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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脉在环太湖地区
兴发的过程， 呈现出三个鲜
明特点。 其一，是移民开发、
传承了悠悠数千年的江南文
脉。 从 3200 年前的泰伯奔
吴，到东晋衣冠南渡，到宋室
南迁，每一次人口迁移，都给
这个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
其二，江南地区“重文”与“崇
商” 并重的价值理念定义了
江南文脉的走向与特色，促
成了这个地区知识资源和经
济资源融通比较充分。 其三，
江南地区各个“点”（城市）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无锡开国内机
器工业发展先河，一跃成为民
族工业的发祥地。江南文脉这
三个特点，给后人也留下了深
刻的启示。对于无锡而言，我
们应当更大规模地引进高素
质人才， 更加战略地谋划长
三角一体化格局中城市的发
展定位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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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大物博， 地域文
化异彩纷呈，如湖湘文化、巴
蜀文化、中原文化等等。江南
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是
在输出与输入中完成与不同
文化的竞争与合作， 从而实
现互融互通，共同繁荣的。

明末徐霞客“不务正
业”，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寻
异景、记奇途，他的“另类”行
为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
也把江南文化输出千里。 存
在了 30 年的无锡国学专科
学校，以高质量的“产品”在
中国大学史上享有盛誉，国
专的教师不少来自外省，如
广西人冯振在国专工作了
22 年，并任教务长，正是有
冯振先生的关系， 日本侵华
时， 无锡国专才能远迁桂林
办学。从冯振的经历中，也能
看到江南文化的发展上升，
源于众多“外来打工者”的付
出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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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老师、 常州人吕
思勉曾大胆猜测过， 中华文
明的发源地很可能在沿海。
他的两个主要论据是， 甲骨
文中，“贝”已经普遍作偏旁使
用，而贝无疑起源于海。 另一
个论据则是，干栏式建筑后来
为宫殿的统一模式，而非窑洞
式建筑，它也是起自海边。 而
良渚文明印证呼应了这一点。

2007 年 10 月， 良渚古
城的宫殿台基地被发掘，从
而揭开了其神秘面纱。 在这
之前， 良渚文化一直与马家
浜文化、 崧泽文化合称为江
南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
化”， 但宫殿台基地的发现，
使它一下子跃升到了文明的
高度， 它证实了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不是其来有空。 2013
年，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
伦福儒参观良渚遗址后指
出， 良渚遗址处于和古埃及
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
同的时间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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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的脉络可以从多维度
进行考察，但最根本的还应该从社会
生产力的角度进行研究。这就不能不
研究 3200 多年前泰伯千里迢迢来
到梅里，开发江南的事迹。多年来，学
界重视研究吴文化的要义是吴泰伯
的“至德”精神，但吴文化还有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吴泰伯开发江南的开拓
精神。 越文化与吴文化一样，都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文化的兴
起虽早于吴文化，但它和吴文化同宗
同源， 两地有着相近的自然地理环
境、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宗教
信仰等。吴文化与越文化相互融合和
渗透，从而形成了吴越文化这一区域
文化，并成为江南文化的主体。

江南，既是一个地理疆域，

更代表一种文化谱系。从地理上

看，传统江南地区与长三角城市

群的核心空间基本吻合；从人文

上看，包括吴越文化、皖南村镇

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江南文化则

构成了长三角传统文脉的主题

形态。可以说，江南文化是长三

角地区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

家园。当前，在全面贯彻落实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大

背景下，我们更要挖掘和利用好

丰富的江南文化资源，以形成区

域价值共识，推动区域文化的协

同发展。为给今天开幕的江南文

脉论坛造势，10月21日，无锡

日报邀请专家举行“文化客厅”

活动，细述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

和当代价值。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关注江南

文脉对无锡文化的影响，启动了

“文化客厅”系列活动，邀请专家学

者以无锡文化为主题进行交流，至

今举行了18场研讨活动。

大运河无锡段好比一条彩

练，锡惠两山就是无锡的地标，有

着重要的航标导引作用。目前，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规划

期，无锡段要做的，是将无锡独特

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

———无锡市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党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 张中云
（文化客厅第十二期嘉宾）

江南文化很好承续了吴文化

的历史文脉，吴文化的尚德纳善、

开放包容、灵动智慧、务实进取、

刚柔相济的文化特性正是江南文

化的特性，也是江南得以保持强

劲发展的内生动力。

———江南大学教授 庄若江
(文化客厅第十六期嘉宾）

无锡清末民初开始发展工

商业，保留了不少工业遗产，被

称为运河沿岸的“工业遗产长

廊”，从北向南分别有榨油业、粮

食加工业、棉织业、缫丝业等各

种业态。

———市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秘
书长杨建民 (文化客厅第一期嘉宾）

水作为休闲、艺术、娱乐、文

化的动线，连接无锡的历史与人

文。无锡的历史与人文建筑大部

分临水而建，无锡70%的特色景

点都在水边，从古至今无锡就离

不开水，水是无锡的文化灵魂。

———无锡城发集团董事局副主
席 赵民（文化客厅第十二期嘉宾）

在灵山 20多年文旅融合的

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意识到：文

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只有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文化有效介入大众生活，才能

使文化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 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一平（
文化客厅第十期嘉宾）

从考古角度来看，无锡最大

的两处历史文化遗产莫过于鸿山

遗址和阖闾城遗址。全国列入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古遗址有 505

处，其中春秋时期的遗址仅有7

处，而阖闾城遗址和鸿山遗址一

个是春秋时期，一个是跨越春秋

战国，特色鲜明。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
考古研究所所长 刘宝山 (文化客
厅第二期嘉宾）

在文化引领乡村振兴上，无

锡做得很好，树立了很多典型。乡

村振兴，首先要以文化引领。我们

要积极挖掘传统文化，同时用时

代文化来加以引领。现在农民生

活发生了很大改善，缺的是精神

层面的东西，他们很向往文化的

氛围。

———江苏省文联主席 章剑
华(文化客厅第四期嘉宾）

先有大运河，后有无锡城。无

锡城是由这条黄金水道孕育、发

展起来的，大运河从城中穿过，形

成“水弄堂”奇景。这在中国大运

河沿线数十个县级以上古城中是

绝无仅有的。

———无锡市文管会办公室研
究员、文史专家 夏刚草（文化客
厅第十二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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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脉延续几千年，不仅留
下来许多有形的载体，而且凝聚成
许多无形的元素，回顾无锡人文历
史，在诗书画曲等各个方面都有代
表性作品和人物。 每一次接待台
胞，我们都用一个个人文故事吸引
台胞，让他们了解无锡、了解江南。

江南文化一脉相承，个性化特
质明显。 首先是家国情怀。 其次是
兴利济世。 近代荣家实业报国、修
桥办学、造福桑梓，就是典型例子。
第三是尚德向善。 老子说上善若
水， 江南水乡的特性赋予居民智
慧、从善的特质。 第四是务实进取。
锡商精神就是具体体现，当今无锡
以一个地级市进入“GDP 万亿俱乐
部”，更是务实进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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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江南经世实学的文化传统，
不能不从与望族教育密切相关的东林
学风说起。 有学者考证，在实学致用这
一点上， 东林学派开了明清实学之先
河，东林书院内的标识“实学实用实益”
就足以体现。早在北宋时期，范仲淹、胡
瑗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 所谓

“分斋教学”，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
的一种教育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
的，范仲淹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
学，东林学派的主要领袖与骨干多为出
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这
样一种孕育在苏南的教育制度，自然形
成了此地经世实学的文化传统， 也塑
造了后来江南多元而有现代之魂的文
化。 这是无锡工商业及至近代民族实
业全国领先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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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这座江南名城有何精神特
质？我觉得，“无锡的江南”起码有以
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无锡是

“烟雨江南”中的“豪放派”。 无锡在
江南独具特色的是南倚太湖， 北临
长江，大江大河，使得无锡成为婉约
江南中的“豪放派”，这座城市的居
民更注重实业， 更有家国情怀；第
二，无锡是“耕读江南”中的“经时济
世派”。 无锡是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
一，这和无锡士绅在“耕读江南”中逐
渐形成的格物致知和经时济世的特
质有关。 在新技术新产业正在改变
世界版图的今天， 无锡人更要讲好

“耕读江南”传统中的格物致知故事，
突出无锡这座江南城市特有的“科技
基因”和“实业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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