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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价值 

方宁 

江南文化是悠久璀璨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长三角地区在历史的长河中合力创造的、极具生机活力的

地域文化。站在全面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着力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审视，

用好用足江南文化资源，加强江南文化的发掘、传承和创新，深入开展江南文化研究，推进江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江南文化是凝聚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共识的文化基础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通的文化根脉、共同的文化标识、共有的精神家园，通过加快江南文化的创新研究与普及传播，建

设共有的文化软环境，推进区域文化一体化建设发展，推动形成新的区域文化共同体，凝聚达成对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共识和追

求，可以进一步助推破除壁垒、融合共生，构建和谐有序的区域发展环境。 

一是从空间地域上看，江南地区在地理范围上与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长三角区域高度重合。由于历史

上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动，江南在空间形态上屡有变化，并在研究方面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学术观点，但古代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

文化教育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江南地区始终是当今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并且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辐射力的增强，

逐步改变了明清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格局。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江南已突破行政的边界，东靠大海，怀抱太湖，

在长江下游形成包蕴沪苏浙皖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可以说，当下江南文化的核心地域与长三角区域高度重合。 

二是从区域融合上看，江南地区长期持续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区域融合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自

古以来，悠久的共同发展历史孕育了江南地区山水相依、风俗相近、人文同辉的区域整体形象。历史记载中，也多有“吴越为邻，

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等内容。东晋南朝时期，南京即以其文化艺术成就成为江南中心城市。南宋杭州成为都城，

又引领一代江南风尚。至明清，徽商的足迹遍布江浙沪，推动了江南市镇发展。近代上海开埠之后不断发展成为江南中心，江浙

皖的才人名士云集沪上，经济文化交融至为深厚。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度、紧密

度、融合度不断提升，区域内人才流动频繁，文化交流密切，又为当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区域融合的现实基础。 

三是从凝聚共识上看，江南文化为江南地区形塑了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整体历史形象，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文化认同

基础。文化是以自身内聚力维持身份认同、增强区域团结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纽带，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长三角地区

拥有共同认可的区域文化特质——江南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区域联合发展的优势，也是凝聚发展共识的文化认同

基础。江南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也是文化发展最为多元的重要区域之一。江南

区域内的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等地方文化，各具历史脉息、文化特质和地域特色，而江南文化也正是在这些地

方文化交融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江南文化的形成发展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主体，它是泰伯奔吴带

来中原文明与本地文明交融生成的。经过六朝唐宋的时代浸染，江南文化愈益变得精致温婉，至明清臻于鼎盛。近现代以来，包

含吴越文化、皖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江南文化构成了长三角历史文脉的主体形态。 

二、江南文化可以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在历史上曾共同合力孕育创造了光彩夺目的江南文化这一最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质，当前又在奋力建设长

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亟需在更深层面协同推进江南文化的研究传播，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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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江南文化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承载着联系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重任，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思想

文化资源。作为区域文化之一的江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多次文化中心的

南移，不仅促进了江南文化本身的提升与发展，而且也在江南文化中存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精髓。深入梳理、研究江南文

化既可以更好地传承、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以从江南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挖掘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资借鉴的历

史资源、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助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是江南文化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开放包容、务实进取、崇文重商、融合创新”的精神特质，是引领长三角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文化动力。例如，开放包容是江南文化的鲜明特征和精神品质。从泰伯奔吴到永嘉南渡，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传，南

北文化、中西文明在江南深度融合，造就了江南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孕育了江南人包容吸纳的精神品质。江南文化的开放

包容价值观，有助于社会团结并树立积极的地区形象，对于进一步汇集人才、机构、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等级生产要素起到重

要作用。再如，江南文化中蕴含着浓厚的重商守信传统，重原则、守规范，江南文化秉持的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是持续优化长

三角营商环境可资依托的厚重社会根基，这也是诸多“领头羊”和“独角兽”企业选择落户于长三角的重要原因。再比如，江南

文化中追求精致优雅的精神，也有助于建立以精细化为目标的社会治理体系，注重细节、讲究风度的生活品位是落实落地精细化

社会治理要求的重要文化习性。 

三是江南文化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具有提升区域文化素养、涵养区域人文品质的独特作用。文化具有涵育、形塑人文素

养的功能，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区域发展的有效手段。江南人文传统积淀深厚，在此基础上长期发展形成的务实进取、融

会创先、精益求精等价值取向，既是中华文化思想精华的表现，也是江南地区人文品性的独特显现。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中，熔古铸今的江南文化，正以其基础性、内涵式的人文化育之力，在从经济到文化、物质到精神、自然到社会的又一次优化升

华上，起到提供培育区域人文素养、涵化发展品质的独特作用。 

三、江南文化对长三角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现代文化产业以其高附加值、高融合性、低资源消耗等特点，在推动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文化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

高。持续深化区域文化的交流交融，积极推动区域文化的协同发展，将丰富的江南文化资源向文化创意产业转化，带动长三角文

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将更好地激发区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有助于将长三角真正建成国际知名、影响深远的文化城市

群。 

一是挖掘、开发丰富的江南文化资源，与时俱进地赋予江南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将江南文化元素嵌入创意产业发

展，持续拓展江南文化的经济价值实现路径。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代表

国家参与全球化、彰显国际竞争力的主力军，而江南文化是推动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文化载体。优秀的历史文化资

源，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转变为产业资源、经济产品，是其在精神文化层面之外的价值拓展与深化。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和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的现实状况，长三角依托自身文化资源优势，强化文化产业的融合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以江南文化为引领展开创新

联动，把共同的文化优势转化成为共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是推动提升一体化发展创新能力、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举措。深

化推进江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让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焕发当代价值，将成为当代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潜力。 

二是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深入挖掘长三角各地的特色文化资源，充分依托各地的优势文化产业，合力打造江南文化

产业聚集带，形成区域江南文化品牌效应，助推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江南文化为引领，推动长三角文

化资源和优势产业的协同整合、联合开发、共同发展，合力打造形成区域共享的江南文化产业经济，既是江南文化新时代内涵的

深化拓展，也是协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切入点，对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江南是我国

古村落遗存最多、文化基因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文化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和产业抓

手。新时代，可进一步利用江南地区文化形态上的丰富性、体制机制上的互补性，支持长三角各区域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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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地把江南文化资源转化成为高品质和多样化的公共文化产品，进而协同推进区域间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体系的发展。

同时在区域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规划、江南古镇的开发发展及城镇建筑规划建设中，植入更新江南文化元素，为新型城镇化建

设、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文化动能。 

三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和纽带，合力做好长三角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古往今来的岁月流光之中，保持无限生机活力

的江南，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水乡古镇，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人文家园。长三角文旅融合的最佳连接点正是江南文化。近年来，国

家文旅部明确了“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以便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当前，

要在文化和旅游的产业服务融合方面发挥特色、取得实效，长三角必须抓住江南文化这个关键基础和纽带，突出江南文化元素，

打响江南文化品牌，催生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竞争力，共同推进长三角文旅市场体系建设，建立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合作建设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圈，携手策划建设江南文化文旅特色线路等，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