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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文化研究述评

顾兆禄

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文化热”反映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拓展，对历史和现实作力求深

刻的反思和探求底蕴的追求。而地域文化研究则是人们在一般意义上研究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熏风所及，历史文

化积累极其丰厚的十代故都南京，也激荡起文化研究的浪花。1987 年 4 月，《南京日报》、《南京史志》和育才大学曾联合召开了

“首次南京文化研讨会”揭开了南京文化研究的序幕。其后，本刊的前身《南京社联学刊》发表了若干有关南京文化研究的文

章，其中 1989 年第一期魏希夷的《南京文化气质及其成因》一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至今南京文化的研究尚未形成应有的

规模，尚少可观的实绩，似也未引起“市人”的关注。

为了推动南京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本刊编辑部邀请了部分在宁的学者和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同志，于去岁末召开了一

次南京文化研讨会。与会的二十来位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南京文化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笔者愿以《南京社会科学》之一角，

对近年来南京文化研究，包括此次研讨会的成果，作一综合性述评，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南京文化提供一个备以参考的认知框架。

粗疏之处，在所难免，切望得到指教。

一、关于南京文化的定义

主要观点有：（1）认为南京文化基本属于南方文化范畴。（2）认为南京文化是指南京城市文化；一是指南京区域文化，现

在考察南京区域文化意义更大些。（3）认为南京文化是我国东南地区文化的代表。（4）认为南京文化属于广义的中国文化背景

中相对平衡状态的过渡地带的城市文化。

这次讨论会上，对此未作过多展开。基本的看法是，南京文化是以南京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文化。

笔者认为。南京文化的概念不同于考古文化意义上原始文化类型的概念，它是一种广义的地域文化概念，具体说就是以南

京城市为中心的地域和它的悠久的历史所负载的丰厚文化积累及其对当代现实生活的作用与影响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类型，它具

有某些与其他较典型的地域文化（如所谓“京派”、“海派”文化）不同的区别性特征。对南京文化的界定似不宜太宽泛，否则

与跟它有源流或影响关系的邻近的地域文化很容易混淆，而失去它自身的研究价值。研究南京文化并不是为了抬高它的地位，

其实，各种地域文化本无高下优劣之分。研究南京文化是为了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它，把握它，使之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

即使对南京文化这一概念现在还难以精确地界定，或者说还是个“模糊概念”，研究初始，这也是正常的，这并不会妨碍我们去

认识南京文化这个巨大的客观存在。因为，文化现象既包含显性的即形而下的物质层次，又深蕴着隐性的形而上的精神性。对

于前者，人们可以通过直观经验认知它，感觉它；对于后者，特别是深层意梦侧那一部分却很难用简单的定义概括它。但文化

作为形神兼备的现象，它的源流、变异和特性仍然可以通过比较鉴别求得一个大体的轮廓。因为作为物质范畴的文化，自有它

的表现形式，有它形成、发展的轨迹留存于历史之间和现实之中；作为精神范畴的文化，又有它的作用、影响存在于世。

二、关于南京文化的源流及成因

南京文化源远流长。据迄今为止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显示，南京文化的源头属考古界通称的“湖熟文化”。有学者认为，湖

熟文化其前期即所谓的先吴文化，后期即吴文化，吴文化最初发源于宁镇地区，到西周晚期向东发展，扩展到太湖浙江地区，

并逐步与越文化相融合，①“吴文化由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发展而来。”②一般认为，先秦以前，南京文化基本

属于吴越文化。但是，南京城的大规模发展是从孙吴时期也即是先秦以后才开始的，其文化演变如何呢？本次讨论会上卢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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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朝时期南京方言演变的研究说明，直到东晋之前，南京人仍是操吴方言。东晋后，北方士族和流民大量南迁，形成吴语

与北方话并存的局面。由于北方士族一直占统治地位，势力很大，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因而南方士人也多操北方话并形成风

尚，只有南方的庶人操吴语。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北方官话终于取代吴语成了南京的方言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本分的因子。从南京方言由吴语系统变为北方话系统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南京文化的源流在

六朝时期的剧变。

六朝文化是南京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功正等认为，传统的南京文化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六朝文化。

它是南京文化中内容极其丰富的时期。稳定的中国社会结构在这一时期出现最不稳定的局面；最讲大一统的中国在这一时期是

最没有大一统。长期的南北对峙造成了最为动乱也最为活跃的时期，最复杂也最有内容的时期。六朝烟水的迷离，六朝粉黛的

绮丽，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文化图象，正因为六朝文化所负载的历史内容非常深厚，它才和吴越姑苏等历史名城成为后来的

人们怀古咏史的对象。

六朝之后，南京文化发展起伏多变，多次发生大规模文化断裂现象。学者们指出，南京文化兴衰和政治变迁关系极大。隋

灭陈，统一中国，建都长安，为防江南势力以南京为基地东山再起，将南京城摧毁，六朝古都遂遭“犁庭扫穴”之灾，被夷为

平地。南京也被降为报级城市。唐承隋制，仍然压抑南京，造成其时南京文化的凋敝，与六朝时期的鼎盛繁荣形成强烈的反差。

隋唐时期众多金陵怀古的诗文便是南京从极盛到极衰的明证。南唐定都南京，使南京文化又出现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宋灭南唐，

政治中心迁离南京，南京文化又一次衰落。直至明初定都南京，南京文化才又一次出现了高潮。如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

西洋的壮举，都以南京为基地。清代和民国，南京又曾遭两次浩劫。1864 年 7 月，清朝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进南京城后纵火焚

烧房屋达七天之久。经过这场灾难，南京的各种建筑和文物古迹毁坏殆尽，现存古建筑多为清末同治和光绪年间重建的。1937

年 12 月，南京又遭日本侵略者大屠杀，文化元气大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于南京。孙先生

的业绩和思想不能不对南京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民国的首都，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集中了众多的文化人

才。著名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及其罗致的一大批学者和科学家，为中国现代科学文让事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南京文

化注人了现代利学的新鲜血液。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走向反动和日益订败，各种腐朽意识如官本位意识和种种官场习气，又会给

南京文化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同时，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南京人民的怪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也为南京文

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回顾南京文化史，对于南京文化的成因，就形成了两个基木的看法：第一，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

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

集中的表现”④南京的文化具体地反映了南京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发展状况，而更多地受政治的巨大影响。一部南京文化变迁

史是与一部南京政治、经济变迁史相并行的。第二，如同江苏省社科院郭黎安等指出的，南京的经济政治地位是同它所处的地

理环境相联系的。其一，南京为吴楚相交之地；其二为南北会合之所；其三为江海枢纽之处。这样的地理区位，使南京成为兵

家必争之地，一旦发生改朝换代的“鼎革”，南京必受特别大的冲击，致使政治的变迁带来文化的大起大落；又使南京成为足以

控制南方、对抗中原的偏安之处，使八方人士会聚南京，输人丰富的文化营养，给南京文化的发展屡屡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

时，偏安的局面所滋生的绮靡之风又对南京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

南京在历史上屡次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使得南京具有了丰厚的文化积累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使南京文化成为中国文

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研究这一地域文化现象，无论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还是对于南京城市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三、关于南京文化的结构特质

关于南京文化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无特点”或日无显著特点说。认为南京文化无论与“京派”“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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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比，还是与本省其他文化古城如苏州、扬州等相比，都不如它们那样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而是一种“广场型”的过渡

地带的文化形态。因而认为，没有显著的特点就是南京文化的特点。

第二种观点是所谓“兰重二元结构”说。由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辽提出并得到多数学者赞同。认为南京文化一是南方文化与

北方文化融汇与交叉的产物；二是江海文化与内陆文化融汇与交叉的产物；三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汇交叉的产物。

三是“多元浑成”说。即认为南京文化是集东西南北文化兼而有之，兼收并若。

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都认为南京文化是中国文化中诸地域性文化融汇交叉的产物，也即是一

种混合型文化，因而它不象诸如京派海派文化那样有较明显的个性特征，而是更趋于一般，更富有兼容性和开放性，因而也更

接近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气质。也许正是这种非特异性的“特征”，才使南京文化这个本是很显赫的存在长期被人们所漠视。然而

这种“一般性”的特征本身即具有典型意义，人们通过研究南京文化，也就可以认识了中国文化的概貌。“兼收并蓄”作为一种

文化秉性，是富有生命力的机制。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有些原本属于自身文化的固有特

色在千百年的文化交融和演变中虽然会被淡化或掩盖，但不可能荡然无存；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南京文化自身的某些特色

由于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而早已被泛化，因而使原本属于南京文化自身的特色失落。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扒梳剔

抉才能弄清的。所以，现在给南京文化下无特色的结论似还为时过早。

笔者认为，南京文化之所以不如京派、海派文化那样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南京的方言不具

有北京话和上海话那样的方言优势。正如魏希夷所指出的，南京话“既没有北方话借助普通话的带有侵略性的扩散能力，又不

象吴语，能变出‘吴味普通话’与外地交流、周旋，来不自觉地同时又是不得已的保持其方言的‘纯洁性’及其固有地位。”方

言是地域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特色最外显因而也最重要的体现。一部《渴望》首先在南京引起轰动，除了因为它的

内容扣人心弦外，其浓厚的“京味”也是极富吸引力和耐人咀嚼的。“南腔北调”的南京话，正是给人们造成南京文化“无特色”

或特色不显著的印象的重要因素。

在南京文化具有兼容性、交会性的共识之下，对南京文化的倾向性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前面提到的，认为“南京文化基本

上属于南方文化范畴”，换言之，即认为其受南方文化影响应大于北方；另一种则认为南京文化受北方文化的影响更大些。

笔者认为，对于南京文化倾向性的判断，涉及到作出判断的角度和尺度是否一致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看，

自然会有差别。而且，这种判断的主观性很强，这就跟各人的认知背景不无关系。关于倾向性的判断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它应是建立在对南京文化的各个方面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横向比较和综合衡量的基础上的。因此，不妨将这一命题视为南京文

化深入研究中的一个“歌德巴赫猜想”。

人们还普遍注意到南京市民心态中的矛盾性。例如，既有开放意识又有封闭意识；既有开拓意识又有保守意识；既有竞争

意识又有调和意识等等。山于南京近代以来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如上海，也不如无锡、苏州，而南京文化与这些地区的“海

派”文化相比，有较浓的古典气息。因而在上述诸方面矛盾中，封闭的、保守的、调和的意识较为强劲。这从历史和现实生活

中是不难体认到的。茅家琦、林刚在《南京丝织业兴衰的历史反思》一文中以丝织业为例具体对比了近代以来苏州和南京商品

经济状况：“苏州丝织业和南京一样，历史上主要是为封建工室服务的。但是，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苏州丝织业注重国内外

市场的开拓，改进和增加产品品种，使之能适应市场的需要。进人 20 世纪，苏州丝织品更远销高丽、退罗、印度、东南亚及欧

美各国，“一与此同时，苏州丝织业迈进入了一个引进近代机器发展丝织业生产的新阶段”而“南京丝织业与苏州恰成鲜明对照，

尽管个别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但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旧的传统，因而不能不在剧烈的商业竞争中趋于衰败。”⑤这一事例典型地

说明了落后的文化心态是与落后的经济形态互为因果的关系。

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京已大步迈入改革开放城市的行列。南京人民的开放的、开拓的、创新的、竞争的意识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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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强。南京文化正在形成社会主义的新的文化结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如今，同样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显示发展

经济的活力与能动性方面，与本省的“苏、锡、常、通”等地相比，南京不是还经常落在后面吗？对此，文化心态的差异不能

不是我们应予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的学者还注意到南京文化结构的鲜明的不平衡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结构性，

这在南京的表现尤为突出。南京有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也有非常落后的产业。城乡的不平衡，长江两岸的不平衡（指浦口区）

大大强于苏州、无锡等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地表现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南京现有 30 万大专毕业以上的知识分子，但广

大市民的文化层次仍较低。这就造成许多文化冲突、雅俗矛盾。建设南京新文化更要注意普及和提高的结合，逐渐克服二元不

均衡性。

四、关于南京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南京文化研究首先要着眼于增强南京人的“文化意识”。这是大家一致呼声最高的。弘扬南京文化，最要紧的是增强南京人

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各级领导者们的文化意识。长期以来存在着重经济建设而轻文化建设的偏向。其实，文化虽是“软件，，

却是无处不在的，它对经济的有形无形的影响是巨大的、潜在的，有时甚至是直接的。要把南京建设成“具有古都特色的现代

化城市”，而对南京的文化若明若暗、漠不关心，是难以想象的。南京市文管会王引指出，南京地下的古迹遗存很丰富，搞基建

稍不注意就可能毁坏文物。现在有些建筑单位，施工中发现古墓往往是推土机一推了之，根本不上报或是先毁了再报，怕影响

工程进度，影响他的经济效益。有的为基建拆迁文物，往往是拆掉真文物，建造假古董。这些“建设性破坏”需制止，这就要

向领导者和市民宜扬南京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古都意识。

南京城向何处发展有赖于南京文化研究。南京市文化局长查双禄谈到，现在南京市区人口越来越稠密。高楼大厦建得越多，

人口密度越大，带来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教育、交通等。因此南京就面临开辟新城的间题。新城向何处去？这就需要城建和

文化部门联合研究，根据南京城市的历史发展和沿革来规划未来，保持古都特色。

应当重视南京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现在外宾到南京旅游平均只停留 1.7 天，参观景点基本上是中山陵东郊风景区―大桥―夫子庙，难以得出古都历史文化名

城的概念。而外宾旅游观光看的主要就是文化。王引指出，南京的许多旅游资源等待开发和利用。如石头城、凤凰台、报恩寺

塔等在全国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古迹，如因一时还无力修复，也应及早规划，把遗址保护起来。不要等到周围都盖了大楼，将来

再搞拆迁，困难更大。南京日报社严中指出，几部古典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桃花扇》等都与南京有关，现在外地

有些地方搞“大观园”、“红楼”菜点等，颇受中外欢迎，妙益也很可观南京本是其“正宗”，却至今无声息。这也是开发旅游文

化资源不应忽视的内容。

让南京文化研究与繁劳南京文艺创作相得益彰。查双禄汰为，目前反映南京文化和南京重大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在舞台

和银幕上还很少看到。其实这类题材是很丰富的。光是中国近代史，南京就是一个缩影。南京文化研究可以为南京文艺创作开

阔视野、发掘更多的题材和素材，而通过繁荣南京文艺创作，又可以弘扬南京文化。例如，西安搞了仿唐歌舞和菜肴，受到中

外欢迎和认可。搞仿六朝歌舞，则应非南京莫属了。如果单靠从事音乐舞蹈的文艺工作者，会有一定难度，还需借助历史、文

化、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郭黎安指出，华裔学者陈德昆先生曾从敦煌石窟中有关乐队和乐器的变换内容来研究西域和印度

的音乐舞蹈对唐代的影响。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格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考》中说，唐代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第一，主

要是南朝，尤其是梁；二，北齐、北周，主要是北齐；三、陇西。搞六朝歌舞，可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参照西安的仿唐歌舞，

去掉其中西域胡风的成份，剩下的应基本上就是南朝的了。因为唐代奉南朝为正统，受其影响最大。当然如果从更高层次上要

求，还有赖于对六朝文化包括六朝的艺术和美学的总体精神的研究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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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美学和美学史是当代一个尚待开发的课题。吴功正认为，六朝美学是中国美学开始自觉、基本定型的时期，是中国美

学在各个门类、领域全面滋生的时期，是审美主体一声。的审美器官基本成熟的时期，发现和感受到人的情绪的多面性。六朝

美学为唐代美学作了先声的准备，是其继承和扬弃的对象，并且给中后期的中国美学史以巨大的影响。他还指出，现在全国形

成了这样几个文化研究中心：西安、洛阳的唐文化研究中心，开封的宋文化研究中心，甘肃的敦煌文化研究中心，沈阳的满清

文化研究中心和广东的近代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应理所当然地成为六朝文化的研究中心。

关于“秦淮丈化”应靡清一种片面的认识。即把秦淮文化与“六朝金粉”“纸醉金迷”相提并论，甚至把它看作“妓女文化”

的代名词，“秦淮文化”固然有其“六朝金粉”的消极的一面，这是需要扬弃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实际上它有比这更丰富

的内涵，可以说，整个传统的南京文化史都与秦淮河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之所以常把南京文化称作“秦淮文化”，是因为古老

的秦淮河外通长江，内人南京城的腹地，曾长期是南京人的衣食之源，可以说是古老的秦淮河哺育了南京的城市和文化的发展。

如果说美洲的亚马逊河被喻称为“老人河”的话，那么秦淮河对于南京来说好比是“母亲河”。遗憾的是，至今她的污染尚未得

到根治。看来治理秦淮河也是与南京文化息息相关的，而增强南京人的“秦淮文化”意识，不也对治理和维护秦淮河有更深层

的意义吗？

关于南京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构想查双禄、吴功正等指出，对于南京文化既要有宏观的、整体系统的研究，又要有微观的、

部分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论上。应遵循认识论的规律，要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人手。应是多侧面、多扇面、

多层次、多视角的，应包括文学、经济、社会、政治、民俗、哲学、音乐、绘画，书法、园林、建筑、舞蹈、宗教、美学、饮

食以及当代南京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等。要有“大通”意识和方法，即打通学科的界限，进行多学科的贯通研究。有应用的

研究，也要有书斋的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只停留在书本上，还要调查研究实际生活，接触感性材料。既要研究

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更要注重研究当代南京的现实文化。

着手组织队伍，建议文化局、社科联、文联等牵头组织，通过宏观的协调，形成各个研究领域和多视角的配套。

建立六朝文化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

要有系统性的项目，应成为“八五”规划，十年规划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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