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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何以江南

苏州的江南，是传
统的，也是现代的

公元前 514 年， 伍子胥受吴王阖闾之
命筑城，开设水陆城门各 8 座，其中阊门巍
峨雄伟，成为苏州的重要标志。 至今，行走
在阊门一带， 千年历史交融于此， 一石一
瓦，都留下时间细密的针脚。

苏州，具有 2500 多年建城史，一直坐
落在春秋阖闾大城原址之上。 经历泰伯奔
吴、吴越争霸、晋室南渡以及唐宋元明清的
发展与变迁， 创造出灿若星辰的古典文明
和文化瑰宝。 山温水软、精致典雅、文蕴醇
厚的吴地文化， 滋养了江南文化的繁花满
枝：古城、古镇、古典园林……经典江南文
化遗存；昆曲、评弹、苏剧、苏绣……绝世江
南文化瑰宝，乌鹊桥、丁香巷、桃花坞、采香
泾……唐诗宋词里裁下的江南美称， 让这
座仿佛从唯美画卷里拓印下来的古城，装
满了江南文化最丰富的意象元素和最饱满
的情感世界。

昆曲、古琴、宋锦等 6 项世界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33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世界遗产典范城市”“手工艺与民间艺
术之都”……如今，这些“无形”的文化都被
妥帖守护着。

苏绣代表性传承人薛金娣倾尽心血把
苏绣的精细发挥到极致，她的儿子张雪继
承了母亲的爱好，艺术硕士毕业后，张雪
放弃了金融工作和国外留学的机会，回到
镇湖老家和母亲一起在工作室里从事苏
绣工作。

守护、传承，千年文脉在这片江南水乡
绵延不绝；守正而创新，则是江南文化永葆
活力的必然选择。

与母亲刺绣作品涉及题材主要是古典
画作和诗词不同， 在张雪的 《九大行星》

《佛》等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年轻人根据
市场对传统艺术的全新解读。 张雪坚持做
极简风刺绣，空灵、洞达、清雅、隽秀，后来，

网易游戏、多家动漫游戏厂商纷至沓来，希
望进行跨界合作。

苏州的江南文化，善于别开生面，制造
百物无不精巧，具有浓烈的品牌意识、强烈
的创新意识。

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是苏州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群众性昆曲演唱活动， 今年的曲

会在往年常规雅集的基础上新增千人石夜
场活动，主办方采取网络直播、沉浸式演出
等创新融合形式，让更多市民、游客尽览姑
苏风与月， 尽情体验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
文化盛宴。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积极探索新
的运作模式，与各大数字平台深度融合，推
出“江南小剧场 SZ”微信公众号，深度打造
苏周到 App“江南小剧场”频道，集资讯、购
票、直播、互动为一体，与各主流媒体平台
互通，实现“云观剧、云看展、云游园、云互
动”功能，不断提高数字对江南文化艺术节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放大、 叠加和倍增
作用。

从宋代碑刻《平江图》，到热门游戏中
的江南百景图，从“历史之江南”到“现存
之江南”……2500 余年时空流转、岁月雕
琢，留下一张张看似不同却又相通的“姑
苏繁华图”，绘就“人间天堂”的现实版本，

未来仍将继续以创新智慧打响现代江南
文化品牌。

苏州的江南，是雅
致的，也是坚毅的

粉墙黛瓦石板路，小桥流水傍人家。游
走苏州古城区的街巷， 常常闪现恍如隔世
的感觉。 平江路上，夕阳西下，原本坐在桥
边休憩的老人们， 或拄着拐杖或拎着板凳
三三两两地回家； 放学后玩耍的孩子围在
麦芽糖摊子前久久不肯散去； 古色古香的
镂空花窗里隐约传来评弹的曲调。

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片热土的人所创
造出的“苏式生活”，在当下依然散发着无
限魅力。 来苏州，逛一逛千年老街，感受市
井风情；寻一艘乌篷船，游过小桥流水；观
赏别具匠心的苏州园林， 放眼独具韵味的
粉墙黛瓦；感受一句句吴侬软语，品尝一道
道姑苏美味； 听一回虎丘千人石上发出的

昆曲清音，望一轮“吴越春
秋”的石湖之月 ，赴一场处
处透露生活美学的本色美
术馆东西桥市集……

文化即生活， 生活即文
化。 如今，行走在苏州的大
街小巷，你会发现各色各样
的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碑
刻博物馆、 昆曲博物馆、丝
绸博物馆 、 中医药博物馆
……除政府主导外， 苏州鼓
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一批
“小而精”“专而特” 的专题
博物馆、展示馆，曾经的“深
深庭院”走向大众，一块砖、

一扇窗、一杯茶都作为江南
文化的载体，将历史和现代
勾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
受更多人来品读。

江南文化 ， 不仅有雅
致，更有坚毅 ，很多人对江
南水文化有误解，认为这里
只有粉墙黛瓦、 上善若水、

温柔秀美，但实际上，大江
大河大湖那博大的水流之
中透出贯通无碍的力量，苏
州人从来不缺少刚柔相济
的气质，早期的吴文化极为
显著的特征是孔武刚强：从
阖闾、夫差摧楚毁越 、压齐
迫晋称雄一时，项羽巨鹿破
秦、 火烧阿房号称霸王，直
至孙权赤壁大胜 、 鼎足江
南。 在革命战场，沙家浜的

红色故事久为传扬：“一寸山河一寸血，一
抔热土一抔魂”，阿庆嫂在每一次人生的分
岔路上，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
所照耀的那条荆棘之途，为民族独立，为人
民幸福，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而当下的苏
州，更是在坚守古典苏州文化的基础上，拼
出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
验”。苏州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他们低调
踏实，锁定目标，多点前行，沉着进取。

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说，从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改革
开放后形成的“三大法宝”，历史给苏州留
下的不仅是园林文化、精致文化，更是一种
追求卓越、胸怀天下的文化，这也是苏州之
所以成为苏州的“传家宝”。

奋斗者，是新时代的主角。 新时代，是

奋斗者的舞台。 苏州将不断激励“从头越”

的豪气、“肯登攀” 的胆气、“试比高” 的志
气，解放思想闯新路、改革创新求突破、系
统推进增优势，在“没有先例”的方面力争
率先做出成功案例，在“普遍在做”的方面
力争做得更好更快。 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全力打造令人向往的
创新之城、开放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宜居之城、善治之城，加快建设展现“强富
美高”新图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

苏州的江南，是苏
州的，也是世界的

江南文化的复兴，令全体苏州人受益。

本届艺术节践行 “文化艺术的盛会，

人民群众的节日”的宗旨，为市民和游客
献上包括舞台艺术、书法美术、群众文艺、

民间工艺、文论、影视、旅游等文旅盛宴。

通过发放文旅消费补贴，云上参与等一系
列实实在在的文化惠民举措，让民众在参
与、互动中乐享文化艺术发展的成果。

艺术节期间，“江南小剧场”微信公众
号推出惠民购票补贴，同时部分演出实行
惠民票价，比如第八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参
演剧目不高于 80 元， 第八届中国苏州评
弹艺术节参演剧目不高于 20 元， 第四届
江南青年戏剧节竞演剧目不高于 80 元，

并根据演出特点、观众喜好，设置多类优
惠套票，营造人民的节日。

此外，“四季游苏州暨秋天苏州旅游
季”发布会，推出一系列旅游产品和惠民
措施 ，推出 “江南文化 ”主题游 、 “秋天博
物季”、 金秋文化之旅等活动， 借力线上
平台 ，吸引市民游客到 “运河十景 ”打卡
参观，“姑苏八点半 地铁奇妙夜”举办第
二届金鸡湖仲夏嗨游节、木渎古镇“木渎
夜未央”、 观前地区金秋荧光夜跑等系列
活动。

要全面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苏州极为
重视在文化层面与长三角兄弟城市之间
加强合作。 毕竟，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
共同的文化标识和文化底色，长三角各地
都十分重视从江南文化中汲取养分。 苏州
的想法是，以江南文化为战略性资源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依托上海国展中心这个世界级 “展
厅”，今年 5 月，苏州重磅推出“苏作馆”。

苏绣、缂丝、玉雕、核雕、苏扇等 12 个苏作
门类， 汇集 36 位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
承人的 200 多件苏工苏作艺术精品，无不
展示出天工苏作的人文气韵和独运匠心，

这里将成为面向国际国内集中展销苏工
苏作的精品旗舰店。 而在昆曲申遗成功
20 周年之际， 海上版昆曲 《浮生六记》今
年 5 月 19 日正式签约入驻上海豫园。 作
为国内首个沉浸式戏曲表演，这个由苏州
打磨三年的“戏剧+”创新文化项目，从古
典园林沧浪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立江南，走出去，观世界。 “苏州不仅
是江苏的苏州、江南的苏州，也是全国的
苏州、世界的苏州！ ”复旦大学教授冯贤
亮说。

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
赞“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打开了西方观察
中国江南的新视角。 七百多年后，苏州古
城原址未动， 这里的江南风物愈发动人，

文化韵味更加迷人，正昂首迈向世界读懂
江南文化的“最美窗口”。

■ 赵征南

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双面绣”已成为苏州
最鲜活的城市表征。锦绣江南，苏州尤最。近日，就苏
州如何进一步打响江南文化品牌， 苏州市委宣传部
文艺处相关负责人作出了解答。

问：有人说，文化与经济的“双面绣”正是苏州
的拿手绝活，更是苏州的最亮标识。 如何看待这种
说法？

答：硬实力与软实力互为依存、不可割裂。 目前，

苏州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我们更加需
要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目前苏州的周
边城市都在突出文化优势上行动，这让苏州等不起、

坐不住、慢不得。 未来，文化软实力将成为城市竞争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将显著增
强城市的精神凝聚力、经济创造力、文化识别力、人
文吸引力。

去年年底，苏州市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举行。 会
议要求打响“苏州制造”“江南文化”两大品牌。 只有
抓住文化的精神之 “魂”， 才能立起发展的支柱之
“根”， 立起了经济的 “根”， 也能更好传承文化的
“魂”，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这是苏州始终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文化自觉的具体行动。 应当说，苏州也有足
够的自信和底气来推动传统江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问：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面绣”中，如何保护好江
南文化的根基？

答：根据《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苏州将全面保护古城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
棋盘城市空间格局和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的传统景
致；健全大运河文化遗产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建立大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完善地方性法规，建立大运
河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协调机制。 划定近山、滨水、历
史文化遗产周边风貌管控引导区，保护山水、文化景
观，彰显古今辉映的城市风采。 我们将构建全域性、

整体性的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这是苏式
生活的根基所在。

苏州将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年计划，统筹
协调保护与发展，推动城市有机更新。 全面保护古
城风貌，实现历史文化街区 、古建老宅 、历史文物
有机串联，古城环境面貌明显优化，公共配套更加
完善。 实施历史名人记忆延续项目，梳理历史名人
事迹典故、后代传人、故居旧址名录。 着眼全市域，

重视吴地文化考古工作，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抓
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 牵头做好江南水
乡古镇申遗，抓好古镇、古村落、古建、古桥、古寺、

古墓等保护工作， 创建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

问：如何开辟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蓝海”？

答： 坐拥丰厚文化家底、 拥抱文化发展 “新浪
潮”，苏州活化利用好江南文化基因，推出文化产业
倍增计划、“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形成
推动文化发展的最强政策支持。

通过江南文化遗存保护工程、江南原创文艺精
品孵化工程、“最江南” 文旅融合发展工程等一系
列项目的实施，苏州正为“新蓝海”注入源头活水，

把“苏作工艺”的内涵挖得更深 ，把“百戏之城”的
舞台搭得更广，用一批具有江南特色 、江南标识 、

江南内涵的文化品牌项目锻造强引擎。 通过科技
赋能，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苏州打造永不落幕的
“网上舞台”，构筑全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高地，让
更多标准化、时代性、创新型文化产品，成为培育
年轻受众、培养潮流市场的最红 IP，“点燃”文化消
费热情。

锦绣苏州奋力
织就“双面绣”

雾霭氤氲，亭台楼阁、古城河埠隐现，运河桥堍下丰足自得的民
风裹挟着巷陌烟火气息扑面开来，船行激起的波浪让正在浣纱的绣
女茉娘骤然抬头，恰见运河上一条船行过，船头一位英俊小伙粲然
一笑，茉娘一见生情，一瞥入梦。

10月 29日， 作为第三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
的闭幕演出，舞剧《运·河》将苏州园林、江南小调、市井生活等典型
素材串联，创造出独特的江南文化诠释方式。

在之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文化苏州”轮番上演文化大餐，再一次

将世人的目光定格于“一城诗画山水，千年人文苏州”的文化繁荣实践：

名团名剧名家精品剧目展演、“江南小剧场”夏秋演出季、第四届江南青
年戏剧节、第八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第八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是“雅
韵江南”；“文起江南 因运而盛”———第二届“苏州最江南”学术论坛、志
说江南·2021苏州圆桌会议、音乐·城市·历史———“江南丝竹”学术座
谈会，是“文论江南”；江南如画———中国油画作品展、迁想妙得———顾恺
之艺术精神中国画邀请展，是“精致江南”；2021年致敬经典·国际修复
电影展、“美丽苏州” 全国摄影大展、 第二十二届中国苏州虎丘曲会，是

“美好江南”；还有“乐游江南”，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产品和惠民措施……

如果说“江南文化”是苏州的闪亮名片，那么找回“江南文化”的
精神基因，重塑“江南文化”的金字招牌，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
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是苏州的一道“必答题”。 今年，苏州出台了
《“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苏州市将全力打响“江南
文化”品牌，推动苏州率先建成文化强市。

这个秋天，在苏州遇见千姿百态的江南。而关于江南的故事，

未完待续。

摄影： 王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