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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常 责 备 自 己 的 人 ，往 往 能 得 到 他 人 的 谅 解 。【一周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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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 锋

人文周刊：徐老师，您是我国较早
提出研究长江文化的学者。早在上
世纪90年代，您就和李学勤教授合作
主编了长达98万字的《长江文化史》，
从全新角度系统阐述了长江文化的
独特风貌，曾获得第十届中国图书
奖。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要持续不断
地深入研究长江文化？

徐吉军：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
明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
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
化。虽然，它们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内
涵、形式、作用和历史发展进程，但却
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在长达
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们
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两个平行发
展、并驾齐驱的文化系统。这种刚柔
相济、阴阳互补的文化联系，在血缘
上自然而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文化统一体，成为中华文化
发展的基础，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呈
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并给海外文化
以深远影响。

202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
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
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
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在此背景下，对长江流域的文化
展开深入的探讨、研究和发掘，让二元
耦合中形成华夏文明的长江流域文化
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展现出它的蓬
勃生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
非常深远的意义。

人文周刊：在您看来，“长江文化”
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

徐吉军：我认为，长江文化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从内涵来看，广义上的
长江文化，是长江流域人民在长期的
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社会
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
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
生产力水平等。而狭义上的长江文
化，则是一种历史学意义的文化。

从长江文化生存的地域范围来
看，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
长江文化，其生存空间只包括长江干
流区，即长江流经的青海、西藏、四
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
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从广义上来说，长江文化则是
一个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
为主体，包含诸如滇文化、黔文化、闽
文化、桂文化、淮南文化(或称江淮文
化)、岭南文化等亚文化层次而构成
的庞大文化体系。总之，长江文化是
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
化复合体。

人文周刊：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
代表性符号，长江文化又有着怎样丰
富的内涵？

徐吉军：长江文化的内涵博大深
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具体
来说，它包括政治、经济、艺术、哲学、
科技、教育、语言、史学、宗教、民间信
仰、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习俗等很多
方面的内容，即文化概念中所包含的
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

我将长江文化分为区域文化、民
族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
化、科技文化、生活文化、艺术文化、
民俗文化、体育文化、教育文化、社群
文化等十二个大类。每一种文化都
有丰富的内容。比如，中国古代科举
中，长江流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清两代，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
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的学子数量
名列前茅，显示了长江流域文风鼎
盛，教育文化极为发达；比如，“生活
文化”包括人类吃、穿、住、行等方面
的文化现象。中国有鲁、川、粤、淮
扬、浙、闽、湘、徽等八大菜系，其中超
过一半就来自长江流域；再比如“学
术文化”，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学术昌
盛，学派迭出。在中国哲学史上，这
里相继产生了先秦时期的庄子哲学、
屈子哲学；宋代的湖学、蜀学、湖湘之
学、闽学、江西之学、浙学和明代的阳
明学。在经学史上，长江流域在清代
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以戴震为首的
皖派以及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
表的扬州学派。在史学上，清代长江
流域出现了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
望、章学诚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史学
派。在文学史上，长江流域先后产生
了以屈原、庄周、宋玉为代表的楚辞
文学，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
安文学，以袁宏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
安派，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
桐城派等。

人文周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长江文化形成了一些带有普遍性、持
久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本质特征，您认
为长江文化的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吉军：多样性与统一性、开放性
与凝聚性、对抗性与交汇性、延续性与
不平衡性，是我归纳的长江文化四种
显著特征，这里我以“开放性与凝聚
性”为例，谈谈长江文化的突出特征。

从长江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它
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系统。所谓开放
性，一是指它宽容的博爱精神，具有兼
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宏气度，在充分
认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敢于吸收和
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自己；
二是指它在吸收异质文化养分的同
时，还能源源不断地输出自己文化的
能量，对其它文化体系产生十分深远
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长江文化是在各地
区、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同时它也大量吸收了外来

文化的因素，特别是黄河文化。
先秦时期的长江文化就充分反映

了这一点。比如，吴越文化就极具开
放性、包容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吴、
越两国不断吸收了齐鲁文化和楚文
化的有益成分，从而创造出辉煌而又
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伍子胥营建
阖闾城、范蠡筑造会稽城，孙子著兵
法，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礼等，都无
不清楚地显示出吴越文化善于吸收、
融汇外来文化散发出来的活力和博
大的包容、凝聚精神。

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长期以来
积淀在它的发展机体之中，使其勇于
迎接外来文化的冲击，善于吸收和消
化外来的优秀文化，以一种自由的精
神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断更
新，并向外大量传输自己的文化。这
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凝聚性
特点，正是长江文化伟大之所在，是其
富有生命力的体现。

人文周刊：作为世界第三大河，长
江也深深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您认
为，长江文化对于世界文明作出了怎
样的贡献？

徐吉军：众所周知，西方对中国的
称呼主要来源于中国远销海外的丝绸
和瓷器，而长江流域便是丝绸、瓷器、
稻米、漆器以及茶文化、酒文化等的重
要发源地之一，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
乡、文物之邦等美称。

在历史上，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
文明的中心、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
陶瓷制作起源地、茶叶种植与茶文化
起源地。

以稻作文明为例，考古资料表明，
中国稻作农耕的出现以长江流域为
最早，稻类作物的发现也最为集中。
在长江流域，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新
石器时期的稻作遗址，就有浙江余姚
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宁波八字桥等
数处。经过对河姆渡出土谷物的科
学鉴定，它们中不仅有人工栽培的水
稻，而且有籼、粳两个亚种。这说明，
早在七千年前，这一地区就已经有了
比较发达的稻作农耕。

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还走出国
门。如今，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都认
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是从中国传播过
去的，很有可能就源于长江流域。

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
蚕织丝的国家，而长江流域是世界上
养蚕缫丝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这也
被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明。在漫长
的岁月中，来自江南的丝绸大量销往
世界各国；中国的茶叶大量销往西方，
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五大主要商品
（丝绸、瓷器、茶叶、中草药、农作物）之
一。据学者研究，清代通过广州港销
往西方的茶叶，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浙、
闽、皖、苏这四大省。

（本栏目由新华日报《人文周刊》
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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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 锋

11月 22日，“册府千华·南雍撷
珍——南京大学古籍菁华展”在南京
大学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展出200
余种珍贵且极具特色的古籍文献，展
示了这所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的著
名学府丰富的古籍文献收藏。

南京大学是国内知名学府，经过
10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
古籍文献。南大图书馆程章灿馆长介
绍，南大古籍线装书收藏量近四十万
册，其中善本图书有三千余种、三万余
册，南京大学图书馆是国务院首批公
布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南
京大学收藏的古籍四部皆备，尤以古
代地方志、目录学文献、边疆图籍、明
清别集、丛书的收藏为特色，无论数量
还是质量，在海内外古籍界均有相当
影响。此次，南京大学图书馆和该校
博物馆、文学院、历史学院等收藏单
位，全面整理馆藏善本古籍，遴选出二
百余种珍贵且极具特色的古籍文献，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江苏省古籍保
护中心支持下，举办了这个展览。这
也是南大迄今为止举办的规模最大、
展品最精的古籍展。

展览以古籍书写和刊印年代为轴
线，系统勾勒从唐人写经到宋、元、明、
清雕版印刷共计一千三百余年的发展
脉络。很多难得一见的善本都是首次
展出，有来自敦煌石室的唐代写经、稀
如星凤的宋版元版、多姿多彩的明清
版刻，还有南大特有的孤本秘籍、先贤
手泽，珍善并陈，琳琅满目。

展览上，来自敦煌，编号为473、
474号的唐代《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
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这两件珍贵写
卷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程章灿
介绍，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
现，人们才得见大量早期写本尤其是
唐代写经的实物。南京大学收藏的唐
代写经数量不多，且十分稀见。血书
《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朱书《大方便
佛报恩经》残卷均极为罕见。473号
血书写经与474号朱书写经实为同一
卷，但从字迹看，又不是同一人所抄，
且用纸有别。通过题跋的内容及印鉴
可知，两件写经为晚清举人廉泉与才
女吴芝瑛伉俪珍藏旧物，原是廉、吴的
表兄孙寒厓在赴甘肃、新疆任职途中
所得。1931年，廉泉去世后，两件写
经转归金陵大学创始人、美籍传教士
福开森所有。1934年，福开森又将多

年收藏的千余件古物悉数捐赠金陵大
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这两件写经
也在其列，由此珍藏至今。

本次展览还得到中国古版画研
究会(筹)的大力支持。研究会诸多成
员纷纷拿出自己多年珍藏的古籍插
图版画，特别是明代以来出现的彩色
套印版。这批套色版画多达七十余
种，种类之多，规模之大，海内外罕
见，代表了中国传统水印技艺和古人
的审美情趣。

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始于唐，
兴于宋，历经元、明、清，迄今约有
1300多年的历史。伴随造纸、制墨技
术的成熟，雕版印刷技术不断改进，人
们在复制文字和图像的同时，更追求
纸、墨、印三者间的完美融合，从而催
生出彩色印刷技术，并将其应用在版
画制作中，使之成为独创的艺术形
式。明代彩色版画图籍留存至今者，
已是凤毛麟角。展览集合自明万历年
间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70余种
彩色版画图籍，包括明崇祯刻本《十竹
斋笺谱》、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
《程氏墨苑》、明天启七年（1627）刻
《十竹斋画谱》、明崇祯五年（1632）刻
《古本演义三国志》、日本铜印本《文美
斋笺谱》、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芥
子园画传三集》、清乾隆间姑苏丁亮先
制版画《腊转春回》、清代康熙年间刻
本《西湖佳话》等，尺幅间尽显传统印
刷技艺之魅力。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在展出的一套1933年荣宝斋木版水
印初印本《北平笺谱》上，人们看到了
鲁迅的签名，旁边还有一个名字“西
谛”，这是著名作家、藏书家郑振铎先
生的笔名。

“鲁迅和郑振铎为什么会在《北平
笺谱》签下名字呢，这里面有一段有趣
的故事。”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
主任李丹介绍，笺纸是印有诗画的信
纸，常印有淡雅的图案，如山水、花鸟、
人物等，既有作信纸用的实用价值，又
可供艺术欣赏，受到文人雅士的钟
爱。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编选
出版《北平笺谱》，包括陈师曾、齐白
石、吴侍秋等书画大师作品三百多幅，
由荣宝斋采用木版水印印制。最早的
一批《北平笺谱》共印了100本，每一
本都有编号和鲁迅、郑振铎两位的签
名。金陵大学收藏了其中编号为

“99”的这一套，记录了两位文学巨匠
与彩色版画印刷的一段情缘。

鲁迅郑振铎鲁迅郑振铎
为何在这套笺谱上签名为何在这套笺谱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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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奔腾的长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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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回望中华民族上下五千
年，无论是炎黄子孙的起源、华夏文明的发祥、社会生产的发
展、历史进程的演进，还是思想文化的兴盛、民族精神的淬炼，
都离不开长江的哺育和滋养。

11月23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
研究员徐吉军做客“江苏方志大讲堂”，讲述长江流域在中华文
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长江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的重要推
动作用。本报《人文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镇江天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3,773.26万元，本金为2,
769.15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该债权由栾必荣、杨来娣、栾勇、施薇
提供担保（以工业房地产设置抵质押）。其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
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顾正龙、凌晨，联系电话：025-52680832、
025- 52680916，电子邮件：guzhenglong@cinda.com.cn、lingchen@cinda.com.
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电子邮件：huangfei@cin-
da.com.cn；纪检举报电话：025-52680821，电子邮件：zhufeng6@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群众》（思想理论版）每月5日出版，《群众》（决策资讯版）
每月20日出版，代号28-18，定价7.5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
均可订阅。本刊地址：南京市建邺路168号 4号楼 邮编：
210004 网站：www.qun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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