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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人精神风貌 40 年的嬗变、超越与升华 

罗志勇 

改革开放 40 年来，苏州这座拥有 2500 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相辉映中愈益焕发出独特的魅力。探讨并

总结改革开放 40年来苏州人精神风貌的演变，不仅有助于深入解读苏州城市精神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揭开这座古城青春永驻、

千年不衰的秘诀，更有助于苏州人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迈向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征途中扬长避短，勇往直前。 

一、苏州人精神风貌的演变与升华 

从城市学角度来考察，城市是一种高密度的社会空间互动，是人们相互作用和交往的中心。它的发展不仅以时间、空间和

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而且是整个城市市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整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它也是这个城市市民精神面貌的生动体现。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的精髓。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其精神风貌总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演变，同时又生动地折射着这个

城市的品位与内涵。40 年来苏州人也和他们居住生活的这个城市一道，经历着从“不变”到“变”的嬗变、超越和升华的时代

变迁与演进过程。 

（一）从吴侬软语、小家碧玉的小巷市民意识，到刚柔相济、长袖善舞的大家风范 

长期以来，苏州作为一个地级市与国内外大都市相比，无论格局，还是级别都是略显小的。小桥流水，黛瓦粉墙的古城风

貌虽然是构成这座江南名城独特的文化符号，然而，苏州人似乎浸润于小巷深处的氛围中太久了，其身上^发出的/j、巷意识仍

显得那样的顽强'与浓烈。长期的小巷格局之束缚，使得他们的眼界与心胸难免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内敛与窄狭，表现出一种人

文精神上的柔弱与缺乏刚劲。因而，虽然精细，总嫌狭小;虽然雅致，终少洒脱。这种文化心态与大生产、大市场、大格局的现

代化要求是不相协调的。 

当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大江南北春潮涌动，深得吴文化基因之嫡传的苏州人潜在的变革意识被唤醒催生。他们顺应商品经

济大潮的起伏变幻，•摆脱传统文化因袭的负累，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水文化”刚柔相济、游刃有余的品性特征，谋篇布局、

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走向五湖四海，走出格局小、气魄小的境地，摆脱小家子气，以更阔大的胸怀与魄力，摆脱小市民心态，

树立现代公民与大市民的文明意识；以自身矫健的步伐适应现代化都市的文化节律，走出小桥流水、小巷石路的闭塞，走出历

史的局限，摆脱作茧自缚，实现自我突破。从首创“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到遍地开花的“苏南模式”；从局促狭

小的老城建设，到“东园西区”的“新一体两翼”的大城市构想;从“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制造”，到抢占科技制高点、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苏州创造”。40年的艰苦创业、奋勇拼搏，苏州人将一个长期因羽翼上海而为世人称作“小苏州”的城市精

心打造成为政治、经济、文化雄视四方的令世人瞩目的形象。苏州人也以新时期的大气与豪气成为傲立潮头的弄潮儿。 

（二）从固步自封、孤芳自赏的天堂情结，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动地道出了苏州千百年来的繁华与富庶。同时，由于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天堂情结”，又给

长期生活在“天堂”里的苏州人增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助长了苏州人自我满足的情绪和爱面子的观念。长期以来受传统意识

影响形成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苏州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助长着苏州人的恋乡恋家、守土守业的观念。与生

倶来的城市优越感，往往使许多苏州人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新苏州人有着某种偏见与排斥。这种文化心态

曾经成为影响苏州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繁荣的思想障碍，也与苏州迈向国际性大都市的目标不相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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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纷至沓来，苏州也成为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地，以及各路人才大显身手的用武之

地。苏州人果断放下了“天堂”的身段，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和气度迎接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三外”即外资、

外经、外贸，到“四沿”即沿沪、沿湖、沿江、沿线；从白手起家的高新区开发，到中新合作的工业园区建设；从积极呼应浦

东开发开放，到同国际市场广泛联系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大开放格局的形成；从自主开放型发展，到自觉融入经济全球

化发展格局，苏州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强烈开放意识、敏锐眼光、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政府领导、企业家、学者、

工程技术人员。现代苏州人在打开层层经济封闭之门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层地敞开自己的心扉，冲出现实“围城”，冲破自己头

脑的禁锢。他们努力挣脱小而窄的封闭式思维格局，建构全球化大开放的思维结构，成就新的辉煌业绩。开放的观念、开放的

战略、开放的经济、开放的城市、开放的社会等多元化的发展，都有力促使多维开放的人与社会历史性的生成。新世纪，苏州

人在推进经济、城市国际化的进程中，形成和展现了多维的开放形象和卓越的精神风貌。 

（三）从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园林文化心态，到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现代化意识 

苏州园林甲天下。历代文人雅士、富商巨贾、仕宦名流，相中了苏州这块风水宝地，纷纷买田置地，请来能工巧匠精心打

造了一座座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私家园林。作为苏州城市的符号和象征，可以说，苏州文化是“水文化”，也是“园林文化”。

这种园林文化作用于苏州人精神风貌所表现出来的是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园林文化心态。从苏州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

它又是一种“退隐文化”（陈长荣.苏州人：人文风貌与文化底蕴[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9〈1>.）的体现。曾几

何时，以园林为象征的“退隐文化”主导着当时的文化潮流，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代代相传，使得苏州人在文化心态上具

有一定的封闭性，容易满足于已有的一方天地，缺少一种开拓与冒险的精神，善于“引进来”，却羞于“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正在相互影响着地区的风貌，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在逐步演变。通过与比邻而

居的浙江人、上海人对比，苏州人在不断反思自身观念与精神上的差距中，重新找回了开拓创新、敢为人先这一克敌制胜的精

神法宝。从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苏州在改革和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总是力求比别人醒

得早，赶得快，干得实。在乡镇企业崛起的年代，张家港人创造并弘扬了“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

家港精神”；在开发区经济兴起的年代，昆山人创造并弘扬了“不等不靠、埋头苦干、抢抓机遇、开拓创新”的“昆山之路”；

在国际资本加速汇聚苏州的年代，苏州人又创造并弘扬了“引商、安商、富商、留商”的“亲商理念”。这就是苏州人通过艰苦

的探索和实践而总结出来的“三大法宝/’（徐風强主编.苏州精神——“三大法宝”的价值与升华[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18.），

成为新时期苏州文化精神的自觉行动。进人新世纪，苏州人紧紧围绕“两个率先”奋斗目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破解

难题中求创新，从“外向带动”到“民营赶超”再到“服务业跨越”;从“亲商安商富商”到“亲民安民富民”的有机统一；从

“招商选资”到土地集约利用上的“八个度”；从实行片区规划到打造“总部经济”；从政府“效能革命”到机关服务品牌建设；

从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到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建设；从“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到“新苏州人”建设工程……苏州人勇于做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为全国探索输出了一个个成功的经验。正是这种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才开创了今天苏

州发展的新突破新局面。 

二、苏州人精神风貌演变的动力之源 

（一） 源远流长的吴文化所培育的苏州城市精神是推动苏州人精神风貌演变的文化内驱力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因人生成。长期历史发展的积累，特别是吴文化的积淀，使苏州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

现代苏州城市精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吴文化的尚智、坚韧、柔雅、精益求精、厚积薄发、敏锐灵活的特点是苏州人实现精神

风貌嬗变与升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是苏州人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取之不尽的富矿，也是苏州人对外彰显自己具有独特个

性色彩的重要精神武器。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人特别注意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继承和大力发扬苏州传统文化中优秀精神的

同时，更注重发现、发掘在外来文化中与时代同步合拍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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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苏州市大力推进科教兴市和文化强市战略，重视发展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为苏州人精神风貌的演变提供了良

好的制度环境 

苏州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人将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在苏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倡导下，科教兴市、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深入人心。围绕着加快提升人的现代化，使之与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相适应，在

经济总量大跨越大增长的同时，苏州在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上的财政支持与投入也水涨船高，夯实了科教兴市、人才强市的基

础。早在 2006 年，苏州就实现了“适龄学子 9 年制义务教育完成率连续 10 年保持 100%，髙中阶段普及率已经超过 90%，大学

毛人学率在 52%，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个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城市。”此外，还有许多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外籍人士定居苏州。多元的人才结构，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涌入，为苏州人精神风貌的演进和优化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舆论和政治环境为苏州人精神风貌的演变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和激发下，

苏州人终于摆脱思想禁锢，敢闯敢试的个性品格得到了在更广范围内的理性张扬。他们冲破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的小农意识，

弘扬自强不息、勇攀新高的进取精神；冲破养尊处优、不思进取、看摊守业的思维定势，增强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

冲破等、靠、要的被动依赖心理，发挥事在人为、志在必得的主观能动性；冲破“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不断创新求

变的求索作风，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升华。总之，一个鼓励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政治环境，对于一个城市公民意识的觉醒，

社会活力的激发无疑是重要的。 

（四） 因改革开放强大起来的经济实力是促进苏州人精神风貌演变的强大物质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人从创办乡镇企业开始，到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再到国企、民企、外企并驾齐驱均衡发展，实

现了经济总量的飞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便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之中去，改善基础教育、提

升市民素质，丰富城市内涵，各种优良的文化设施的配备，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的建立，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

与校园文化等各项文化建设活动的蓬勃开展，乡村社区群众文化设施的完善、演出团体的成立等等，都离不开当地政府财政资

金的投入和扶持。而这些精神文明建设的举措为苏州市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那就是随着苏州市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苏

州市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又为苏州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苏州人精神风貌演变的当代启示 

（一）更多关注人的现代化 

只有在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中，才能推动整个城市迈向开放、包容、法治、公平、民主、自由、文明与和

谐。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人是最基本、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一个城市，只有当它的市民是现代人，即从思想、观念、心

理、行为上都具有现代的人格与品格，才能使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管理者和参与者都具备与现代化发展相适

应的现代性，这个城市才能称得上是现代化的城市。因此，人的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步条件。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的、

制度的、管理的现代化，更要关注人的现代化。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心理、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等都具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内在特征，即现代性。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实现。即使经

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苏州市民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素质，但随着苏州市的崛起，居住在这

座城市的人的身份也从传统市民向国际市民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个人也要积极地跟随城市的发展，促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

高。 

（二） 加快城市的积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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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断推动市民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培育具有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视野的现代城市公民。为此，要加快城市的积极

转型，政府要积极引导市民做一个学习型市民，通过自觉学习，促进全社会形成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通过

学习，培养、提升市民的法治意识、科技素养、掌握一技之长，以及必要的人文常识和国际礼仪知识，从而提升一个城市立足

当代的综合竞争力。 

（三） 应积极提升城市文化力 

城市经营管理者和城市公民应积极提升文化力，营造出公共理性氛围和公共城市精神，创造出与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共命

运的城市人文氛围。正如人文学者肖复兴指出的，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在人的身

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

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内涵。苏州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所提炼出来的“崇文、融和、创新、致远”的城

市精神既是新时期的苏州人精神风貌的精确表述，又是苏州这座城市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灵魂与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