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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以人文之光辉映区域形象

江南文化孕育了长三角区
域勤勉 、 机敏 、 敦行 、 坚韧 、

崇文 、 重商 、 精致 、 雅逸等文
化基因和开放求新、 明达致远、

精进图强的文化精神 ， 以其人
文之光辉映区域形象。

长三角城市群 ， 由文明昌
盛的江南古城组成 ， 在思想学
术 、 山水园林 、 诗文戏曲 、 书
画印、 丝瓷茶等领域造诣精妙、

臻于化境 ， 形塑了具有审美意
义的日常生活形态 ， 体现了探
微索赜 、 穷高极远 、 诗意风雅
的审美追求 ， 在人类生活史上
以富于江南特色 、 东方气质的
创造性累积居于文明高端 ， 以
此成就东方生活美学典范。

白墙、黑瓦、青砖
不仅是用来看的 ，还
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江南水乡古镇的建筑尽管内部装
修不同， 不过外墙大多呈现出黑白灰
的颜色， 这种颜色可不仅仅是用来看
的， 它是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江南民
居的外墙用青砖砌成之后， 还要白灰
粉刷墙面， 主要起到防潮的目的。 白
灰在墙面形成致密的保护层， 防止雨
水渗透， 延长了外墙的寿命， 增加了
墙体的强度， 保障建筑内生活的安全
舒适。 同时江南处于低纬度地区， 光
照资源丰富， 白色的墙面还能反射 、

散射太阳光 ， 在夏季起到降温的作
用， 还能弥补狭窄幽暗的巷子中光线
的不足， 一举多得。

建造完房子的基本框架之后， 就
要在屋顶铺上瓦片了。 家是遮风挡雨
的地方， 斜顶的瓦片很好起到防雨 、

通风的效果， 同时， 瓦在防火性上也
远远强于草木屋顶。 制作瓦的原材料
一般是就地取材， 用江南常见的青色
黏土烧制而成， 刚烧成的瓦还不一定
是黑色， 基本和砖一样， 是青色的 ，

经过岁月的风吹雨淋后， 颜色会逐渐
越来越黑， 就成了黑瓦了。 这种瓦因

为是就地取材， 所以价格便宜， 在江
南水乡运用十分广泛。

这些白墙 、 黑瓦随着岁月的流
逝， 经过雨水的侵蚀， 白色的墙皮逐
渐溶解剥落， 墙内的青砖色彩渗透出
来， 呈现出斑驳不一、 相互交融的灰
色调肌理效果， 出现了黑白灰交相映
衬的效果， 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江南
建筑色彩。

江南水乡建筑起初看起来甚至会
不觉得它美， 有些人还会说很旧， 它
究竟美在哪里？

在生活中， 我们总会感觉到不同
的颜色给人不同的感觉， 传达不同的
情绪 。 比如绿色给人生活勃勃的感
觉， 红色给人热情似火的感觉， 那么
和红色 、 绿色等颜色比较起来 ， 黑
色、 白色、 灰色就相对偏冷， 本来江
南夏季就闷热潮湿， 大面积白墙给人
清爽、 宁静的感觉， 也符合江南民众
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

内敛的江南水乡建筑讲究与自然
融为一体， 江南水乡气候湿润、 草木
葱郁， 自然本来色彩就十分丰富， 白
居易就说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
水绿如蓝。” 可见自然环境色彩之丰
富。 而粉墙黛瓦的建筑正好映衬着青
山 、 绿水 、 蓝天 、 白云 ， 古朴的小
桥、 翠绿的树木、 火红的灯笼等成为
了水乡画面鲜活的点缀 ， 生动而协
调， 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历经岁月洗礼出水乡民居黑白色

的魅力， 展现了水乡民众和自然环境
共存， 恰恰体现了人居智慧。

居住设计时讲究
天人合一， 正是传统
江南水乡的人居智慧

江南古镇民众在数千年中， 与自
然的接触中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人居
智慧。 现代建筑在设计时首要考虑的
是人的需求， 日照、 采光、 噪音、 交
通、 消防等， 换句话来说， 人的需求
在前 ， 环境就变得次要了 ， 山挡住
了， 就炸掉山， 河流挡住了就把河流
填埋掉。 但江南水乡古镇的居住设计
时把环境放在重要位置。 比如江南水
道纵横， 建筑要随河道而自然蜿蜒 ，

一般不对河道形态作很大改变。 这和
当前城市设计中普遍就地填埋河道的
做法不同。 河道在水乡古镇不仅起着
运输商贸的作用 ， 而且建筑沿河布
局， 人们可以通过踏步方便取水、 日
常洗涤衣物。 河道宽阔的地方可以作
为船只停靠、 卸货的地方， 河边还是
公共社交的场所 ， 人们在此互相交
流， 沟通情感。

为保障人们可以亲近自然环境 ，

在民居与河道之间一般都有半开放的

公共空间。 比如水乡的廊棚， 因为有
遮阳挡雨的作用， 使得日常步行、 市
场交易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江南夏
季炎热， 雨水丰沛， 有了廊棚， 一般
天气不好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户外活
动。 同时也可以是邻里之间互相交谈
聊天， 增进情感的地方， 由于这些空
间具有明确的归属， 日常清洁维护也
有保障。 我们看到一些城镇追求大草
坪、 大广场， 没有任何遮挡设施， 这
都不科学， 降点小雨、 刮点小风就不
能使用了， 大大降低了效率。

现代城市的交通严重依赖汽车 ，

带来街道拥挤、 雾霾污染、 噪音干扰
等问题， 水乡古镇的交通设计较为低
碳环保， 我们今天步行在水乡古镇 ，

一般不会觉得特别累。 我们知道步行
总是累人的事情， 古镇内相隔一段距
离总是有可以休息的石桥 、 栏杆靠 、

廊桥等， 既可以遮风避雨， 又可欣赏
水乡景色。 路面铺设一般是小青砖 、

青石板， 有的板上有粗糙的凿痕， 青
砖和青石的渗水性很好， 下雨水后路
面很快就干了， 不用担心雨天路滑。

随着现代人居环境科学的兴起 ，

人们越来越重视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
和谐共存， 这一点和传统江南水乡的
人居智慧是不谋而合的， 可以说， 这
种水乡生活智慧是具有启迪我们未来
生活的作用。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黑白灰”：江南古镇建筑的人居智慧
■ 陈彩云

俗话说 ， 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 一个地方的建筑往往受到
本地地理环境的影响， 走在江
南的水乡古镇， 有些人就会疑
惑， 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旧， 颜
色也很单调， 几乎是千篇一律
的黑白灰， 为什么古代江南民
众喜欢建造这样的建筑呢？ 它
又究竟美在什么地方呢？

文化软实力是深化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 文
化建设将会得到进一步关注重视。 打
造东方生活美学形态的世界级城市
群， 建设展示东方大国形象， 在构建
长三角区域共同体中推进文化创新 ，

是笔者认为可以开展的工作。

长三角文化软实
力底气足实力强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 ，

文化既可加力推进， 更以其软实力特
质而具隐性的绵长持久深化效应。

文化整合功能促进区域内部融合
共生 。 文化具有以内聚力维持身份
认同、 提供价值引领、 增强社会团结
等整合功能 。 长三角区域内不同地
域文化 、 多元社会主体 、 多重利益
格局、 各级行政区划以及城市群都市
圈之间的壁垒破除、 藩篱清扫、 融合
共生， 都可通过确立共同利益观， 培
育公共意识、 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 ，

形成区域文化共同体等方式， 有效协
调多元主体， 弱化行政区隔， 强化集

群认同。

文化精神涵育区域发展内生动
力。江南文化孕育了长三角区域勤勉、

机敏、敦行、坚韧、崇文、重商、精致、雅
逸等文化基因和开放求新、明达致远、

精进图强的文化精神， 以其人文之光
辉映区域形象。重视提炼优秀基因、弘
扬文化精神，可以塑造价值理念、提振
文化自信、激发精神力量，由此涵育充
实丰盈的内生动力。

人文素养提升区域社会整体品质。

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 思维能力、 心
态胸怀等个体修为， 社会整体的公正
法治、 和谐有序、 平安稳定等文明水
平， 是提升区域发展质量的重要基础。

优化区域内成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
在品质， 是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
义。 历史上形成的实践理性、 务实品
性、 和合胸襟、 诗意审美， 近代以来
的红船精神、 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

中西文化交流、 现代文明成长， 改革
开放时期以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昆
山之路等为代表的创新文化和基于高
新科技的互联网文化， 均是长三角人
文品格的重要特色， 可为区域发展厚
植根基、 磨砺品格、 提升品质， 推动
其日新月异， 永续辉煌。

文化经济助推区域经济转型升
级。 长三角区域文化资源丰富、 文化

生产力强劲、 文化经济前景可观， 足
以起到转变生产方式 、 加快产业升
级、 助推绿色发展、 充实 “高质量 ”

内涵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长三角区域从经济
到文化、物质到精神、自然到社会的又
一次优化升华上，在以“长三角”为标
识的区域领先发展实践中， 文化因其
基础性、内涵式人文化育之力和经济生
产力，可以发挥多重综合效应。

打造东方生活
美学形态的世界级
城市群

在品质优良的江南文化传统格局
上深化一体化、 强化国际化， 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带给长三角文化发
展的时代契机。

作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长三角
城市群，由文明昌盛的江南古城组成，

在思想学术、山水园林、诗文戏曲、书
画印、丝瓷茶等领域造诣精妙、臻于化
境， 形塑了具有审美意义的日常生活
形态，体现了探微索赜、穷高极远、诗
意风雅的审美追求， 在人类生活史上

以富于江南特色、 东方气质的创造性
累积居于文明高端， 以此成就东方生
活美学典范。 作为元典性、根脉性、历
史性的审美典范， 江南文化蕴藏深厚
资源宝藏，既可与日本、韩国、新加坡
等发达的东方城市一较高下， 更可与
其他五大城市群错位发展， 在借势西
方世界已有的“东方”意象认知，以柔
性生活方式和审美文化传播中华文
明、 吸引世界眼光、 消除偏见歧视方
面，具有独特优势和实力。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
架构中，融合历史传统、制度优势、经
济实力、现实创造，建设以东方生活美
学形态为核心竞争力的长三角城市
群， 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愿
景， 既考验文化工作者的想象力 、创
新意识 、创意才智和实践能力 ，也是
文化建设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在构建长三角区
域共同体中推进文化
创新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最活跃、 创新
能力最强、 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 也

是文化发展最为多元、 交流碰撞激烈
的区域。 历史上江南地区吴、 越、 徽
州、 海派等文化各具特质， 现代化进
程更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 国
内外新移民的大量进入， 更使区域内
理念驳杂、 价值多元。

构建稳定而有活力的长三角的重
要关键 ， 在于增进长三角共同体意
识。 其内涵就个体而言， 有关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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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各

多元主体基于传统熏陶的文化认同 、

基于价值认同的理念趋近、 基于共同
目标的信任互助， 以及作为一个共同
体所应具有的合作架构和运行机制 ；

就工作路径而言， 有关突破自然、 行
政、 经济、 社会和心理多重边界， 以
感知性、 功能性、 规范性、 结构性的
多重融合构建整体形象。 如此的发展
需求和建设内涵， 正是文化建设可以
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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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文化积淀深厚，在目前受到重视运用的文化资源之外，

尚沉潜着极其丰富的深层次经典性文化资源， 对其深度提炼、 准确解

读、活化利用，是推进文化自身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资本。 例如近代

湖州庞元济、张珩、徐森玉、徐伯郊等以书画文物鉴藏构筑湖州-上海-

?港-台湾-日欧美艺术交流圈，书画文物巨迹遍布世界各地，联通丝

茶等贸易，深入经济、思想、外交、军事、政治领域，成为世界舞台上东方

形象的典型表征，经济价值连城，文化意义历久弥新。 以此为题材策划

各类创作、表演活动，整合国内外藏品资源，深度发掘人文内涵、江南场

景和东方故事，举办面向世界观众的系列化国际化文化大展，是可以尝

试的一条助推长三角城市群走向世界的便捷有效路径。

强化文化资源的深度解读和世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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