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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书林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要放到世界的范畴，放到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去考察。在推进中华
民族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
程当中，建设世界的经济中心、科技中
心、文化中心，甚至是文献中心。有这样
的思路，我们的文脉研究、传统文化研究
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江南地区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
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现地之
一。长江文化有着深远历史积淀，在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作出了突出贡
献。今后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形成普及
读物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让国内外的民
众了解我们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著
名历史学家

江南有上天给的“福祉”，有湖、有江
海，也有秀丽的山川，这是特好的福气。
包括无锡在内的江南人重视家族传统，
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家训。我们家的家训
就是，富贵的时候不要忘了根本，贫贱的
时候更不要忘了自己的老底子，世世代
代规定一定不要断掉读书。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哈佛大学教授

肇始于江南的东林学派，秉持“风声
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这种关怀的理念不是平铺
的，没有先后左右的准则，而是立体的，
建构在一个立体的宇宙论中。阳明心学
中最关键的学问是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能够把“良知”落实，成为每天修养磨
炼的功夫。

吴晓明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
文科资深教授

现代社会的每一项发展，都需要扎
根于优秀传统文化。无锡国专是江南儒
学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培育了众多
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像种子一样在江南
散播开来，近代以来影响力非常之大。
如果长三角地区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它
的恢复，我想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程章灿 《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世说新语》将长江塑造为精神象征
和文化符号。伴随着对江南、江左(江
北)又或者是江东的开发，长江区域的人
才登场，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无可取代的
源泉和动力。当你们下一次翻开《世说
新语》的时候，也许你们会在耳中听到滚
滚长江正从书页之间悄悄流过。

本版摄影 吴俊 余萍 徐翔（实习生）

江南文化是一种秀美文

化、一种诗情文化、一种意境

文化，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中

蕴含着恬静内秀的韵味。

11月18日—20日，第三届

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举行，

围绕“文脉传承与长江文化”这一主题，海内外相

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长三角地区知名文化学者

通过一场主论坛、七场分论坛和两场高端对话，探

索和建构长江文化、江南文脉的文化符号和精神

标识，提炼和展示江南文化的文化精髓，提升江南

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助推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

【名师大咖咏江南】

□ 本报记者 马薇 房雅雯

大江大河历来是文明的摇篮。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11月19日，在无锡举行的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长江文化与江南文脉”高端对话
环节中，专家学者深入解读和演绎江南文脉与长江文化的血脉关联，探寻江南文脉由
小桥流水之漫游，至沿江而下之漂流，进而由江入海、走向世界的激荡奔腾之路。

因江而名，长江下游文明是江南文化之源

长江以万里绵延和千年奔腾演绎了中华文明之道，成为江南文脉的母体和生
命之源。高端对话环节，专家学者们达成共识：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长江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最有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相伴，扬子江畔、太湖原野，疏浚河道、整治堤岸，造
就了大江大湖的山水胜境，“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
接画檐”，文脉、山脉，水文、水韵在此相互交融，最早的水
稻种植、最早的陶器、最早的漆器在此生发……人民在生
产生活中阐释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在这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瞿秋白“我是江南
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先贤们抒展心怀家国、命运与共的深厚情怀；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苏区旧址、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等，
处处有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留下的红色记忆。

“长江下游文明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上海交通大学城
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指出，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
明，中华文明是多源流、多根系的，长江下游江南地区早在
史前时代就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
在长江的引流滋养下，江南文脉生生不息传承演进，成为
长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灿烂文化明珠和文明瞭望塔。

凭江而兴，长江之水滋润江南文脉

水，流动不居，至善至柔，泽被万物。“长江之水天上
来”，千百年来，长江以其“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
为秀致婉约的江南文化带去群山万壑和百川汇海的别样
景致，不断丰富着江南文化的内涵。

“江南文化具有水文化的特性，包容性强、善于进退、
寻求探索、生生不息。”安徽大学教授刘伯山指出，长江在
宋代之前主要还是一条政治的江、军事的江，之后才成为
经济的江，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南宋以后，伴随着长
江“黄金水道”的价值显现，江南文化在长三角地区兴盛
发展，并保持长期繁荣。

以江苏为例，作为万古长江的流经之地，长江江苏段
干流总长433公里，流经8个设区市，流域面积3.86万平
方公里。长江为中华文明孕育、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也为江苏留下了丰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据统计，
2021年江苏沿江八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80%，长江江苏
段文化遗产与文物资源均占据全省七成以上。

长江是江南水乡的主脉，在江南平原与大运河交汇，
把众多河湖荡氿串联起来。“长江、运河为水性江南注入
了开放包容与活跃进取的因子，很好弥补了江南‘湖塘文
化’的不足。”在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看来，长江自西而
东、运河贯通南北，为江南温和安逸的“湖塘文化”增添了
包容性、进取性和张力。时代发展至今，深深融入长江元
素的江南文化，在既有的开放包容、善于吸纳的气质神韵
中，愈加凸显出探索、进取乃至刚勇的全新精神特质，从
而拥有了更加丰满的时代性格。

“长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呈现出多样性与统一性、
开放性与凝聚性、对抗性与交汇性、延续性与不平衡性。”
《长江文化史》主编徐吉军表示，长江赋予江南的水文化，
既有灵动诗意、善于变化，又有脚踏实地、务实而进取；既
有细腻的审美，又不乏高远的追求；既开放包容、善于吸
纳，又能较好保持自我个性；既注重个体的修为，又充盈
浓郁的家国情怀，总能做到义利兼顾并举。从这个意义
上说，长江文化不仅建构了江南文脉的文化向心力、凝聚
力，而且在与世界的文明对话中，展现出江南文化、中华
文化独特的吸引力、感召力。

拥江而美，水韵江南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江南因长江而名，因长江而兴。江南文脉因长江而
恢宏辽阔，从历史的深处、文明的深处走来，和着长江水
走进中华文明的生命，走进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

“长江文化是江南文脉的母体和生命之源，传承创新长
江文化是江南文脉的本色和天命。”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
良指出，当下，以江苏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正在高质量推进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未来，整个江南流域
将变成一个大公园，成为世界级的美好生活廊道。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作为长江文化、江南
文脉的重要发祥地、传承地，江苏正以高度的文化自
觉、坚定的文化自信，自觉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先行区的重大使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在世界文明交流交融的时代大潮中，唱响新时代
的“长江之歌”。

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江苏深入挖掘长江文化富矿，促进长江文化融入公共
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工业设计、城乡建设，让悠久的长江文化在江苏大地绽放时代
魅力，展现持久的影响力；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铁腕治理污
染，系统修复生态，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的街角公园就能触摸自然肌理、历史文脉
和文化记忆；努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找准中华儿女“同饮一江水”的共情共鸣点，
推动长江文化、江南文化“走出去”，让世界认识江苏、了解长江、向往中国。

“江南文脉与长江文化的对话，是对江南文脉在新时代使命担当的一次检阅和
自觉，也是江南文脉在滚滚长江中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作出
新贡献的一次遐思展望。”东南大学资深教授樊和平说，仰慕是为了继承，守护是为
了创新。我们要在守护中为长江水、为江南文脉的流淌开掘新的深度、拓展新的境
界，让长江水、让江南文脉在大海的奔腾中流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向世界献上中华
民族更加绚丽夺目的文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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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顾星欣 陈洁

11月19日下午，在无锡举行的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长江文化与中华文
明”高端对话环节中，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长江文化”与“中华文明”这两个关键
词，倾情分享各自研究视野里的思想火花，多角度解读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思想激荡中讨论长江文化的发展路径。

重读时空观念里的长江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万里，孕育了巴蜀、荆楚、吴越三种文化类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史学会原副会长熊月之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入
手，指出万里长江在不同的流域空间中，由于地形环境、自然禀赋的不同，从而
赋予每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影响。“即便是上游的巴蜀文化，‘巴’和‘蜀’既有共
同之处，也有差别，这些共同被长江文化囊括在内。”

长江的空间处于历史变动之中。熊月之指出，
比如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中，“春江
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写的便是扬州，因为
那时长江出海口还处于扬州一带。像南通很多地
方，都是由长江自上游逐渐带来的泥沙冲积形成平
原后，带来了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使这个地方
逐渐成为宜居宜业的地方。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
饮长江水。”寥寥几笔，传情达意。熊月之分析说，这
体现的是长江的空间距离。“在当时人的生活经验
里，长江的上下游之间已经被视为非常遥远的距
离。近代以后，长江上的轮船运输对物流影响很大，
交通条件的改变，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增进了西部、
中部跟东部的联系。人通过改造自然，使长江更好
地为我们服务。”

本场对话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院长徐兴无主持。他表示，长江作为母亲河，不断给
我们创造更大的空间，带来了更多文化与物质的滋
养。用孟子一段话来总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所谓的“道”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要充
分挖掘地方文化，以之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一步提供更好的资源与支撑。

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我们对长江文化的认识，如何在考古发现中更
新？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
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以视频方式参加论坛，讲
述三星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传奇故事。

对三星堆考古发掘进行的三次直播，吸引了全
国人民的目光，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超过了100亿
次。“我们要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不断提高文化文
物传播的辐射力、感染力和生命力，让文物的价值内
涵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充分利用。”

雷雨表示，现有的考古成果表明，以三星堆为代
表的古蜀文明是夏商至西周早期中华大地上众多区
域性文化中发展程度较为独特的一支，三星堆文化
以鲜明的地域性为基础，广泛吸收黄河流域、长江中
下游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和创新，
从而呈现出独特的文明特质。“三星堆的发现，极大
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
走向一体的发展，三星堆的发现也让中华文明显得
更加活泼有趣。”

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能够更新人们对于古代文
化或者是古代文明的认识。在雷雨看来，无论是浙
江的良渚、江西的大洋洲，还是湖北的盘龙城、四川
的三星堆，这些重大考古发现极大提升了长江文化
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地位，也使人们认识到，长江流
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和重要组成部分，让大家重新思考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发展的道路、格局、机制等重大课题。

“比如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对‘五
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
引发对中国文明史立足于世界的热烈讨论，并由此
提出‘中国方案’。这是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作出的
崭新且非常了不起的贡献。”雷雨说。

开放包容中蕴育精神传统

“整个长江流域有着非常广泛的文明形态，自然
山水也呈现出多样性，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包容性，
这是长江文化非常显著的特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林志猛特别指出，中国
的山水文明可谓独树一帜。

在林志猛看来，由长江文化带来的江南文化以
及中国的山水，塑造出很重要的精神层面，首先是对
内部秩序、对人的精神世界秩序的追求，延伸到对外
部社会而言，则是对有序和谐的追求，这与西方海洋
文明所追求的扩张性明显不同。比如说，老子的“上
善若水”、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都让山水文
化跟善、仁、智这些人最宝贵的东西、最好的生活方
式关联一起。“山水的流动性和稳固性这两个层面的
结合，是中国山水文明非常鲜明的特征。”

长江文化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传统。现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旭辉从文学意识的角度，畅谈长江文化的优美意境与丰富历史内涵。他从
《春江花月夜》《岳阳楼记》《三言二拍》《千里江山图》出发，分别从诗、文、小说、
绘画角度来阐述长江文明的流动变迁。

他同时指出，“水”的意象是长江文化表达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水”如果
单独来看，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这种对于时光流逝的感触，与人世的感慨、社会历史的沧桑变化融
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关注“水”本身、“水”背后的文学艺术形象，更要关注的
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例如，苏东坡的《赤壁赋》既有儒学情怀，也有道家洒
脱，其中“自其变者而观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蕴含了古代朴素的唯物论思
想。“经典的文学作品对水本身以及水和月的关系、水和山的关系、水和人生关
系的融合，会形成很多奇妙组合，这些组合都有中华文化积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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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主论坛上，国内外六位名家大师
荟萃了一道道思想盛宴，指引江南文脉在滚滚长江中扬帆
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