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的纪录片《话说长江》中，有一段内容形象地描述了包括无锡在内的太湖流域与长
江深刻的渊源，“太湖和太湖平原是长江和大海共同遗留在陆地上的婴儿，可以说是长江之骄子。”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对各地的文化成就影响极其“深远”。作为吴文化的重要
发源地，无锡诸多历史遗存就是其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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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眼明珠

一份覆盖了35公里长江岸
线、987平方公里市域面积的《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方案》
已经出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无
锡段和江阴段建设保护规划正在
加紧编制。记者获悉，以统筹保

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
化为主线，聚焦保护传
承、文旅融合、生态治
理、数字化保障等六个
关键领域，无锡将集中
实施一批标志性工程，
至 2025 年，把长江无
锡段打造成为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的耀

眼明珠。
重点推动鸿山、阖闾城等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努力推动
祁头山、佘城申报省级考古遗址
公园，有序开展吴家浜遗址考古
发掘……一系列计划陆续提上日
程，这其中还包括建立长江文化
遗产数据库，开展长江沿线文物
和非遗资源专项调查，梳理革命
文物、工业遗产、水利航运等文物
资源存量，建立长江文化遗产数
据库，对濒危文物进行抢救性征
集等。

无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陆阳
感慨，发掘研究长江文化，突出无
锡长江文化辨识度，加强对高城
墩良渚文化、祁头山马家浜文化
等的发掘研究，意义重大。

（晚报记者 璎珞）

万古奔腾的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在中国版图上如一条
横贯东西的轴线，出世界屋脊，跨峻岭险滩，纳百川千湖，连接
起锦绣壮美的华夏大地，孕育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江者，
具深远之源

远深 ，江南文脉自兹肇始

顺流而下

“长江一路流淌，位于下游流域的无锡受
到它的哺育，血脉相连，滋养了属于我们自己
的江南文脉。”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表示，春
秋战国时期，经过区域文化数千年的持续发
展和与黄河文化的不断互动，在长江流域最
终形成了三个主流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
圈、中游的楚文化圈、下游的吴越文化圈，“以
前的文人喜欢游历，当时交通不发达，大家只
能走水路，顺流而下，所以下游区域就成了大
家最终到达的目的地，文化融合也就频繁了
起来。”她表示，太湖流域自唐宋以来就是国
内经济文化的高地，但历史地看这一板块的
发展离不开长江文明的哺育和带动，甚至有
学者认为“长江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摇篮”。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
江南相对蛮荒。江南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
变，就是3200年前的“泰伯奔吴”。泰伯将当
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无锡，这里也成为吴
文化、江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无锡惠山的“三茅峰”名称源自“三茅真
君”，他们祖籍陕西咸阳南关，三兄弟在创
立道教茅山派之前，顺流而下游历
惠山，在这里创立了道院，在此
之后漫长的历史上，惠山上陆
续建有百余座寺庙、道观，如今
头茅峰山顶依旧有古寺的遗
迹。在无锡文化专家金石声看
来，这也算是长江文化“无意
间”地介入。他表示，又如春申
君黄歇自楚国而来，在无锡兴修
水利、开辟道路、增加耕地，将长江文化
带入至此，并在无锡生根发芽，留下了丰富
的、可供后人追溯的事迹。

史料中所说的“立无锡塘”就有一段故
事。无锡文保专家夏刚草介绍，黄歇在无锡
时，规范了运河与无锡湖，湖归湖，河归河；将
无锡湖一部分变成陆地增加耕地，开凿运河
时将土堆在了北边便成了堤岸，后来形成了
北塘，北塘的地名也来源于此。

连绵不绝

长江在无锡的流域集中在
江阴，因坐落在长江南岸，而得
名“大江之阴”。位于江阴市城
东黄家宕内的祁头山遗址，它的
发现和发掘，将江阴乃至江南地
区的人文历史推进到了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江阴
市博物馆馆长翁雪
花告诉记者，“作
为马家浜文化时
期一处重要的大
型聚落遗存，也是
我们目前考古已
知的江阴先民最
早的家园。”

高城墩遗址位
于江阴市石庄镇大坎村高城
墩自然村北，它所在的太湖北区
聚集了圩墩、乌墩、寺墩等数十
处遗址，高城墩是这个遗址群中
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1999年

11月到 2000年 3月，南京
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
和江阴博物馆组成联
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
抢救性发掘，在 1000
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
现了 13座大、中型良
渚文化中晚期墓葬。

高城墩遗址的发掘，充分
说明了良渚文化的多中心论，
为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极其
重要的资料。

此外，江阴还有属于崧泽
文化的南楼遗址以及夏商周遗
存佘城遗址，证明了长江岸边
数千年以来连绵不绝的人类活
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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