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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 斌

4 月 10 日至 12 日，2008 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锡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吴文化与工商文化”为主题，对相关

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一大批成果。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基本特点

一是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经过前二届的成功举办，吴文化国际研讨会已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节庆活动之一―吴文化节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国际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苏省社科院、无锡市人民政

府主办，由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具体承办。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全立，中国社科院原秘书长朱

锦昌，中国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景源，中国社科院哲

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吴尚民，中共无锡市委副书记、市长毛小平，中共无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立人，无锡市人大

副主任麻建国，无锡市政府秘书长吴峰枫等领导，以及江苏省、浙江省社科联的有关负责人和嘉宾出席会议。与会代表中，既

有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南大等 20 多所国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又有国内 8省 2市研究吴文化、工商文化的专家，

还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海外 7个国家、3个地区的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士，共 120 多人。一批在吴地从事文化工作和

经济工作的领导和企业家的与会，使得会议的代表更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层次高、规模大成了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是论文较多、“含金量”高。作为一个学术会议，参与者的学术水平直接影响着一个研讨会的质量。本次与会的专家学

者大多是教授、研究员，有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的是社科院学部委员，有的在海内外有一定知名度。中国社科院对这次会

议十分重视，派出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这次会夜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参与本次研讨会，使今年的研讨会一开始就

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上。从我们发出邀请函到会议召开，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共收集到论文近 90 篇。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

者围绕吴文化和工商文化的主题，以探讨研究无锡的工商文化为重点，充分挖掘了无锡的文化底蕴和展示吴文化的魅力。一些

论文还不限于研讨会的主题，还触及了吴文化和工商文化的方方面面，相关领域，研讨深入，气氛热烈，产生了许多新观点、

新见解。

三是精心准备、合理安排。今年的研讨会除了在指导思想、研讨主题、参与对象、论文征集上力求尽善尽美，同时也在主

体活动安排上做足文章。会议期间，除了充分利用吴文化节的契机，让所有代表领略吴文化的风采外，还安排与会代表对吴文

化和工商文化结合得比较好的典型红豆集团，以及民族工商业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让所有代表感受无锡工商文化的魅力，为

深入研究和探讨提供更多直观的体会。此外，在学术交流和研讨中，也合理安排，努力为代表提供自由表达学术观点的空间。

二、本次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

1．关于工商文化的定位。大家认为，工商文化从吴文化深厚而悠久的文明土壤中吸取了充分养料，并成为吴文化不可分割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使吴文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一些学者认为，工商文化是吴文化发展到近现代

的一种必然结果。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从农耕文化到工商文化，标志着吴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更高的发

展水平。有的代表认为，工商文化是近现代吴文化的主体文化，“海派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工商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开放、

吸纳、融合和创新。工商文化源于吴文化，但又高于近代以前的吴文化。

2．关于吴文化对工商文化的影响。大家认为，吴文化是无锡成为民族工商业发祥地的重要因素。一些代表认为，工商文化

的以商为先、实业救国、创新创业、崇文重教品格特质，在吴文化数千年的发展中有传承的脉络可寻，泰伯的“至德”与“至

行”精神，造就了一代代身体力行的开拓者，“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更是吴地人文精神的体现。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吴文化中

心区的无锡，历史上就有比较鲜明的经商致富的文化传统。吴文化中的诚信精神，在东南经济与工商的发展繁荣电起着重要作

用。吴文化中的东林精神，给近代无锡工商业者打上了深深烙印。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思想和近现代西方工商文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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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响了近代无锡工商业者的意识与行为。也正是如此，才使具有现代意义与时代色彩的工商文化的孕育与繁荣，垂青于这片

早有文化准备的土壤。

3．关于工商文化的内在特质。一些学者认为，工商文化以单纯的、大规模的民族资本和中国式的近代经济模式为突出个性，

以重商、重工，务实为基本特征，又带有强烈的地域特性。它在继承中扬弃，在吸呐中不断发展，基本涵盖了近代以来本地区

工商业发展及其形成的各种思想形式、制度文明，对各层面的文化体系形成渗透和影响，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有的

学者认为，工商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吴文化的精髓。吴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工商文化上有着

卓著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自强不息的精神、开放创新的意识、敢为人先的气魄。无锡工商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崇德尚善的道德追

求，勤勉务实的经营理念、中庸平和的价值取向，开放开拓的创新精神。有的代表认为，吴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较强的

吸收借鉴能力，秉性各异的异质文化的传人，不仅没有同化、销蚀吴文化，反而转化其发展的新动因。特别是进入近现代后，

随着近代工商业发展壮大，在中西方文化、新旧观念相互撞击、相互激荡、相互融合之中，演变催生出了工商文化。可以说，

工商文化通过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发展了吴文化。

4．关于近代吴地工商文化发展的特．汽。与会专家认为，近代吴地工商文化发展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近代无锡民族工商

业主要依靠直接引进外来先进生产力、经营方式而发展而来；二是近代吴地工商业在地域上形成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工业城市

群，处于苏南交通枢纽的无锡成为苏南经济中心；三是近代无锡工商业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以棉纺、丝织、面粉业为主的三大经

济支柱；四是无锡民族工商业走的是亦商亦工、工商并举之路；五是无锡民族工商业注重创名牌，注重企业管理与人才培养。

5．关于工商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近代无锡工商业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成为承接近代上海工商经济和

文化向内地辐射的“二传手”，而且扮演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先行官”，推动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

了贡献。有的代表认为，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锡商堪称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典范类型。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徽商、晋商有所不同，

近代无锡工商业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既不完全延续与西方新教伦理可能有某种相通之处的传统伦理精神，也并非完全扬弃了历

史传统而搬用整套的西方理念。他们在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成功地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进行改造，抛弃其中墨

守成规、陈腐僵化的观念，弘扬重视和谐秩序、崇奉忠义仁爱的理性精神，并注意借鉴吸引来自西方的法理思想，努力建树一

种与近代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精神理念。这也是无锡工商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独特意义的贡献。

6．关于研究工商文化的意义。不少代表认为，吴文化中的工商文化，是吴地丰富而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一座“富矿”。它

必然地在 21 世纪吴地经济社会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还必将对全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有的专家认为，

从 20 世纪初期民族工商业主要发祥地，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再到新世纪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足以说明

吴地是中国工商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工商文化推动了吴地工业化、城市化和

现代化进程。对吴文化、工商文化的研究，不仅对吴地，而且对全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在本次研讨会上，一些专家

和学者还从不同的视角，就吴文化相关历史人物、风俗、文学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7．关于对无锡市进一步弘扬吴文化的建议。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对无锡多年来坚持办好吴文化节，促进文化名城建设的做

法表示赞赏，同时就无锡如何进一步弘扬吴文化，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有的代表认

为，要全面认识吴文化，并使之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其自身的特色，体现时代性，激发创造

力。重点是培育无锡特有的吴文化精神气质，加强吴文化市民的塑造，注重文化规划的制定和推广，进一步挖掘保护吴文化资

源，从不同层面开发吴文化产业，拓展吴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有的代表认为，无锡只有通过提高吴文化生产能力，才能扩

展和巩固文化在区域市场中的地位。谁能占有现代及未来吴文化的发展优势，取决于现在怎么做，而不是过去怎么样。吴文化

生产力发展的内涵可以分为学术研究、产品开发、市场推广。而后两者尤其重要，要坚决抛弃把文化同广义的市场割裂开来的

理念，也要坚决抛弃狭义的文化市场概念；要善于搭乘各类发展的平台，如太湖经贸节也可把文化产品的推介作为一个专题举

办专场，吴文化节也可以就紫砂陶器、泥人文化研究及产品开发研究等举办专场，使吴文化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成为无锡

的城市品牌。

（作者单位：无锡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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