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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战

江南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 我觉
得它的核心内涵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包容， 敢为人先。

江南的地域范围在历史上主要是
指以长江下游、 太湖流域一带为核心
的 “八府一州”。 这里水网密布， 环
湖通江达海， 交通便利。 江南自古造
船技术先进， 随着京杭运河的南北纵
贯和漕运的充分发展， 以及明代航海
事业的大发展， 大大开拓了江南人的
视野和心胸。 同时， 江南文化也是兼
收并蓄的， 从泰伯奔吴到永嘉南渡，

从运河漕运到赵宋南迁， 饱经战乱的
中华文明多次在江南深度融合、 休养
生息， 孕育了江南人包容吸纳的精神
特质。 近代以来， 江南人在 “开眼看
世界” 的过程中， 广泛学习和引进西
方先进技术， 开启了中国民族工商业
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 上海以浦东开
发开放为龙头， 以海纳百川的宏阔胸
襟， 引进、 消化、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与管理经验， 直接带动了从江南腹地
到长江三角洲， 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
经济发展。

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是江南文化
的鲜明特征。 江南人的敢为人先， 是
善于谋划在先， 敢于革故鼎新。 不仅
苛求与众不同的创新思想， 更是独具
过人的胆识与魄力。 江南人的敢为人
先 ， 是始终坚忍刚毅 ， 志在引领潮
流。 不仅注重落地生根的实际行动，

更是竭力打造可以领跑的优势与特
色。 从浦东的开发开放到乡镇企业的
异军突起和苏南模式的成功， 从 “创
业创新创优、 争先领先率先” 的 “江
苏精神” 到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 的浙江精神， 都是江南人
敢为人先的典型例证。

二是崇文重教， 精益求精。

江南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浓郁风
气， 崇尚 “诗礼传家” “耕读传家”。

早在公元 317 年 ， 晋元帝在建康设
立太学， 唐肃宗在常州府设立江南最
早的府学， 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府创办
郡学 。 宋代以后 ， 江南地域书院纷
起， 文风日盛。 自从科举制度创立以
来， 江南诞生的科举状元几乎半分天
下 。 近代江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 也推动了教育的繁荣。 江南人不
仅自发兴办各类新式学校， 一些家境
殷实的家族更是热衷于将子女送出国
留学 ， 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
生 。 留学归来的江南人很多都成为
新中国的科技文化先驱。 时至今日，

江南地区依旧是全国科教高地和人
才高地。

江南人的精益求精， 是超越平庸
的极致追求， 不仅对守正出新执念于
心， 更是以无问西东砥砺于行。 从古
代江南高超的铸剑 、 造船等精工技
艺， 到远销海外的丝绸、 刺绣， 从近
现代以精致著称的 “上海制造”， 到
当今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蛟

龙号深海探测船、 上海振华龙门吊等
大国重器不断涌现， 无不体现江南人
对于技术的执着追求。 江南文化孕育
了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技
术， 这是江南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的动因所在。

三是尚德务实， 义利并举。

江南文化自古便有尚德务实的
优良传统。 吴王阖闾将 “厚爱其民”

作为执政之道 ， 唐代名相陆贽也强
调立国要 “以民为本”， “均节赋税
恤百姓”。 从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
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顾炎武
的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到顾宪
成的 “家事国事天下事 ， 事事关
心”， 无不体现了江南人以民为本的
家国情怀 。 在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生
死存亡的时刻 ， 一批有责任感的江
南人苦苦思索 ， 锐意进取 。 如以薛
福成为代表的政商人士积极投身洋
务运动 ， 以张謇 、 无锡荣氏家族为
代表的实业家致力于 “实业救国 ”

“教育救国”。

江南文化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更强
调义利兼顾 、 先义后利 。 司马迁在
《史记》 中记载， 范蠡在 “三致千金”

后， “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为后世
商人树立了义利兼顾、 富而行义的榜
样。 江南近代工商业者， 如徽商、 苏
商、 湖州商帮、 宁波商帮等， 具有的
许多优秀精神品质， 与范蠡的思想都
有着渊源关系。 比如， 荣德生、 荣宗
敬兄弟及其后人， 他们造桥铺路、 捐
款赈灾、 兴办新学等。 从前的私立江
南大学即为荣家所建 。 2007 年和
2017 年， 荣德生之孙荣智健又先后
两次向江南大学捐赠。

今天， 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新时
代价值， 就要充分发挥江南文化的引
领作用 ， 更好地回答和解决现实问
题， 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更
多的智慧。

江南文化的三个核心内涵
■ 朱庆葆

江南文化的价值观：“信义仁智礼”与“士商工农”

第四 ， 远距离商业发展造就

“信义仁智礼” 的品德。 江南兴起的

儒学和中原文化有区别 ， 商品经济

改变了社会伦理道德法则 ， 原先的

“仁义礼智信 ”， 变成了 “信义仁智

礼”， 排列顺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

和大运河有关系 。 大运河带来南来

北往的大宗贸易 ， 产生了儒商 。 浙

商 、 徽商把 “信 ” 放在第一位了 。

这与农村家族里的人际交往和沟通

不同 。 农耕社会的信义仁智礼 ， 在

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 ， 仍

然可以与时俱进 ， 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中国有近 14 亿人口 、

9000 万党员、 1 亿多宗教人口， 思想

觉悟不尽相同，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个长期过程。 新时代赋予 “信

义仁智礼” 的内涵是： 信， 即社会诚

信与商业信用； 义， 即民主法治界定

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仁， 即由爱敬为

基础的 “熟人之仁 ” 扩充为社会关

爱； 智， 即睿智的包容， 和而不同；

礼 ， 即对前面层层递进的人际关系

以礼仪加以规范 。 这些内涵作为老

百姓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 既有历

史传承 ， 又大道至简 ， 听得懂记得

住， 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普及版， 也可以走出国门， 形成文化

软实力。

第五 ， 江南进而形成 “士商工

农” 的人生价值观。 众所周知， 古代

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 ， 第一是考状

元、 当官， 第二是务农， 第三是手工

业， 第四才是做个小商贩、 小商人。

但是自从有了大运河以后， 商业的地

位大大提高了。 在江南， 人们的价值

取向也变成了 “士商工农”。 这个价

值观的改变非常重要 。 改革开放以

来， 之所以江南出的企业家最多， 比

如浙江就出现了很多知名企业家， 因

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 经商、 办企业

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上述五点是江南文化区别于先秦

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质。 把这五点归

纳起来， 也可以解读王阳明的 “经世

致用” 之学了。 儒学其实已经不纯粹

是为皇权服务了， 已经有为老百姓提

供精神食粮， 为农耕社会提供伦理道

德规范。

今天 ， 上海发展站在新的起点

上 ， 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 ， 其中一项就是把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可以说， 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 江南

文化的五大特质构成了长三角共同的

精神家园。 更进一步说， 长三角是长

江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 海上丝

绸之路的交汇点。 因此， 在我们打造

文化品牌的时候， 应该让江南文化惠

及 “一带一路”， 在 “一带一路” 当

中形成 “民心相通 ” 的文化共识 ，

进而打造一个共同的东方文化价值

观 ， 比如信义仁智礼 、 和而不同的

文化 。 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叙事 ， 也

有今天和未来 “一带一路 ” 建设的

需要。

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 3.0 版，起点是“土山湾文化”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起源是在明

末， 发轫于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土山湾

的翻译工作， 他们一个懂西文， 一个

懂中文， 在翻译介绍西方知识成果的

同时， 也把很多中国好的东西翻译到

西方去。 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前期， 在

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

影响力， 比如 《赵氏孤儿》 对欧洲戏

剧的影响， 科举制对欧洲文官制度的

影响等等。 因此， 我认为 “土山湾文

化” 是海派文化的起点， 海派文化是

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 。 没有文化交

流 ， 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传

播。 所以 《共产党宣言》 在上海翻译

出版是很自然的，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诞生也是顺理成章的。

海派文化不仅仅是上海文化， 实

际上可以看成是江南文化演进的第三

段、 江南文化 3.0 版。 海派文化也不

是小资文化， 只有徐志摩和张爱玲，

这是不对的，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海派文化源于江南文化， 特色是中西

文化交流和具有契约精神的商业文

化。 我们应当以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涵养上海文化品牌 。 认识清楚这一

点， 对我们确立文化自信， 打造 “上

海文化” 品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作 者 为 上 海 市 社 联 主 席 、

教 授 ， 本 文 据 《 探 索 与 争 鸣 》

“重新发 现 江 南 ： 新 问 题 与 新 路
径 ” 圆桌笔谈修订 ）

自宋以降， 随着经济中心南移， 江南成为中国经济
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 明清更臻极盛。 上海开埠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再次绽放魅
力， 解读江南文化的当代价值， 有助于形成长三角一体
化的共同精神家园， 有助于 “一带一路” 的民心相通。

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第三个高

地。 先秦文化是第一个高地， 百家争

鸣就是秦朝统一之前的一次大的思想

解放行动。 国家如何治理振兴？ 人类

怎么生活？ 见仁见智， 百家争鸣。 汉

唐的中原文化是第二个高地。 秦朝统

一以后， 皇帝基本上都在中原建都，

长安也好， 洛阳也好， 开封也好， 转

来转去， 基本是皇权文化。 从董仲舒

（公元前 179 年－前 104 年 ） 开始讲

“独尊儒术”， 而且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与支持， 于是国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意

识形态。 这并不奇怪， 这么大的国家

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为皇权服

务。 宋代以后的江南文化是第三个高

地。 南宋开始， 皇帝搬到临安， 政治

中心转到南方。 其实在这以前， 随着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 经济中心已经往

南转移了 ， 南宋有 80%的经济是在

广义的江南。 同时， 文化中心也南迁

了。 孔子的后代来到南方， 在浙江衢

州有南孔府 。 这表明 ： 随着政治中

心 、 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 ，

南宋以后的江南文化实际上已经成

为中国文化高地 。 而原来的江南文

化， 就像岭南文化、 燕赵文化一样，

都是地域文化 。 这就是江南文化的

地位变迁史。

江南文化区别于先秦文化和中原

文化的特质是什么？ 我认为有五点。

第一 ， 皇城的南移北上对江南

文化有双重影响 。 先是南移 ， 南宋

定都南京应天府 （今河南商丘 ） ，

150 多年后 ， 元朝定都大都 （今北

京）， 到了明朝， 朱元璋称帝以应天

府 （南京） 为京师， 明成祖朱棣将首

都从南京迁往北平。 在前一个阶段，

程朱理学发展成熟了 。 因为政治中

心、 经济中心南迁后， 必须要有一个

叙事 ， 朱子学从中国皇朝的角度认

识， 为朝廷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意

识形态 。 但是 ， 我们发现 ， 元朝皇

帝回到北京 ， 在江南出现了一个与

皇权文化不一致的重大的文化现象。

那就是孔氏南宗留下来后 ， 在江南

民间讲学 ， 传播儒学 、 兴办教育 ，

江南书院勃兴 ， 与农耕社会结合 ，

为老百姓提供精神食粮 。 正是在这

样的文化土壤上 ， 王阳明的经世致

用之说诞生了。

第二， 移民文化， 这是区别于先

秦和中原文化的 。 比如在河南 、 山

西， 基本上都是本土文化， 但是江南

大部分人是从那里过来的， 我的祖先

就是从太原过来的王家 ， 这就是移

民。 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是有重大差

别的。 如果从现代经济角度看， 某种

意义上是移民社会造就了市场经济。

这至少可以解释， 为什么大运河开通

后独富了江南。

第三， 由上述条件进一步带来了

三教互鉴的宗教文化 。 从唐朝到宋

朝， 发生过两次大移民， 下江南， 一

家子， 甚至一个村庄的人都出来了，

离开故土 ， 一路上有多少无言的伤

痛？ 内心如何安顿？ 到了一个陌生的

地方， 怎么和自然相处？ 怎么处理人

和人之间的关系？ 怎么处理村庄和村

庄之间的关系？ 三教互鉴， 或者说三

教融合的宗教文化解决了这些问题。

之前 ， 在北方是三教并存 。 比如元

代， 藏传佛教是统治阶层的主流宗教

文化 ， 其他教派虽然也是可以并列

的 ， 但是各教派没有融合 ， 没有沟

通。为什么在江南可以互通呢？因为这

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需要。怎么对待苦，

怎么对待病痛， 怎么对待生死……佛

教解决了内心安顿的问题 。 道法自

然， 上善若水， 天人合一……道教解

决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 儒教

则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

告诉人们如何和谐相处 。 一个移民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 如果解决了

这方面的问题， 就能够安身立命了。

这也是江南人为什么这么勤奋的原

因 。 历史上的中国江南曾是世界上

最繁荣的地区。

江南文化的地位变迁史：从地域文化到中国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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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智库

江南文化的当代价值
江南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域文化， 深入开展江南文化创新研究， 总

结提炼江南文化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是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此， 文汇智库版今刊发两位学者的文章， 以期通过深入挖掘江南文化

的当代价值， 更好地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 用江南文化优秀的历史财富创造引领未来。

———编者

开放包容、 敢为人先是江南文化的鲜明特征， 尚德务
实、 义利并举是江南文化的优良传统。 崇尚 “诗礼传家”、

“耕读传家” 的江南文化孕育了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才和
创新技术， 这是江南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