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的力量： 中国智库案例
集萃 》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
中心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0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在走访各地智库过程中 ， 遴选出

15 家智库作为经典案例 ， 聚焦其

各自的发展轨迹， 近距离观察不同

类型智库是如何展示其独特风采，

并同中国改革与发展联系起来， 彰

显新时代思想的力量。

该书的特色之处在于， 能够由

点及面探究智库发展内在机理、 智

库治理结构和智库发展各要素的内

在关联。 通过典型案例描述树立标

杆，较为清楚地回答“什么是智库”、

“如何办好智库”、“如何提高智库决

策影响力”等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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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路”应当作为思考的起点

活化江南优质审美文化历史资源
■ 陈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员）

单颖文 shanyw@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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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转移重塑城市比较优势
■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培养长三角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
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 是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文化基础。 金秋十月，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社科联在上海联合举办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 专家学者聚焦
江南文化传承创新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就挖掘好、 利用好丰富的江南文化资源， 推动区域文化的协同
发展， 持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各抒己见。 今选编四位学者的观点， 以飨读者。

———编者

对于长三角各大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基本建设的加快 、基

础设施的改善 、 社会

秩序的稳定 、 市容面

貌的美化等等 ， 徽商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徽商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加速机

荐 读

古代中国大城市 ， 均为国家
行政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都城是
一国行政中心， 郡城 （省会） 是
一郡 （一省） 行政中心， 没有脱
离行政系统之外的独立城市。 这
是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关键不
同。 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
体， 是中国首都功能的常态。 南
京、 杭州如此， 长安、 开封、 成
都等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亦如
此 。 在这种格局与传统下 ， 明
清苏州 、 近代上海 ， 作为非首
都城市 ， 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
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 ， 就显得

相当特殊了 。

上海在 1843 年开埠以前 ，

是普通的沿海城市 ， 其政治 、 经
济、 文化地位均远不及南京 、 杭
州与苏州。 开埠以后 ， 上海文化
地位迅速崛起 ， 至迟到 20 世纪
初， 就已经成为江南文化中心。

明清苏州与近代上海 ， 都是
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
城市。 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 苏州鼎盛处于中国对外封闭
时期， 也是河运发达时期 ； 上海
鼎盛则处于中国被动对外开放时
期， 是海运发达时期 。 大运河畅

通， 河运发达， 运河沿线城市便
发达 ； 大运河淤塞 ， 海运发达 ，

沿海城市便发达， 运河沿线城市
便衰落。

但是， 作为合经济中心与文
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 ， 上海与苏
州的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却高度
一致。 它们都处于交通枢纽位置，

都处于对海外联系比较便利的位
置 （尽管苏州不及上海便利）， 所
依托的都是广阔的江南腹地 。 两
者之间， 此起彼伏、 一脉相承的
关系相当清晰 。 上海开埠以后 ，

其营商环境优越之处 ， 早为敏感

的苏州商人所知晓， 特别是 1860

年以后 ， 苏州危险 、 上海安全的
信息 ， 已成社会常识 。 于是 ， 苏
州商人 、 文人竞相涌入上海 。 诚
如包天笑所说 ： “其实上海自开
埠以来， 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

当时的大商业 ， 如珠宝业 、 绸缎
业 、 药材业 、 参茸业 、 典当业 ，

以及钱庄 、 金铺 ， 都是苏州人来
创始。”

包天笑也是由苏州迁移上海
的苏州人之一 。 他的描述 ， 生动
地展示了江南地区经济 、 文化的
整体性特点。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 一
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杨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年 9月）

工人新村 ， 是 20 世纪社会主

义城市的重要遗产， 也是今天上海

最具特色的住区类型和城市景观。

新村的发生、 发展、 停滞、 衰败与

更新 ， 深深地嵌入了 1949 年以来

上海的空间发展和社会变革之中。

本书以上海曹杨新村为调查对

象， 通过梳理其空间与社会建构的

过程 ， 着重分析了新村规划在城

市、 街区、 住宅三个尺度上的设计

原则， 以及两代 “新村工人” 社会

身份的建构与形成机制。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

（铃木大拙 著、 吾久乐 译，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9 月）

作为一位影响世界至深的思

想家 ， 铃木大拙仅仅用了不到十

万字 ， 就从哲学 、 伦理学和宗教

三个面向 ， 勾勒出中国思想史中

流光溢彩的发轫阶段所产生的思

想激荡。

铃木大拙具有浸淫中国思想

日久的东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亲近

与熟稔 ， 深深了解它的价值 ， 同

时又能跳脱出来 ， 站在比较哲学

的高度 ， 对其分析反省 。 本书既

适合高端读者也适合一般大众阅

读 ， 是了解中国哲学的一部非常

可读的掌中书。

论 道

文化是以内聚力维持身份认
同、 化解社会矛盾、 增强社会团
结的思想基础和重要方法。 构建
稳定而有活力的长三角， 关键在
于长三角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
普及与建构。 所谓长三角区域文
化共同体， 是一个包含环境、 经
济、 政治、 社会、 传统和文化自
身等多重元素的综合体。 其内涵
就个体而言， 关涉个体成员与区
域环境相谐的家园认同、 与区域
社会相通的情感归属、 与区域发
展同步的自我实现； 就区域而言，

关涉区域内部各多元主体基于传

统熏陶的文化认同 、 基于文化认
同的理念趋近 、 基于共同目标的
信任互助、 共襄盛举 ， 以及作为
一个共同体所应具有的合作架构
和运行机制， 等等。

历史传统塑造了江南的区域
性整体形象。 然而， 百里不同风。

江南区域内的吴文化 、 越文化 、

徽州文化、 海派文化 ， 各具历史
脉息、 文化特质和地域特色 。 在
现如今百年未遇之社会大变局时
期， 江南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差异显而易见 。 加之国内
外新移民群体的大量进入 ， 更使

得理念驳杂 、 文化多元 。 因此 ，

江南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 、 多元
社会主体、 多重利益格局以及城
市群都市圈等之间的壁垒破除 、

藩篱清扫、 融合共生 ， 都有待于
文化发挥其协调整合功能和价值
认同机制。

江南人文传统积淀深厚 ， 其
磨炼出的实践理性、 大义凛然的
刚健风骨、 大气包容的和合胸襟、

锐意进取的务实品性 、 诗意审美
的精神气度， 是为区域发展厚植
根基、 敦实人心、 磨砺品格的常
青法宝 。 接古通今的海派文化 ，

红船起航的革命文化 ， 以小岗村
大包干 、 苏南模式 、 温州模式 、

昆山之路 、 义乌现象等改革开放
精神为代表的创新文化 ， 基于高
新科技的互联网文化 ， 等等 ， 体
现了江南文化发展机制与时俱进
的效能， 是为区域发展接轨时代、

淬炼品质、 永续辉煌。

因此 ， 活化优质审美文化历
史资源 ， 提升品质 ， 使之成为长
三角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标杆区
域的重要表征 ， 是江南文化和长
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关系中一
个切实可为的领域。

江南之路有很多种类型 ， 水
路、 陆路有各自不同的风景。 大
运河是江南最早的人工水路， 是
江南文化的重要发明与贡献之一。

大运河水路上的重要节点， 如淮
安 、 扬州 、 镇江 、 苏州 、 杭州 ，

都依托大运河繁荣发展， 确立了
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运河是一
条江南性格最为突出的江南之路。

江南之路， 有内部的盘根错
节的脉络， 也有向外的四通八达
的方向。 南下、 北上、 东出、 西
行， 历代都有。 吴泰伯南下， 晋
室南渡、 靖康南渡、 康熙与乾隆

南巡， 都是南下 ， 都属于官方的
大规模的行走。 季札的北上出使，

吴越的北上争霸 ， 与言子的北上
求学， 士子的入京考试 ， 亦有公
私之别。 “还东 ” “出西 ” 之类
词语， 往往伴随着 “过吴 ” 一词
而出现 ， 在建康 （南京 ） 、 吴中
（苏州） 和会稽 （绍兴） 之间勾连
了一条东西往来的道路 。 东晋名
士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 ， 就发
生在这条路上 。 这段故事诠释了
六朝文化的精神 。 浙东有一条唐
诗之路。 实际上 ， 东晋南朝早就
有很多文人在这条道路上行走 ，

并留下很多文艺佳话 。 这条路将
浙东与建康、 将六朝与唐代联系
起来 。 没有这条六朝文艺之路 、

审美之路， 便不会有后来的唐诗
之路。

江南的道路上 ， 充斥着人员
的流动 ， 还有大量物资的流动 ，

包括各种日用物品、 食品以及书
籍 、 拓本 、 书信等 ， 可以称为
“书籍之路”、 “拓本之路” 等。

铁路的诞生 ， 改写了江南的
风景与时空， 改变了物资以及观
念流动的方式。 民国时代 ， 奔走
于京沪铁道线上的政要名人 ， 构

成了江南的政治文化教育生态 。

宁波、 镇江、 杭州、 苏州、 无锡、

常州等地之间的时空距离明显缩
小 ， 与此同时 ， 不在这条铁道线
上的扬州 、 淮阴 ， 则渐次被遗落
在文化带的边缘。

古往今来 ， 风景不殊 ， 山河
不异 ， 变化的是路上行人的眼光
与心情 。 这眼光与心情 ， 跟他们
所选择的道路以及旅行方式是密
切相关的 。 高铁时代 ， 当我们在
思考建设什么样的一体化的江南
时 ， 江南之路 ， 必须作为思考的
起点， 必须植入思维的框架。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 安徽
就是江南的一部分———明代属于
南直隶， 清初属于江南省， 直到
1667 年清政府才将江南省一分
为二 ， 即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 。

明清时期， 徽州与江南虽然各有
不同的区域文化， 但两地文化一
直是紧密联系、 互融互通的。

自明中叶 （15 世纪） 起， 江
南种桑植棉带来丝织业、 棉织业
的繁荣。 丝棉产品亟需广大市场，

徽商正是看到了这一潜在的巨大
商机， 纷纷涌向江南， 将丝、 布
商品运到外地。 史载： “布坊各

处俱有 ， 惟阊门为盛 ， 漂染俱
精。” 苏州阊门一带正是徽商棉布
字号最为集中的地方 。 阊门 “益
美” 字号就是徽商汪氏所设 ， 一
年销布百万匹。

几百年来 ， 滇南 、 漠北 （泛

指今天的蒙古高原一带 ） 无地不
以 “益美” 为美也 。 苏州枫桥又
是最大的粮贸市场， 江西、 安徽、

湖广、 四川等省的外销粮食大多
运集于此， 然后分销江苏、 浙江、

福建等缺粮地区 。 这里的粮食贸
易商的主体又是徽商 。 江南丝 、

棉织品的输出以及粮食 、 木材的

输入， 都与徽商有重大关系 。 这
一出一进， 不仅极大地开拓了江
南丝、 棉织品的市场 ， 促进了江
南丝、 棉织业的发展 ， 而且解决
了江南长期的缺粮 、 缺木问题 。

总之， 四五百年来， 长三角城市
群是徽商最集中、 最活跃的地方，

徽商经营的所有行业 ， 在这些城
市里都能找到。 徽商的活动促进
了长三角各大城市的繁荣 ， 无论
是南京还是上海， 扬州还是杭州，

苏州还是湖州等等 ， 都有大批
“无货不居” 的徽商在此经营。 对
于这些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 基

本建设的加快 、 基础设施的改
善 、 社会秩序的稳定 、 市容面貌
的美化等等 ， 徽商都作出了重要
贡献。

尤其是徽商的活动深入到江
南的很多村镇， 他们带去了人气，

带去了活力 ， 又带动了其他行业
的发展 ， 诸如建筑 、 运输 、 牙行
（中介）、 典当、 饮食、 娱乐等等，

催生了一大批市镇 ， 出现了 “无
徽不成镇 ” 的佳话 ， 从而加速了
长三角城市化进程 。 现在长三角
很多县级市都是从当初的小乡村
发展起来的。

古往今来，风景不

殊，山河不异，变化的是

路上行人的眼光与心

情。 这眼光与心情，跟

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及旅

行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大运河畅通 ， 河

运发达 ， 运河沿线城

市便发达 ； 大运河淤

塞 ， 海运发达 ， 沿海

城市便发达 ， 运河沿

线城市便衰落。

江南人文传统积

淀深厚 ， 其磨炼出的

实践理性、 刚健风骨、

和合胸襟 、 务实品性

等 ， 是为区域发展厚

植根基的常青法宝。

■ 程章灿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教授）

■ 王世华 （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