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漕地处上海古冈身地带，长久以

来百姓安居、名士风流。这里不仅有着

悠久的人文历史和自然郊野的生态之

美，也承载着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进博

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三大战略性平台，是虹桥主城前湾的核

心地区。

华漕镇党委书记周胜春描绘了这

样一幅令人向往的场景：晚上在现代化

和美乡村的田园风光里数着星星入睡，

早上听着鸟语醒来，过马路来到蓬勃发

展的国际化商务区上班，真正体现未来

之城与和美乡村的城野无界。

“大虹桥”
曾有个“梅花源”

《明史 ·王圻传》记载：王圻，嘉靖四

十四年（1565）进士，曾任御史，后来他

奏请归家奉养父母，在吴淞江边筑一

室，环室种梅树万棵，命名为“梅花

源”。以著书为业，虽年过七十，仍日夜

著书不停，直至三更。

《三才图会》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图

文并茂的百科式图录类书，是王圻和

他儿子王思义联手撰写的，成书于万

历三十五年（1607），共108卷。“三才”

是指天、地、人。此书内容上自天文，

下至地理，中及人物，分天文、地理、人

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

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14

门。每门之下分卷，条记事物，取材广

泛，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说，图

文并茂，相为印证。版画图像逾4000

幅，其中人物画像596幅，从传说中的

神农、伏羲等大神，到历代帝王重臣和

文人义士，再到佛道两教、边远夷人乃

至《山海经》中的神怪。

当今学校各种文史哲课本中的古

人头像，大多来自《三才图会》。

王圻故里 ·苏州河第一村展陈馆已

成为赵家村的标志性文化场所。展馆

总面积400平方米，共分5个板块，分别

为：生长于斯、为官清正、归隐吴淞、后

世影响、故土今生，描述了王圻生平和

他的传世著作，以及今日赵家村和明日

的虹桥前湾。

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主持本次

雅集并表示：王圻作为重要历史人物，

是闵行历史的名片，要深入挖掘、传

承、展示好与王圻相关的文化资源；同

时把赵家村规划建设好，打造成苏州

河边的时尚村落，进一步开发资源，让

大家爱上赵家村；通过各类媒体渠道，

加强民间交流，不断提升“苏州河第一

村”的影响力。

未来之城与和美乡村
城野无界

华漕镇地处闵行、长宁、青浦、嘉定

四区交接处，毗邻虹桥交通枢纽和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依托虹桥前湾10平方

公里重点开发区域，生物医药、总部商

贸、数字经济三大硬核产业正在加速形

成产业集群，来自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

万名外国友人居住在此，国际学校、医

疗机构、养老机构、人才公寓等优质资

源让人宜居乐业。

这片土地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自

然郊野的生态之美。不久以后，与这里

一路之隔就是蓬勃发展的国际化商务

区。“华漕将牢牢锁定前湾发展这一‘头

号战略’，至2025年，确保实现财政收入

比2021年翻一番、争取比2022年翻一

番。”周胜春说，在虹桥前湾大开发、大

发展的历史机遇下，如何深入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把“城中村”打造成令人心向

往之的“城中园”，是华漕镇一直深入研

究的课题。

以厚重的历史传承“铸魂”，华漕

镇正在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编撰

出版《王圻全集》，与专业团队探讨诸

翟老街城中村的改造，最大限度保留

遗迹，复原历史场景；在华漕村附近设

立非遗手工艺基地，展示榫卯、漆器、

石雕等。

以美丽生态和美丽经济“塑形”，赵

家村引进了小院日记农家民宿，开发

“华漕八仙”特色菜肴，提升打造自然营

地和亲子生态研学课程，培育“松鼠与

大山自然社区”；严家湾每年开展“村

晚”特色活动，吸引国际社区中外人士

共同参与。

以现代化治理“护航”，今年以来，

华漕镇针对商务区白领居住需求推出

“十大乱象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百日

攻坚’专项行动”等，全力打造“国际化

未来之城”中的“美丽乡村”。

以文化培根润心
以历史增智铸魂

上海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

城市，如果说红色文化是上海的魂脉，

海派文化是上海的血脉，江南文化就是

上海的根脉。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

为松表示，今天，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深入挖掘城

市积淀的文化资源，更好汲取历史智

慧，吸收其精神养分，从而更好地坚定

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书写好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上海新篇章。

“多年来，闵行在推进城区转型发

展，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上海故事实

践进程中，注重发掘、保护、传承、弘扬

城区历史文化资源，涌现了一批体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主城区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范例。此次雅集主

题、内容、展陈，是闵行坚持以文化培根

润心、以历史增智铸魂的生动呈现和鲜

活展示。”王为松对此总结说。

近年 来 ，赵 家 村 发 扬 王 圻 念 家

乡、爱家乡、富家乡、美家乡的精神，

坚 持 走 新 时 代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新 道

路，描绘一幅经济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秀美图卷。

与会嘉宾们表示，热切期望今后“苏

州河第一村”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让积淀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吴淞江畔、

苏州河边进一步活起来、热起来、火

起来。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
打造“苏州河第一村”

在闵行区华漕镇北部，吴淞江溆浦渡口附近（今华漕镇许

浦村），曾有一处享誉江南的赏梅胜地，人称“梅花源”。明代著

名学者王圻隐居在此，编写了《续文献通考》《三才图会》《稗史

汇编》等鸿篇巨制，后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为传承中华文化

做出重大贡献。

近日，由闵行区政协与上海市社联主办，华漕镇人民政府、

上海书店出版社承办的“苏州河第一村和王圻”亮吧雅集在华

漕镇赵家村举行，“王圻故里 ·苏州河第一村”展陈馆揭牌。来

自市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书店出版社等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对王圻生平及其著述的影响进行解读和研

讨，共话和美乡村建设与传统文化力量新生，营造虹桥前湾地

区文化氛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建：

深入挖掘王圻文化资源具有现实

意义。王圻为官时重视田地测量，编

刻《精选绳尺论》，保证乡民利益；大力

贯彻“一条鞭法”，为百姓减轻赋税；大

力兴学，深受寒门子弟爱戴。同时，王

圻敢于反对官场腐败，他在地方从政

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在今天看来仍有非

常积极的借鉴价值。

王圻学养深厚，精通史籍，为官

不忘学问，辞官归隐家乡后，更是全

身心投入著书立言。有学者统计，王

圻一生编纂著述超过20种、800多

卷，可谓著作等身。除了在传统典籍

上的贡献外，王圻在中国古代水利史

上也留下了传世之作，他的《东吴水

利考》可以说是明清时期水利著作中

的翘楚。正是王圻严谨的治学思想

和一心向学的精神，才能够为后世留

存下如此众多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文

化的传承传续做出杰出贡献。

王圻的成功绝非偶然，再加上他

人品端正、学问深厚，显然与良好的家

风家教分不开。在王圻影响下，长子王

思忠、次子王思义、孙王昌会、王昌纪都

是大学问家。他的一些教育理念对当

前的家庭教育也具有借鉴价值。

总之，王圻身上突出体现了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心怀天下、心

忧百姓疾苦的精神品质，也突出体现

了他严谨治学、严格家教的人文关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笑一：

王圻著作系统的整理出版，是上

海历史文献传承和研究方面的一件大

事。我相信王圻的学术成就、王圻故

里和“苏州河第一村”的进一步建设，

都会给闵行华漕未来的文化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

王圻生活的时代，政局是比较复

杂的，他一生始终秉持着一位正直士

大夫应有的气节，同时非常看重自己

肩负的士大夫的政治职责和文化使

命。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

的士大夫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无论在哪里任职，都脚踏实地为

当地办事；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坚守

士大夫的政治品格；一生勤于著述，重

视文化的积累和传承。

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建议可以

将王圻诗文中对于家乡的描写或者涉

及家乡的内容摘选出来，配上今日苏

州河第一村的影像，使前来观看展陈

的人更有身临其境之感，了解王圻和

华漕一人一地。

第二，王圻一生涉足多地，可以多

媒体形式制作动态的王圻行迹图，每

一地配以他在当地的故事，以及曾在

当地写过的格言金句。

第三，充分利用“梅花源”这一意

象，将中国古代书写梅花的诗文名篇

汇集展示，让更多人领略中国古代梅

文化的精妙。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

有关王圻其人其学，特别是他

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学术界有不

少讨论，但在社会上却不太为人所

知，远不如董其昌、陈继儒、徐光启

等同乡那样声名洋溢。因此在王圻

故里华漕镇赵家村建立展陈馆非常

必要。

王圻留下的著述众多，但主旨

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经世”二字，

“ 经 世 ”可 以 说 是 王圻著述的灵

魂。他的许多著作如《云间海防志》

《重修两浙盐志》《青浦县志》《东吴

水利考》《吴淞江议》等，直接针对当

时的海防、盐政、水利等时务要政发

议，是明明白白的经世之作；他晚年

完成的三部大书《续文献通考》《稗

史汇编》《三才图会》皆为“经世致用

之学”。

王圻一生志在“经世”，虽然每个

阶段的重心不同，早年科场，中年官

场，晚年书斋，但“经世”之志一以贯

之，至死不变。他“少务实学”，当官

后始终不忘“留心有用之学”，晚年更

将平生所学所思所见寄之于他的“经

世学”著述大业，成就一代“经世巨儒

之学”。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

多年之前，王圻的著作以非常重

要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研究领域。我是

在对徐光启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海外

学者经常提到王圻的《三才图会》,继

而开始研究王圻的。王圻除了编纂

《三才图会》外，还有《续文献通考》《稗

史汇编》《东吴水利考》等著作，不少都

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从经历看，

王圻是为官、治学都非常成功的儒生

士大夫。继徐阶之后，万历年间在上

海走出了一批既能当官，又能做学问

的儒生，此时他们的学术风气已经转

向了“实学”“经学”和“西学”。

王圻在江南和上海地区从“王学”

转型到“实学”、“经学”和“西学”的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王圻父子在先，

徐光启等人在后，在那个时代，中国已

经加入到世界，开始主动汲取欧洲知

识，不是只学习“红衣大炮”，而是上知

天文，下知地理，人类中立，天、地、人

“三才”，“究天人之际”，从这个意义而

言《三才图会》的作用极其重大。《三才

图会》标志着江南学风的转型，从“四

书”之学转为“五经”之学，标志着江南

学风向“实学”转型，从“经学”转向“实

学”，《三才图会》还标志着江南学问从

复兴经学转型到兼容西学，从本土主

义转为世界主义。

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孙瑜：

王圻是有非凡行政才干的清官，

也是有多方面突出成就的学术大家，

是对家乡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贤，是江

南文化哺育出来的杰出代表。

王圻回上海归隐后，筑室吴淞江，

也就是今天苏州河之滨。他继承祖父

辈的遗志，加上本性雅好梅花，在吴淞

江边扩植了梅花林。梅花开时，香闻数

里，称为“梅花源”。后来这里成为沪上

赏梅胜地，人称“梅源市”。从明末到清

代，无数文人墨客慕名前来，徜徉赋诗，

一边赏梅，一边缅怀王圻。据考证，“梅

花源”就在华漕赵家村的苏州河畔。

《明史》中记载，王圻退老乡居后，

虽然年踰耄耋，但仍点灯帐中，读书著

述，夜半不息，留下了繁富的著作。

作为闵行地区乃至上海著名的

文献学家，王圻却一直未能有全集出

版。上海书店出版社正与华漕镇合

作，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共同打造《王

圻全集》,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对于闵

行历史文化名人和遗产的重视。《王

圻全集》拟出版十类包含“经史子集”

的著作，包括《新刊礼记裒言》《续定

周礼全经集注》《续文献通考》《东吴

水利考》《谥法通考》《三才图会》等。

擦亮“王圻”文化名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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