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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化传承的一种探索 

——高校“吴文化课程群”建设的思考 

朱琳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在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语境下，探讨吴文化的旨意，不仅是仰望其灿烂的过往，更多是注目其所呈现的历史与

现实的脉动。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注塑了当下区域社会发展的模式和风格，以及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从我

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实践来说，各地的区域历史文化多呈现在本土中小学阶段，甚少走出“本土”之外的高等教

育领域，且多囿于教职人员的研究。如何突破这种情形，使之成为广大青年学子的精神给养？近年来苏州大学所推

行的“吴文化课程群”建设就是一种尝试和探索。笔者将自己参与此项课程改革的实践，以案例的微观形式，予以

阶段性思考和分析，以期方家指教。 

“吴文化课程群”是苏州大学近年教学改革和创新的一个部分，着眼点在于“通识教育”。课程主要由苏州大学的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卫平领衔主擘，由不同专业领域的老师合力授课。通过五六年的持续性建设，初步形成

了体系化的课程群。目前主要由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吴文化史专题”、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吴文化史”、校内通识核心

课程“吴文化史经典选读”、在线课程“吴文化的精神传承”四门课程组成。课程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体系

化。改变以往课程建设中往往是一门课程“孤芳”的现象，且课程体系本身互相补充、合理搭配。目前已建设的四门课程各有

侧重，或重在兴趣性培养、知识性普及，或以知识普及与学术培养并重，或旨在培养学生的探索研究能力，或注重贯通历史与

现实并突出文化精神的传承。二是课程对象广泛。除在校内面向各专业本科生开设外，还面向社会大众，并与苏州部分中学签

署合作协议，作为中学生的大学先修课程。三是教学方法、路径各有差异。既有在线课，也有面授课，还有在线课与面授课相

结合的，且采用学生课堂听课、自主经典阅读、课后研讨与实地考察等多元化的方式。本课程体系较为庞大，时间跨度从先秦

至近现代，一直延伸到当下。主要精选重要事件、人物和现象，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民俗风情、城乡面

貌和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本篇仅以笔者参与的部分，从课程内容设计上来看如何将吴文化的历史内涵传承给当代大学生。 

一、吴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理念相契合——以《吴文化史》课程为例 

我国近年来力推的高校通识课程，相比以往专业课程教学，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在理念和方法上，努力学习世界一流大学

的经验、做法。例如将通识教育视为一种“使人觉醒”的教育，重视全人教育、均衡教育，扩展学生的视野，提供人文体验。

同时，强调课程设计为学生将来的“公共参与”做准备，使其能成为意识、价值传承方面的链条。另外，通识教育重在培养美

育和情怀。《吴文化史》课程，则是践行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笔者参加的有关昆曲、苏州古典园林、苏州评弹、桃花坞木刻年

画、苏绣、吴门画派、吴门书派以及吴门医派等课程的教学，这是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课程在架构时，以“精神文化

传统重建”为旨归，以学生的心绪美好宁静为潜在动机。希望通过课程使得学生对优秀的吴文化增强欣赏的能力，从而多一种

发现美的灵敏，多一点“懂得”、多一份情怀。所以，在课程呈现上偏重其社会性、历史性，而不仅限于艺术和技术之本体。 

具体而言，在有关昆曲的课程中，以文人士子与昆曲品格为主题，解析昆曲为何是中国雅文化的代表，分别从音乐唱腔、

剧本文学、舞台表演三个方面，生动鲜活地去分析传统文人如何注塑昆曲的品格，他们像对待诗、书、画那样执著，注重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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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文学、音乐和韵律等。从而，昆曲也在文人士子的研磨中提升、雅化，还被定谱，并记录下来。留存下来的浩繁工尺谱，

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集大成，也是世界古典音乐史的奇观。同时，他们以剧作为心声，演人间“实录”，颂穿越生死的至情。所

以，文人士子将其个人际遇、情感追求、社会理想等饱含在昆曲之中。昆曲方寸舞台，亦最大限度地吸纳和接续了我国古典舞

蹈传统。在表现形式上，尤以“雅”为重。可以说，明清时期，文人士子是昆曲的中坚力量，他们把文学的品质、艺术的品性、

审美的品味，吟咏凝炼成文化的含量，昆曲也成为他们融文学、艺术、娱乐于一体的理想生活符号。昆曲从而被誉为“是代表

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的最高品位，是古典音乐文化的最后遗存，是古典戏剧表演的完美体系”。正是历史的丰厚积淀，赋予了今

天的风华。2001 年，中国昆曲成为世界首批、中国第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课程内容聚焦在

《诗意地栖居：苏州园林》这一主题上。引领授课对象从三个层面开启对于苏州古典园林的“意象”大门。第一层是风景，香

山帮营造技艺的两大杰作是北京故宫和苏州园林，苏州园林以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建筑以及叠山、理水、花草树木等，创造了

城市山林。第二层是风雅。园林的造设多以画为本，以诗为题，到处是充满书卷气的诗文题刻，使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均能产

生出诗情画意，被称为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第三层是风骨。园林不但是视觉和心灵的审美，也是审世的，其中，浸透

着文人士子对“人”与“世”关系的思索，以及他们的品节、品性。 

二、吴文化与时代主题相契合——以《吴文化精神传承》课程为例 

杰出的、优秀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创造和叠加，往往具有穿透时间和空间的能量。笔者负责课程中的《“苏作”与

工匠精神》，即以吴文化中的苏州工艺为对象，探讨工匠精神及其在当下的传承。之所以把“苏作”所体现的工匠精神作为对象，

主要是因为，对于当下中国，工匠精神饱含着民族精神培育、国民素质培养的自觉探索，这是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

一个多世纪的呐喊。对于苏州，明代后期开始享誉寰宇的“苏作”（亦或称为苏样、苏意、苏工、苏式、苏派等），引领全国工

艺、时尚风尚。被冠以“苏”字头的，不仅是地域指向，更是地位符号，代表最高的规范，或者流派。 

这一部分课程，笔者分为三大块面，逐层剥开“苏作”所蕴含的工匠精神以及在当下的承续。 

其一，精雕细琢的品质。即吴文化在传统工艺美术方面，就其技艺性而言，所呈现的合精、巧、艺、智、新于一体的特征。

在匠技上，体现精益于工，且精与巧相辅相成、互相幻化，并讲求出神入目。在匠艺上，追求“物亦有品”，苏州工艺琢于苏

式，艺术味道、书卷气息和江南意蕴浓厚。在匠能上，造化于新，不断以“新”带来创造、创意。其既擅长原创，又具有移植

性的改创，从而将它地技艺“化育”成本土特色，这与日本工匠的文化精神极其相似。另外，具有再创造性，将相关联文化进

行融合、整合，将传承的文化进行发展。 

其二，时间磨砺。苏州工艺体现在物上的特征，具有很高的耐磨性，具有穿越时间的能力。从而，时间成为品质的积淀。

同时，在审美上，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挑战。一方面，以时间锻造作品。那些所谓的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等，都是在大量“工

夫”的基础上，臻于量与质高度统一后所表现出的境界。另一方面，讲求“材”的锻造。苏州工艺精良，得益于山温水暖的大

自然之赐予“良材”，并“因材”而用，择其“善材”、铸成“美材”。最后，匠作工艺不断实现代际层积。从家学、家计、

家训的角度来看，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苏州，家庭、家族多重文化、重技能，且多有承学之强烈意识。拥有绝技的家

庭，俨然以“技”为学，向后代接力。这样的耳濡目染和手把手地示范，是一种不断的“传统”“前人精神”的延续，家庭成

员从而在风格上神会或精神上呼应，使得技艺在代际之间累积、传承、升华，容易形成独特统一的技术体系，也形成了大量的

家族式品牌。除血缘外，还有业缘、地缘传承，且多是相结合的。 

其三，勇攀巅峰。在品牌、品质的质量和审美方面，锐意向“凌绝顶”的技艺竞发，敢于向最高标准定位，甚至予以引领。

这首先体现在“消费”群体上，宜于皇室贵族、文人士子等。其次经得起业内最具有权威影响力、最具有专业鉴定者的检阅。

例如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今天所看到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等的不少传世名画所用颜料，多出于姜思序堂。

同时，“苏作”工艺水平“向上”的力量，还体现在勇于在海内外市场中淘涤。市场，是工匠精神得以衡量的场域，海内外市

场的拓展，是技艺的内生成长动力。苏州工艺顺着“商道”“文道”“官道”，将产品和声誉推播出去，叱咤于国内市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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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具有影响力。且在全球化的起始阶段，就始终不断地在寻求国际市场空间。这些在大运河、丝绸之路上的情形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课程还从价值理念层面，剖析体现在精湛技艺背后的精神追求，如匠技的学理化记载等。匠学在苏州，有两种，既

有“匠说”，也有“儒说”，分别为匠人心力之所载、文人墨笔之所记。其共同完成了对此前工艺方面的总结，迄今仍然闪烁

着灿烂的智慧光芒。这其中蕴含的是有关“物”与自然、“物”与物、“物”与人、“物”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从中能发

现工匠主体精神、自觉认知，也能挖掘其中符合人类文明之道。 

三、吴文化与大学生的审美契合——以《吴文化史经典选读》课程为例 

如何在经典阅读中，使大学生既获得“经典”所给予的滋养，又能深度进入文本学习，拟以“研究”的方式读书，且养成

探究的自学方法。这其中，强调的是将阅读的旨向与考试相剥离，将读书归为纯粹的阅读，而且是阅读原文献，并进行精读，

从而引导学生走近经典所在的时代，走近作者内心深处，以产生思想、情感或审美的共鸣。笔者所负责的课程主题为“将生命

活成美的历程——《长物志》”，即以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为阅读文本。 

《长物志》被誉为“晚明文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本课程主要围绕着两个哲学生活的基本问题而展开，即当一个人达到物

质丰满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在“不宁”的生活或精神世界里，如何营造一个安宁的心灵桃花源？课程将其分为两个部

分进行导读，一是“日用与生活美学”。《长物志》是晚明乃至中国传统社会文人审美的极致体现，定格了规范化的“崇雅反俗”

蓝本，并在消费之俗与韵味之雅之间划出了楚河汉界。其中体现了两种转向：从注重物的实用转向物的文化意义，体现了一种

新的“物我关系”：从注重专门的审美体验和活动转向为将生存日用转变为一种生活情趣和境界，在庸常琐屑、平淡无奇中制

造桃花源。通过文献中的造园理论、文房雅用、明式家具等具体文献的咀嚼、解析，自然“体味”到当时文人在满腔家国情怀

中，不忘“自我”小空间的情趣、品味建设。这其实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丰满建设和思索。二是“雅趣与生存哲学”。明中叶以

来，吴门画派、吴门书派分别创下了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书法的巅峰，《长物志》之《书画》理论则是高峰之巅峰。《长物志》

对花木、水石、衣饰等都赋予了文化意向的注解。借此，引导学生分析几组审美的理念：物与器、古与旧、雅与俗、佳与精、

用与玩、奇与巧等。从而悟见物件背后对于生活和存在意义的探索和挖掘，即“忘我”，将“物”视为寄托真性情和避世脱俗

的载体；或“有我”，品鉴长物实则品鉴人，物是人格的寄托，是承受其生命意义的载体。 

以上通过举例的形式，呈现“吴文化课程群”建设之点滴情况。此课程正不断加大后续进阶建设。同时，在网络新兴授课

平台崛起的情势下，江浙沪各地高校之间，尚待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期待彼此打破壁垒，互补互促，使得吴文化相关课程真

正能够跨地域，裨益于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