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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文化”品牌的三大资源中，

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过去讲得多一点，

江南文化讲得相对少一点 。 我个人认
为，江南文化为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基因，海派文化
和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江
南文化的接续与延伸 。 从这个角度来
看，对江南文化我们应该深入了解。

江南这个词有一个从大到小逐步
明确的过程，大致到汉唐时期才有一个
相对明确的概念，即长江以南包括长江
中游一直到长江下游的大东南地区被
称为江南 。与之相伴 ，还出现了另外一
些名称 ，比较常用的是 “江左 ”或 “江
东”。 长江流经安徽、 江苏后呈南北走
向，东部包括江苏南部及安徽靠东的地
方，即所谓的“江左”；长江以西的江西、

湖南等，则被称为“江右”。

江南这个名词后来进一步缩小，逐
渐从一个方位性名词变成一个区域性
名词。明朝郑晓撰写的 《今言 》提到 ，当
时各个区域向都城顺天府 （今北京）运
送漕粮 ， 江南这个区域底下跟着五个
府，即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环
太湖流域的这五个府也就是现在讲的
江南核心区域。

伴随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又逐渐出
现“八府说”甚至“十府说”等。大家比较
接受的是南京、杭州、镇江，加上环太湖
流域的五个府这一说法。今天讲的江南
区域，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但这里又涉
及另外几个问题：安徽南部等地算不算
江南？宁波、绍兴算不算？一江之隔的江
北扬州算不算？

所以，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

可以把原先的江南更扩大一点，可以提
出 “文化江南 ”的概念 。我个人比较倾
向于从社会史 、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 ，

把绍兴、宁波、南通、扬州 、徽州都纳入
进来。

传统文化何以在江南存续与发扬
———陈江教授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演讲

陈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古钱币博物馆馆长，上海
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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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江南”分别与“三个长三角”大致吻合

文化中心两次南移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命运

江南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

江南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弹性 ，包括 “核心
江南”、“经济江南”和“文化江南”的不同层面。

今天，我们把这三个概念放到长三角一体化过
程中，它们基本上是可以对应的。

其一，“核心江南”包括环太湖流域的五个
府。 上海自古以来就居于江南区域的核心地
位，所以今天才能更好地服务长三角、辐射长
三角。

其二， 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长三角一体化
建设的时候，杭州、南京、上海就是区域性重要
支点。后来，这个长三角的概念不断扩大，衍生
出“三个长三角”，即小长三角、中长三角和大

长三角。其中，“核心江南”与小长三角大致吻合，

“经济江南”与中长三角大致相当。

其三 ，2016 年公布的长三角战略概念中
提出 26 个城市 ，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 。虽然区
域整合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 ，但我们如果把
它和 “文化江南 ”的概念相匹配的话 ，就顺理成
章了 。

从这个角度来看，江南既有原先的地理沿革
意义上的含义，也可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一定的
设定和解释。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发
展、演进逻辑和特征，也就是多样化。

举例来说，我们原先的一个主流观点是“黄

河摇篮说 ”， 即中国文化源头是从黄河流域来
的。因为近百年来，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古文
化的遗址 ，夏 、商 、周这些早期的王朝也主要是
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中原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对此，我们到今天也是认
可的。

但是，近三四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发现，情况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中原以外，其他地区的
文化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于是，考古学者和文化
学者提出了“满天星斗说”。

譬如， 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非常高的，距
今大约 6000 年，其地理位置大约是现在的辽宁、

内蒙古靠北的地方。在江南这一带，夏、商、周之
前也有非常先进的部落文明，浙江余姚河姆渡出
土文物的文明水平就非常高。

经过文化整合，中原文化逐渐向其他区域文
化渗透和拓展，中原文化和各个区域文化互相交
融，进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
中，各个区域文化本身的特色开始减弱，主要保
留在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之中。

就吴越文化而言，早期主要受吴、越两个地
区的影响；后来，越国把吴国灭了、楚国又灭了越
国，吴越文化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最后，秦始
皇统一全国，中原文化推行开来。

说到世界上的古文化，常常会提到四大文
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如果
加上今天的考古发现，加上希腊早期克里特岛
文明的话，就是五大文明古国。但是，到今天为
止我们只能称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克
里特岛，却没有称古中国的。这是因为中国文
化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中断 ？ 可能有人会
说， 因为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并形成一个庞大
的体系。 但另外几个古文化的发展程度也非
常高，而且客观来讲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的
历史最晚 。 为什么中国文化可以延续下来 ？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非
常优越 。

中国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四周有非常好的
屏障。东南是大海，北边是西伯利亚，西边是戈
壁，西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避免了大规模的
外敌入侵。古埃及的灭亡就是因为地处非常开

阔的平地，难以抵挡外敌入侵，两河流域的情况
也是这样。

同时，中国内部幅员广阔，有回旋周转的余
地。特别是，有一条在古代被视为天堑的长江，这
为中国文化的腾挪和转移提供了非常好的空间，

也是中国文化得以一脉相承的重要因素。回顾历
史， 中国文化也曾发生过多次被中断的危机，但
都通过文化中心的转移和长江的防御而存续下
来。这种腾挪和转移，对江南文化的发展也提供
了很好的契机。

例如，西晋统一没多久，五个少数民族入居
中原，造成北方地区战火连绵。司马氏渡江南下，

在现在的南京建立都城建邺，吸引了大量北方的
贵族、文人和农民。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计算过，

这段时期北方人口中有八分之一迁至南方。

这就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人口劳动力
的增加；二是文化贵族、世家大族以及具有先进
生产经验劳动者的涌入，对南方文化、经济、社会

的发展形成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中国文化中心
第一次南移时的情况。

公元 383 年发生了淝水之战， 最后东晋取得
胜利。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
战役。如果当时这场战争是东晋失败而告终，中国
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使得中国
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在南方得以保留下来。

魏晋南北朝被称为中国文化自觉的时代。中
国的文学、哲学、艺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正式独
立并开始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自觉不只是北方
文化的功劳，而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交融之后
共同造就的。

原本被称为“吴越之风”的区域文化汲取中
原礼乐文化之后，在保留当地文化特色的同时又
凸显文质彬彬、精致典雅的取向；中原文化则被
杏花春雨、 烟水迷蒙的江南意境所浸染和滋养，

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中平添
了几分温润之美。后人常用“杏花春雨江南”来形

容江南的柔美，与之对照又以“骏马秋风蓟北”来
描述北方的阳刚之美。

到唐宋时代，江南的文化不再被人鄙视为落
后，而开始冠之以“江左风流”。这个名称的出现，

代表真正的江南文化已经成形。 到了宋辽金时
代，赵宋王朝再次南渡，逃到现在的杭州。经过第
二次的文化转移，包括经济重心的转移，江南文
化已不同于一般的区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成熟。

明清之际，有三位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分别
是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曾感慨：“吴、

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黄宗
羲则说：“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
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
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吴郡、会
稽郡，指江南一带）久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
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

江南地处交通要冲，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
地。过去，运输方式主要通过河流。元朝开通的
京杭大运河，就以江南为核心。元朝以来，沿海
城市的船运变得发达起来。当时的四大港口是
广州的粤海关、福州的闽海关、宁波的浙海关
以及上海的江海关。

作为交通要冲，江南久而久之便成了五方
杂处之地， 所以也就较别处少了一些排他性、

多了几分包容性。明代黄省曾的《吴风录》等著
作，对江南的风俗民情作出这样的描述：好标
新立异，喜交际游乐，能善待四方来客，优容异
地风习。

再举个例子，上海早饭中的“四大金刚”其
实都不是上海原生的。烧饼是北方来的，油条
北京也有，豆浆也一样，粢饭在南方许多地区
都有，都不是上海本地发明的。但它们为什么
都能在上海站得住脚而且受到欢迎？因为上海
对外来的东西不排斥，而且可以把这些东西做
得更好更精致，这就是上海的特点。

从一定程度上讲，江南也是中国社会和文

化转型的代表。 古代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

农业发展到南宋、明代到达顶点。而将农业耕种
的技术、农具的使用发明、农产量的单位产量提
升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就是江南。

古代江南的富裕，是投入大量劳动力而达到
的。北方种一季，江南种双季，不仅种双季而且在
农闲时还从事副业。所以，江南人好像比较富裕，

但背后是非常辛苦的。《杭州府志》上说，明朝末
年，每家人家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孩子满
五岁后就要干活， 即便是编编篮子出售也好。由
此可见，江南人日常投入的劳动力比较多，因而
维持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

除了农业之外，江南人还勇于创新。到了明
代中后期，又因地制宜努力开拓多种经营，纺织、

食品、服装、日用百货、造纸、印刷、造船、工具制
造、建筑材料等迅猛发展，商品经济包括海外贸
易高度繁荣。

明朝后期，有一幅反映江南经济发展状况的
《南都繁会图》， 逼真地描绘了当时江南工商业
的发展水平 。如果拿宋代 《清明上河图 》来比较

的话，后者所描绘的繁华程度完全无法跟前者相
比拟。

江南地区不仅是把传统农业发展到极致，而
且形成了新的产业、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文化形
态。 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在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一书中提到 ，当时江南已经达到
早期工业化的水平，出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早期
迹象。

在文化性格上， 江南文化看起来温文尔雅，

其实也有多面相。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来自中国
台湾地区的学者。我问他：你觉得江南人为什么
追求养生？ 他回答： 江南人可能身体比较弱。我
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江南人的“养生”其实是
“养性”。江南人也曾好斗，也很强悍。

明朝抗倭的时候，戚继光带领的官兵就来自
义乌。这支部队到北方时，北方人都很佩服。清初
的江阴、 嘉定为了反抗剃发掀起强烈的反抗斗
争，更是需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才
会做的事情。这都说明，江南人也有“金刚怒目”

的一面，并不是单纯的“杏花春雨”。

如果总结江南文化的话，我觉得有几点是值
得珍视和发扬的 ：包容开放 、勇于革新 、与时俱
进、顺时而变。江南文化作为文化基因，深刻地影
响了海派文化。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海派文化
就得以在江南从容地发展起来。红色文化在上海
发展起来，也与这种文化基因有关。

所以，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是一
脉相承的，互相重叠、互动、融合，继而不断发展
壮大。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在接续海
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之后， 又有了不一样的性格，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总之， 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个百花园，那
么江南文化就是一朵奇花。 它与其他区域文化
并存互补、竞相绽放，共同构成满园春色。

江南文化如果进一步激发新的活力 ， 肯定
可以超过历史上的江南文化。同时，江南文化特
别是后期的经验、特点，还可以为长三角地区乃
至全国范围的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提供有益的启
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文字整理：康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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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插上幻想的翅膀

建设街小学有一个学生叫王文阁，

这是从山东陵县农村来的一个贫困家
庭的子弟，又没有好的卫生习惯，周身
上下有点埋汰。 他家也交不起学费，全
靠街道委员会给开减免费用的介绍信。

有的同学看不起王文阁， 甚至会讥笑
他。王文阁自己也觉得没有资格和其他
同学一起享受童年的快乐，认为自己是
天底下最穷苦的人，一直有着很强的自
卑感。

雷锋来学校在机修厂俱乐部给同学
们做忆苦思甜报告那天， 王文阁原本是
坐在靠边的一排座位的， 舒老师特意将
他调到中间位置， 是想让他听得更清楚
些。

大会开始了， 王文阁清楚地看到雷
锋就在自己正对面， 雷锋以自己的血泪
控诉了让他饱受苦难的旧社会， 赞美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

王文阁是多么感激雷锋啊， 他多么
想单独与雷锋说说自己家里的境况和听
他报告的感想啊！ 他特别希望有机会与
雷锋单独待上一会儿， 与雷锋单独地交
流一下……

王文阁在寻找机会。一次，他看见雷
锋来学校，去了党支部刘书记的办公室，

他在等待，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他见雷锋
从刘书记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正好他身
边没有别的人，不由得心中暗喜。他知道
自己穿戴破旧， 若是让老师和同学看到
自己这个样子就来找雷锋， 他们肯定要
批评他。现在没有别人，面前只有雷锋一
个人。王文阁大步迎上去，给雷锋行了一
个九十度的鞠躬大礼。 因为王文阁知道
自己现在还不是少先队员， 只能行这样

的礼， 他脖子上没有大多数同学都有的红
领巾。雷锋开始只顾往前走，没太注意到这
个突然给他行大礼的同学。 当雷锋看到王
文阁时，一下子愣住了。没等王文阁开口，

雷锋先说话了，他说：“小同学你好！”并主
动走过来要拉王文阁的手。 王文阁向后躲
闪，想藏起自己的手。这是一双又黑又脏的
小手，他担心会吓着雷锋。他后悔这么唐突
地来找雷锋，自己是一个小埋汰孩儿，这不
是给雷锋添麻烦吗？他正准备跑开，雷锋看
出了他的窘迫， 马上扶住了他的左肩，亲
切地说：“别怕，没关系。”由于雷锋的这句
暖心话，王文阁才有勇气但仍是低着头说
了心里想说的话：“雷锋叔叔好！” 雷锋丝
毫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主动握住了王文
阁的小黑手， 特别亲热地问他是哪个班
的。王文阁说是一年级一班的，在一楼东头
那个教室。

王文阁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 一激动
紧张竟然全忘了，不知说什么好。又是雷锋
先开口，他问：“你有什么困难吗？”王文阁
赶紧说：“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您，像我
这样的穷孩子， 是不是和您小时候一样？”

雷锋对这个小学一年级陌生的同学提出的
问题，特别耐心地开导。

一年级小学生王文阁听了雷锋的解释
后，虽然不太明白，但直点头。雷锋用右手
拍着王文阁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学习，长
大了才能掌握科学知识， 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 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有益的贡
献！好了，以后你要好好听老师讲课，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还要
注意讲究卫生。”说完这些雷锋又亲热地问
道：“能做到吗？”王文阁点了点头，非常诚
恳地说：“能，能，我一定做到。”

临分手时， 雷锋说了一句：“我过几天
再来看你。”

王文阁想到雷锋一天这么忙， 说再来
看他，也就是出于礼貌吧。

没想到在一个周六的下午， 王文阁上
完最后一节课，刚一走出教室的门，就碰上
了雷锋。雷锋一定是等他很久了，看见他走
出教室，立即迎上来，笑着问他：“放学了？”

接着说：“我看你来了， 学习有进步没有
啊？”王文阁内心无比温暖，他回答：“比以
前有点进步。”雷锋说：“这就好嘛！”他们一
边说着， 一边往门卫那里走。 当走出了校
门，雷锋从他的挎包里掏出四个学生用本：

两个算术本和两个方格本，还有一打铅笔，

是整整一打啊！ 他顺手拿过王文阁的手提

书包给他装在里面， 很郑重地说：“一定要
学好语文和数学。语文学不好，理解能力就
跟不上；若是不用功学好数学，科学知识就
无法解答。 还有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要跟
上，才能成为好学生，才能成为对社会主义
有用的知识人才。尤其对于科学知识，一定
要深钻细研，我给你这点学习用品先用着，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由于雷锋的关怀和辅导， 王文阁的学
习成绩有明显的进步， 各方面表现都很出
色，还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劳动委员在
劳动上肯定要带头。 有一天学校烧锅炉用
煤，雷锋开车来到学校，下车后，就见王文
阁脸上手上都是煤灰，就用手套给他擦。雷
锋告诉王文阁，这次是外出执行任务，顺便
来看他。 看见他左臂上戴着少先队中队干
部才有的“两道杠”，雷锋高兴地说：“这次
你不用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有进步，以后还
要刻苦学习，争取有更大的进步！”这一次，

令王文阁更为惊喜的是，雷锋回到车上，拿
出一套《十万个为什么》递给他，说：“这套
科学丛书是我特意为你买的， 拿回去后一
定要结合学习用心地看。 书中讲的都是科
学知识，对你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王文阁
接过这套沉甸甸的书的时候， 眼里的泪水
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情不自禁地说：“雷锋
叔叔，谢谢您，谢谢您！”雷锋说：“这次你已
经用行动谢过我了！” 雷锋指着他臂上的
“两道杠”，脸上洋溢着笑意。

雷锋在赠给王文阁的书上写道：“愿你
插上幻想的翅膀，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长
大成为一名科学家。”

后来， 王文阁铭记着雷锋辅导员对他
特殊的关怀和期望， 一直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用“钉子”精神在科技领域刻苦钻
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发明已有两项
获得国家专利。

（二十六）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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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宗 陈广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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