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以“开放再出发”构建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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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伊始，屹立于改革开放潮头的苏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气魄，召开“开放再出发大会”，

引发各路媒体高度关注。对于站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的苏州而言，开放再出发具有全局性、引领性意义，

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动员令”，也是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宣言书”。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

敏多次强调：“苏州既要做创新的高地、产业的高地，也要做生态的高地、文化的高地。”在“开放再出

发”的新要求下，应如何建构苏州的文化高地？

激活苏州文化传统的开放基因

开放是历代苏州繁荣的驱动力，是苏州文化最深厚的基因。开放基因根源于经济、商业的培育与刺激。

明代中叶大运河疏通之后，苏州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南来北往的行商坐贾，甚至跨江逾洋、联通海外，一跃

成为中国经济枢纽城市。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的《陕西会馆碑记》云：“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

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新航

路开辟之后，苏州更成为一座融入世界经济网络的城市。在 15 世纪到 18 世纪的三百余年间，中国以绝对

优势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地位。在出口货物中，丝绸是大宗。苏州是苏嘉湖蚕桑丝织经济圈的中心，丝

织业不仅集聚于城内，而且广泛分布于周边市镇，如光福、盛泽、黄家溪、震泽等市镇已具备“日出万绸”

的产业规模，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18世纪传统中国社会经济达

到巅峰状态，苏州则是其最为辉煌的标志。”

商业流通带来了人口迁徙，苏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明朝时苏州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洪

武年间南京人口约有 60万，而同期苏州人口已达到 240万。商人是旧时人口流动的主体，据统计，截至晚

清，苏州至少出现过 64座会馆、218座公所。这些会馆公所迁徙群体中不乏望族，他们既为苏州文化带来

新的气息，又积极融合于苏州文化，在土著化过程中，由经商而业儒、由商业家族而转型为文化世家，最

终成为苏州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数百年的积淀孕育，逐步铸造了苏州的开放特质，使苏州文化在精雅细腻之外，兼具包容、灵动、求

变等品质。这些文化基因更成为苏州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催化剂和支撑力量。今天的苏州正在加快建设“现

代国际大都市”，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激活苏州传统文化中的开放基

因，是苏州建设文化新高地的天然优势，也将赋予现代国际大都市以深厚底蕴和深远动能。

拓展苏州文化发展的开放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于文化发展问题，要以“宽广的视角”，将之“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

史中去看”，“放到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文化发展繁荣不可能脱离国家和世界大势。进入新

时代，伴随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苏州文化开放格局渐次打开。

1986 年，苏州隆重纪念建城 2500 周年，广邀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友好城市以及海外知名人士与会，

这让古城苏州的独特价值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此后，苏州文化发展愈显开放。2004年，著名美籍华人作

家白先勇主持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巡演海内外，赋予古老昆曲以新的生命。2006年，世界著名建筑师



贝聿铭担纲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开创了“中而新、苏而新”的建筑风格，对苏州城市设计和古城更新产

生深远影响。这一系列标志性文化事件，都见证了苏州在开放中认知文化特性、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实步履。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需要把文化发展放置于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中来审视和谋

划，更加需要开放的胸怀和格局。今天的苏州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

城市之一。苏州以占全国 0.09%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 2.1% 的 GDP、2.4% 的税收和 7.7%的进出口总

额。苏州堪称江南文化的核心城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城市，是首批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全国唯一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拥有 2 项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 6 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

国世界遗产组织授予“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称号，这是世界对苏州文化的认可，是苏州建设文化新高地的

丰沛底气和独特优势。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与苏州文化的历史辉煌相比、与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相比、与先进城市

的创新步伐相比，苏州文化的显示度、标识性、影响力还显不够，许多人对苏州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悠

久的文化古城”或改革开放之初的“苏南模式”上。建设文化新高地，拥有 2500多年历史的苏州应该更加

从容自信，秉持文化平等的态度和文化包容的心态，全面客观看待外部世界、对话世界文明，大胆学习借

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借势经济开放的平台载体，寻找中外文化的交汇点

和共鸣点，提升苏州文化的形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让“苏州故事”传遍全球，在全球传播“苏州声音”。

奏响苏州文化精神的开放强音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就伟大的时代。今天的苏州决心在全球坐标系中谋划未来

发展，决心在新时代为中国对外开放作出先行示范，让开放为苏州一切工作赋能，奏响开放的苏州强音。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因开放而兴、因开放而盛“，苏南模式”异军突起、县域经济群虎争雄、开发区

集群发展引领时代潮流，伴随着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在文化精神层面形成了以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

园区经验为代表的“三大法宝”。张家港精神蕴含着曾经是苏南落后地区在改革开放一声春雷的惊醒下，

睁眼看世界、奋力争上游的精神张力。昆山之路始于 1984年自费办开发区引进外资企业，思想大解放闯出

开放大格局，一路推升昆山从苏州末位走向全国首强。园区经验本身就是开放合作的产物，国际化高端化

品质化已经成为今日园区的文化标识。“三大法宝”激活了苏州文化的沉睡基因，充分彰现了苏州人的自

信与奋进，向全世界展现出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繁荣的苏州。

苏州精细描绘了开放再出发的蓝图，在保持主要经济指标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到 2025年，初步建

立制造业和服务业国际化、高质量特征更加鲜明的产业体系，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格局初步形成，综合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到 2035年，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

地位更加突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成熟稳定，成为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全国典范，成为

具有一定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新的历史使命，呼唤新的文化精神，苏州需要解码“三大法宝”、弘扬“三大法宝”、发展“三大法

宝”，奏响“开放再出发”这一时代最强音。开放本身就是“三大法宝”的核心要义，要在挖掘阐释中寻

根溯源、温故知新，继续振奋苏州干部群众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的团结精神，敢于争第一、勇于创唯

一的创造精神，甘为孺子牛、造福千万家的奉献精神，点燃奋斗之火、当好热血尖兵。“开放再出发”，

更赋予了“三大法宝”新的时代意蕴，要求我们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融入血脉，自

闯新路、再造优势，自我加压、追求卓越，让开放成为苏州持续发展的最强支撑，让开放成为苏州时代跨

越的最大优势，让开放成为苏州联通世界的最亮标识，奋力走在高质量发展最前列，创造出让世人刮目相



看的新的苏州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