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江南人乐于亲水、善于治水、巧于
用水。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我们要走一条激活江南文化基因与经济
社会联动发展的道路，让长三角地区成为
文化的高地、人才的天地、创业的园地、创
新的基地、旅游的胜地

江南文化为何善于抢抓历史机遇
———曹伟明研究员在江南文化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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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不仅地域相连、民俗
相近、人缘相亲，而且文脉相通、水脉
相涌、血脉相连。

历史上， 在江南文化的引领下，

长三角地区逐渐走向人文昌盛、经济
发达 、社会进步 。经过数千年的积淀
与扬弃，江南文化已发展成一个底蕴
深厚、 内涵丰富的区域文化系统，成
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支撑与内在根因。

从自然特性来看，江南文化是一
种灵动的水文化 。 孔子曰 ：“知者乐
水 。”江南文化中 ，灵活善变 、机智敏
捷是水文化的充分体现。天然的湖光
水色 、优美的水乡环境 ，传递出江南
人热爱自然、师法天地的本性。同时，

江南文化吸纳和继承、创新和发展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为长三
角地区的融合转型、发展创新提供了
智力和动力 。这种通达善变 、顺应潮
流的特性 ，有助于扬长避短 、把握时
机 ，有助于走出变幻的迷津 、跻身时
代的前列。

新时代 ，研究江南文化 、传承江
南文化、弘扬江南文化必将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这里，

我愿意进一步梳理江南文化特别是
水文化的特征 、内涵 ，以期让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富有鲜明的特色、深厚的
底色和耀眼的亮色。

曹伟明 上海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委员、 青浦区文联主
席、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兼任
上海市群众文化专业高级职称
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
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
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
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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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构筑安居乐业的富饶之地

形成一批工商业集镇，涌现一群实业救国人士

要有文化自信和自省，不断提高生产创新能力

综观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历史 ， 无论是河姆
渡、马家浜还是崧泽、良渚古文化，都可以发现水
文化带来的众多恩泽。

第一，河网密布的水环境造就了永不停息的
舟船文化，形成了江南人对水征服、与水拼搏以
及冷静、机敏的性格。

江南地区以太湖为核心、大海为依托、运河
为通道、长江为走廊，和水相依，与船相伴。舟船
是古代江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工具。从远古时代的
独木舟到三国时代的战舰，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
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宝船，江南地区的先民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造船、划舟，创造了千姿百态、奋
进拼搏的舟船文化。

上海地区最早的港口———青龙镇，就承造了
不同用途 、不同型号的各类船只 ，包括具有防
御功能的青龙战舰 、装货物的货船 、摆渡用的

渡船等 。各类船只如粮船 、水驿船 、小划船等一
应俱全 ，甚至对木材 、桐油 、黄麻 、铁钉 、桅 、篷 、

锚 、绳等船上各类用具都有专门的材质要求和
工艺规定。

先进的造船技术、专业的工匠精神，为海运、

漕运和河运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可
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南地区的造船技艺处于
领先地位。

第二，河网密布的水环境造就了富饶的水稻
文明，构筑起安居乐业的富饶之地。

江南地区的远古先民善于利用天时、 地利、

人和等有利因素， 把丰富多样的水资源用到极
致，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发展、社会进步。从崧泽古
文化遗址上出土的粳、 籼两种水稻谷种来看，上
海先民已将野稻驯化为稻种， 并积极运用石犁、

石耘等耕耘工具，充分展现了开拓进取、辛勤耕

耘的精神。加上水井的发明、田山歌的创造等，进
一步丰富了江南稻作文化。

这一切，构筑起运粮船络绎不绝、一派繁忙
的景象， 形成了以稻米为主集散地的各大码头，

更让一座座历史文化名镇应运而生，展现了水稻
文明的五彩缤纷。

第三，河网密布的水环境激活了江南人的聪
明智慧，人们不断改善饮食结构，催生了丰富多
彩的渔文化。

无论是河姆渡遗址，还是崧泽遗址，都出土
了大量的鱼骨针、石网坠以及青鱼、鲤鱼、鲙鱼等
鱼类骨骸。这说明，江南地区的先民不仅从事捕
猎、农耕、饲养家畜等劳作，而且还尝试依靠独木
舟、水筏等在水上从事渔业生产。

同时，长三角地区的地理名称、民间传说亦
常常涉及各种鱼类，如“金牛湖”“放生桥”“白鱼

潮 ”“摇快船 ”等 。水产 、水生 、水植的丰富多彩 ，

让江南人不仅解决了温饱， 而且增添了生活的
情趣。

第四，河网密布的水环境养成了开拓奋进的
精神、追求卓越的品格。

在长三角，水文化的发达不仅表现在内河方
面，而且反映在对外贸易的港口上。青龙镇的考
古发现表明，早在唐宋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起点，江南地区与东南亚、阿拉伯地区有
着密切的航海联系和贸易往来，促进了东西方货
物乃至文化的交流。

同时，发达的河运、海运进一步造就了长三
角地区的众多经济巨镇、贸易大镇，吸纳了各地
的优秀人才和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江南文
化。在融合与转化中，江南文化也得以传播和辐
射四方。

梳理历史文化可以发现， 每当发展机会来
临，长三角地区的人们总是能够抢抓机遇、顺势
而为。这种机智巧思、灵活善变的文化基因，在长
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推动作用。可以说，江南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不断创新、持续流动的进程史。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进程中，如何发
掘好传统文化的精神智慧、激活江南水文化的活
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传承好因地制宜的生态理念。

古往今来， 长三角地区的不少城镇依水傍
水、宜居宜业。由此，先民们最先发展农田水利 ，

并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实施
“五里七里一纵浦 ，七里十里一横浦 ”的规模化
农田治理， 让农耕文明在发达的水利建设中达
到巅峰。

同时 ，江南人利用自然优势 ，创造了 “江南
熟，天下足”的辉煌成就，使稻作文化充满水性和
诗性，又富有浪漫气息。特别是，由稻作文化衍生
出来了田歌、昆曲、沪剧、越剧、淮剧和扬剧等众
多优秀文化产品。

第二，传承好道法自然的工匠精神。

江南地区的古典园林，最早见于魏晋时期的
苏州，唐宋时期走向繁荣，明清时期达到极盛，不
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准高。

江南园林遵循道法自然、 追求情境融合，形
成了园外有园、景外有景和水随山转、山因水活
的鲜明特色， 在有限的园林中充满着灵气和生
气，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精致高
雅的工匠精神与追求卓越的人文气质，在今天仍
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传承好共同的民俗基因。

长三角地区同风共俗， 人们具有共同的心
理和心态 。例如 ，生产习俗中对丰收的祈求 ，生
活习俗中驱邪避灾的祈望， 丧葬习俗中祖先崇
拜的观念， 以及岁时习俗中对自然、 神灵的崇
拜，等等。

这些民俗基因，衍生了不少物质和非物质遗
产，既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又是文脉传承创新、文
化共建共享的基础。

第四，传承好生态伦理的精髓。

在江南地区，诸如“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以
及众生平等、万物和谐的生态伦理深入人心 。它
不仅书写了人心安定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
哲学命题 ， 而且造就了信义仁智礼的品德 、规
范了社会关系 ， 有力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文
明程度。

进一步来看，江南文化还具有“敢为天下先”

的创新精神。回顾历史，在魏晋南北朝全国经济
重心开始南移之际，长三角地区抓住机遇，开垦
土地、种植水稻、养殖桑蚕并大力发展丝织业和
贸易；随着大运河的开通，长三角地区与海内外
的联系更加紧密，杭州、苏州和扬州等随之成为
经济枢纽城市；从唐代的“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
九”到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江南最终成为全
国经济的翘楚。

到了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率先产生资本主
义萌芽， 形成了一批富有名声的工商业集镇，涌
现了一群富有名望的实业救国人士，更是一举创
造了上海滩“冒险变通”的创业奇迹，积淀了海纳
百川、追求卓越的文化特质。

当前，长三角地区依然需要培育和吸纳富有
才情、勇于创新的各类人才，依然需要着力于成
为经济贸易的码头和文化发展的高地。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江南文化可
以为区域联动发展和生态化转型提供智力支撑、

动力保证。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力：

一是形成高度的融合力。

作为一种尊重自然、富有特性的生态文化，

江南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
慧。新形势下，我们既要有自信，又要有自省。在
激活江南文化的智慧基因基础上， 要特别注重
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 ；要深入贯彻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全面提高长三角地区
的生态文明意识 ，更新人们的文化理念和生活
方式 ，提高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走出一条社会
进步 、经济繁荣 、生态和谐 、文化共享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二是提高卓越的创造力。

历史证明，长三角地区只要有文化软实力的
支撑，便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经济上，从“无积
聚而多贫 ”到国家的财税支柱 ；文化上 ，从蛮夷
之邦转变为文化渊薮之地……这一勇于创先 、

开拓奋进的底色， 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巨大
精神动力。 我们要在协同、 协作和协调的基础
上，进一步达到共建、共有、共享，形成不可阻挡
的发展合力。

三是激发强大的竞争力。

江南文化要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高地，需要进一步激发江
南文化的认同感， 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产业体
系，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同时，以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为引领， 加强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协同、

发展协同，加快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
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
业集群。

四是提升非凡的应变力。

要进一步激活江南文化求新求变、顺应潮流
的文化基因，以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平
台为抓手，强化各类资源的功能配置，搭建高水
准的经济贸易开放平台，推动各类产业园建设与
产业梯度转移，发挥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示范
带动作用。一个重点是，加快培育和壮大一批具
有世界影响力、非凡应变力的跨国企业和创新集
团，以点带面提升长三角的国际竞争力。

五是强化持续的创新力。

要引领推动长三角地区形成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无缝衔接、运作高效的公共服务网络，加强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合作， 建设美丽的长三角、诗
意的长三角。

总之，水既是江南文化的灵魂，也是江南文
化的源泉 。江南人乐于亲水 、善于治水 、巧于用
水，江南文化贯通着生态诗意的水脉、海纳百川
的城脉、 大气谦和的人脉、 开明睿智的文脉、追
求卓越的创造力之脉。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大背景下， 我们要走一条激活江南文化基因与
经济社会联动发展、 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与更新
城市文化肌理的道路， 让长三角地区成为文化
的高地、人才的天地、创业的园地、创新的基地、

旅游的胜地。

■ 江南地区以太湖为核心、 大海为
依托、运河为通道、长江为走廊，和水相
依，与船相伴。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到三
国时代的战舰，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到郑
和七下西洋的宝船，江南地区的先民创造
了千姿百态、奋进拼搏的舟船文化

■ 从崧泽古文化遗址上出土的粳、

籼两种水稻谷种来看，上海先民已将野稻
驯化为稻种，并积极运用石犁、石耘等耕
耘工具，构筑起运粮船络绎不绝、一派繁
忙的景象，更让一座座历史文化名镇应运
而生，展现了水稻文明的五彩缤纷

■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江南地区与东南亚、阿拉伯地区有着密切
的往来。同时，发达的河运、海运进一步造
就了经济巨镇、贸易大镇，吸纳了各地的
优秀人才和文化成果。 在融合与转化中，

江南文化也得以传播和辐射四方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我担任学校剧社的社长， 干学伟、

陈恒瑞两个同学担任副社长。后来我去
了延安，干学伟等剧社的好几个同学也
相继去了延安。我们给剧社取了个名字
叫“醒狮”，问了校长，校长说“醒狮”是
国家主义派的，不合适，这样，就改叫
“未名”剧社。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二十年
代文学界有个“未名社”。我们找教美术
课的茹梅老师， 请他为剧社刻图章，社
标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位工人，穿着
白衬衣、蓝工装裤，双手把着一个齿轮，

意思是推着历史的车轮前进。

我们的剧社只在校内演出，从 1934

年到 1936 年每个学期都要公演一次，

每次公演有三个剧目。演出的剧目主要
是田汉、于伶、陈白尘等创作的戏剧，如
《走私》《顾正红之死》《放下你的鞭子》

《谁是朋友》《扬子江的暴风雨》《到那里
去》《第五号病房》《SOS》《金宝》《平步登
天》等。魏金枝、黄九如老师是业余的义
务导演。剧社最多时有三十多人，其中
有少数是民众夜校的学员。学校的礼堂
是我们的演出舞台， 学校不收租金、电
费。我们还卖门票，四毛钱一张，两毛钱
一张，组织同学推销。外面也有人到学
校来看戏。 我们的演出偶尔有点盈余，

都悉数捐助夜校，这个做法，得到校领
导的赞扬。

在演出的活动中，我从报纸广告上
得知， 在跑马场附近法租界里有一个
出租幕布、灯光设备的地方。我就去找
他们，是两个姓周的兄弟开的店。可能

是从这兄弟俩那儿得到的消息， 后来张
庚、崔嵬、丁里等就到学校来找我们。这
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们主动热
情地帮助我们排练， 演出时到后台帮我
们化妆，慢慢地和我们熟起来。这时，吕
骥也来找过我，邀我参加他组织的“蚁
社歌咏团”， 每个星期天上午去大陆商
场，吕骥在那里教歌。除了救亡歌曲，我
们还学了一些苏联歌曲， 如：“我是长
剑，我是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把光
明呈现……”“唉嘿伊， 我们新时代的青
年，勇敢健壮，我们划开时代，站在斗争
的最前线……”

学校要筹建体育馆，借上海青年会礼
堂组织一场义演筹款，上海“左联”的剧
人袁牧之、陈波儿、顾而已、魏鹤龄、赵丹
等都参加了。那一次演出了话剧《出走后
的娜拉》，还演出了田汉编剧的歌剧《扬
子江的暴风雨》。 歌剧由聂耳作曲并导
演，他还主演老工人，我也参加了演出，

扮演一个群众角色。 排练的时候只有一
把洋号、一个小鼓。鼓声点点，敲打着我
们的心，我们齐声高唱：“苦力们，大家一
条心，挣扎我们的天明。我们，并不怕死，

不要拿死来吓我们！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

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
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
自由的路前进！”

我们演出于伶的剧本 《走私》 时，训
育主任张以藩让我到工部局去一趟，说
大概是关于演戏的事。 工部局是英国总
督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管理租界事务。我
到了工部局，出来一个办事员，是个中国
人，手里拿着译成英文的《走私》剧本，指
着里面的几个段落说：这里、这里一定要
删。我嘴里答应着，回校后一个字也没有
动。临演出时，学校果然来了几个戴着黑
礼帽、穿着黑色长袍、卷着袖子的人，派
头挺大，一看就知道是巡捕房的包打听。

我们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到礼堂前排就
座，还买了香烟、瓜子招待，笑嘻嘻地对
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请帮帮忙。闭
幕换景时， 我们在后台齐声高唱苏联歌
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散戏
时，我们含笑送别，他们连声说“无啥，无
啥！”

在我读高中一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
新同学林华清，比我小两岁，福建莆田人，

说一口福建官话，咕噜咕噜，嘴里像含着
石头子儿。我们俩同一个课桌。他喜欢看

社会科学书籍，书包里常常装着一些介绍
国内外政党资料的出版物，书上整段整段
地被删去，还打着叉叉。他父亲是一位牧
师。他不爱唱歌，却会弹钢琴，我在夜校上
“兴趣”课，教工人学员唱歌，他就为我们
伴奏。我们思想相近，兴趣相投，很快就成
了好朋友。一天他对我说，他在光夏中学
的一个同学叫陈天林，想认识我。我自然
表示欢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天林到
麦伦来找我，他个子不高，穿蓝色长袍，面
黄肌瘦，显得很憔悴。我们在体育场沿着
跑道边走边谈，他人虽瘦，肚里的话却很
多， 头头是道地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还说了如何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等
问题。 他介绍我参加了以宋庆龄为首的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
会），他说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在
以后的接触中，陈天林给过我几份油印的
文件。夜晚，在暗淡的灯光下，我躲在宿舍
高层铺上悄悄地翻阅，当我看到陕北瓦窑
堡红军大学招生的消息时， 不觉怦然心
动， 这成为我 1937年初离家出走投奔陕
北红军的最初推动力。陈天林知道我在民
众夜校教课，还特地给我一本武委会编的
油印扫盲课本。打开课本第一页便与众不
同：“人，工人，农民”。我叹服编者阶级观
点的鲜明，至今仿佛仍能闻到那油墨的余
香。

1935年前后， 华北的局势日趋危急，

敌伪势力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殷汝耕搞
冀东自治，逼迫宋哲元撤军，撤销国民党
党部。 华北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
桌，“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平津的学生救
亡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上海，上海马相
伯等三百余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救亡宣
言，麦伦校长沈体兰、教师曹亮等都名列
其中。

（三） 连 载

———陈明回忆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明 口述
查振科 李向东 整理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