. 多元文化互鉴视域下湾区文化遗产的独特精神内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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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在海洋文化、岭南文化、侨乡文化等多元文化碰撞

融合的背景下，湾区文化遗产如何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或艺

术表达。

2. 文化遗产符号在湾区居民精神世界构建中的作用

剖析湾区文化遗产中标志性符号，像醒狮、碉楼等，怎样融

入居民日常生活，成为集体记忆和精神寄托，进而强化居民对本

土文化的热爱与文化自信。

3. 文化遗产在塑造湾区国际形象中的价值体现

研究湾区文化遗产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与开放包

容的区域特质，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如国际文化展览、文化

论坛等，发挥文化名片作用，提升湾区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教育

1. 跨学科视角下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突破

研究整合跨学科知识、制定多元目标、形成特色课程内容，

构建评估体系，编写综合性、创新性教材，助力学生了解湾区文

化遗产。

2. 艺术保护与传承视角下的人文湾区艺术生态优化策略

研究如何营造良好的艺术生态环境，包括政策支持、资金投

入、市场培育等方面，促进艺术创作、展示、交流等环节的良性

发展，推动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3. 新媒体时代人文湾区文化遗产传播策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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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新媒体传播特点，研究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

等，创新文化遗产传播形式，扩大人文湾区文化遗产的影响力。

（三）文化遗产的交流与合作

1. 湾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文化遗产合作交流路径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背景，分析湾区与沿线地区在文化

遗产领域的合作潜力，探讨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共享、文化旅游

开发合作、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路径。

2. 国际视野下湾区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价值评估与提升策

略

从文化、经济、形象塑造评估价值，剖析现状问题，探讨借

数字技术、国际合作网络、专业人才培养，提升湾区文化遗产交

流合作质效。

3. 人文湾区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创新

结合湾区旅游资源，探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新模式，如

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旅游线路，打造具有湾区特色的文化

旅游品牌。

（四）文化遗产与人文湾区建设

1. 社会学与艺术学协同推动人文湾区公共艺术空间营造

研究基于社会学对群体行为、需求及艺术学审美、创作理论

的影响，探讨如何打造人文湾区公共艺术空间，促进居民文化交

流互动，提升城市文化氛围的方法。

2. 文化遗产与区域进步的互动机理及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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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以及区

域发展如何反哺遗产保护传承，探究在社区营造、城市形象塑造

等方面的应用策略与成功案例。

3. 文化遗产对湾区智慧城市建设的文化支撑

研究文化遗产如何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借助信息技术实

现文化遗产的智慧化管理与服务，同时以文化遗产为内涵，丰富

智慧城市的文化底蕴，提升城市居民的文化体验。

（五）佛山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实践

1.佛山文化遗产的多元共生与城市精神形塑研究

研究佛山武术、醒狮、粤剧、龙舟等遗产的历史脉络与当代

实践，探讨其在城市品牌建设、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揭示多

元遗产对形塑本土文化认同与城市精神的原理。

2.佛山文化遗产与基础教育研究

研究佛山武术、醒狮、粤剧、龙舟、木版年画等文化遗产在

校本课程开发、校园活动中的实践路径，分析其对青少年文化认

知与本土认同的培育作用，构建基础教育与活态传承的协同机

制。

3. 数字技术赋能视角下的佛山非遗活态传承研究

研究 3D 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在石湾陶塑、香云纱等非遗

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路径，分析数字媒介对传统技艺传播效能与

创新转化的双重影响。

（注：作者可结合主题及自身研究方向自拟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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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文要求

（一）投稿请遵照学术论文格式规范，按 word 或 wps 文档

A4 纸排版，文档命名为“作者姓名+单位+论文题目”。

（二）正文前应有摘要 300-500 字，注释用脚注方式，文后

注明作者的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地址、电话等便于联系。

（三）文稿字数在 4000-6000 字左右为宜。

四、征文时间及投稿方式

（一）征文时间：2025 年 5 月 15 日截止；

（二）投稿邮箱：gdwenhuayichan@163.com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广辉，联系邮箱：guogh@fosu.edu.cn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征文进行评选，入选论文将

视情盛邀作者莅临会议。

（二）此次征文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佛山大学 佛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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