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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无锡段运河 

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 

连冬花 李敏
1
 

【摘 要】：享有“江南水弄堂”的大运河无锡段，其运河遗产资源丰富，价值多样，对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无锡段运河遗产蕴含的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共有的开拓创新、务实崇文精神及其孕育出的红色

文化等，可以再构为彰显长三角共同体意识、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深化红色文化共识等新时代价值。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 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 时代价值 

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典范，是中华文明的当代标识。无锡段大运河遗产作为中国大运河江

南段的精华段，既展示着中国大运河的江南形象，又是江南人对大运河集体记忆的历史见证，蕴含着江南水乡的文化基因，书写

着江南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传承江南水乡文化、延续江南文化精髓的有效载体。不仅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关于江南段运河遗产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价值处于探索阶段。文

章以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探寻其中蕴含的江南文化精髓，挖掘无锡段运河遗产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时代价值。 

一、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基础 

文化遗产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其价值意义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留存，蕴含着历史进程中的诸多信息，对唤

醒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和共有情感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但文化遗产成为遗产的关键在于社会对它价值意义的认可。可以说，文化

遗产的文化意义是在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更迭中不断被建构的，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价值意义。 

无锡段大运河北起黄埠墩，自江关分流，西南支经西门桥、西水墩、跨塘桥，南至下甸桥，东北支经莲蓉桥，出羊腰湾，至

跨塘桥与西南支合流，包括了北塘、城东、城西、南长四个小段以及黄埠墩、西水墩两个小岛，全长 14 千米，有“千里运河、

独此一环”的美誉。其中环城古运河河道和清名桥历史街区属于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是世界级的遗产符号，这些区域内

的遗产点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符号系统。 

无锡清名桥历史街区，位于无锡市中心南端，以古运河为中轴、清名桥为核心，北起南禅寺，南至水仙道院，东起王元吉锅

厂旧址，西至定胜河沿线，占地面积 52 公顷，是无锡著名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江南水乡特色风景名胜区。街区现存有少量明、

清古民居，绝大部分历史建筑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所建,既有充满着浓厚运河江南人家的普通建筑民居，又有中西合璧风格

的石库门商贾别墅。它们是大运河穿无锡城而过以来，历史地形成的江南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样态表现，是千百年来无锡历史与

现实的共时性呈现。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的指导下，无锡已将清名桥历史街区的各处遗产点进行了整合，将清名桥历史街区

与环城古运河两处世界文化遗产转变为清名桥核心展示区，以古运河为轴线，构成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符号系统。 

在核心展示区符号系统内，不同符号要素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在符号系统内表征着价值意义。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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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是清名桥历史街区的标志性建筑。在清名桥附近，以永泰丝厂原有建筑为基础改建而成的中国丝业博物馆，是无锡近代企业

家“实业救国”的历史见证。大窑路则是核心展示系统的另一种遗产符号，是研究古代砖瓦历史的珍贵场所。位于古运河南端的

南水仙庙，既是当时人们拜神祈福求平安之地，也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革命活动之地，是古运河上的红色地标。 

清名桥历史街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不仅呈现着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样态，而且通过对不同符号的现代加工，运河遗产潜

在的历史价值和直观的现实意义以可观的、物的形态呈现出来，为运河遗产当代价值的挖掘和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有利于提升

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中的精神引领作用。 

二、无锡段运河遗产的文化内涵 

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凝聚着江南人的共同记忆。运河古邑牌坊就是江南人共有记忆的标志性指示。矗立于南长街与南禅寺

交叉口的运河古邑牌坊虽然是一道进入清名桥历史街区的门槛，但它向人们暗示：是江南人曾经共有的在运河两岸历史活动的

场所。走进牌坊后，便是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民俗风情街。古运河从北向南延伸着，沿河两岸是江南特有的吊脚楼，青砖白墙，

水波倒映，沿街是各具特色带有江南味道的商铺及商品，耳边不时传来吴地特有的评弹丝竹声，江南文化对江南人的凝聚力便被

唤醒、忆起。 

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表征着江南文化精神。江南文化是在江南地域社会实践基础上积淀而成的地域文化符号，开放进取、崇

文务实是其精神所在。清名桥历史街区表征的江南文化精神就是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如号称十里繁华的南长街，

其发展始于宋代南门驿的设置，以驿站为中心，汇聚了大量南来北往的各色人员，成为江南人生产生活实践的聚集之地。他们以

江南文化为引领，围绕着运河漕运，在南长街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实践，造就了活生生的江南生活样态。随着运河漕运的历代

运转，随着江南人的生生不息，江南文化及其精神意义被绵延传承。 

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中，工商文化基因及其精神最为典型。无锡被誉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这和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

地区中心，且拥有便利的水上交通密不可分。于是，在古运河两岸出现了大量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他们不仅办实业救国，而且办

教育兴国；不仅开拓进取，而且勇于创新；不仅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走出国门，树立了中国形象。清名桥附近的

永泰丝厂就是众多企业中的典型。永泰丝厂是 20 世纪初，民族工商业者为实现“实业救国”之梦在无锡运河边创办的缫丝厂。

鉴于永泰丝厂及其他缫丝企业的良好经营，无锡生丝产量占据中国半壁江山，获得了丝码头之称。无锡实业家的成功，除了可见

的技术设备升级、管理方式变革、人才培养等一系列经营方式的调整改革之外，最根本的是他们具有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开放

性思维。就永泰而言，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国内市场，而且把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地，参加了万国生丝博览会，在获得“金象奖”后

又将公司开在美国，在国外直接销售生丝。1936 年，中国生丝输出量为 47204 担，无锡就占半数以上。永泰丝厂在自身改革取

得成功后，还向其他缫丝厂传授经验，一起成长、共同发展，合作而非对立、携手而非独行的企业合作精神，促使无锡生丝年产

量以及年输出量均占全国首位，自然地赢得“丝都”美誉。以永泰丝厂为代表的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者，以开拓创新，务实奋进

的江南文化精神演绎了无锡工商的百年繁华。 

大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都具有开放融合特质。正是这种特质熏陶滋养了江南人。建筑是文化的表达，文化是思想的符号。清

名桥历史街区的薛南溟旧居、祝大椿故居，都是在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熏陶下，以开放性思维接受了西学之美，而后将中西文化

融为一体，以建筑艺术形式呈现于世，昭示着开放融通之美。 

文化随社会变迁而发展变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在无锡运河两岸，由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演化出红色文化，这既是运河文

化和江南文化开放、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古运河最南端的南水仙庙，梁溪河、大运河交汇处的西水

墩，或许是地理位置上的开放、交流契合了社会发展需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它们为载体，在运河沿线播下红色种子，点燃了

红色之光，红色文化被创造、传播，成为江南文化中共有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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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 

文化遗产代表着传统，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但“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他们……传统并不是自己改变的。它内

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1]无锡运河遗产需要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挖掘其内

在的价值意义，再构其时代价值。 

培育长江三角洲共同体意识。由于客观地理位置原因，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宋代之后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浙东运

河、京杭运河的连通，把长江三角洲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间的联系比之前任何一

个时代都要紧密。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已经成为江南地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方面，

沿河沿江的经济带把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贯通在一起；另一方面，相似的经济活动带来近似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等社会意识。

如改革开放初孕育的苏南模式，就是江南共同体勇于开拓创新、善于探索实践的改革成就。就当下而言，培育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共同体意识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诉求。 

无锡段运河遗产积淀着深厚的江南共同体意识。通过挖掘古运河两岸的水运码头、江南民居、特色商品等可观可品的历史文

化遗产，结合长江三角洲地区共有的文化因素，彰显江南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通过挖掘和展示饮食、审美、信仰等人文因素，

呈现江南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性。此外，以江南运河为纽带，营造江南运河共同体意识，唤醒和培育长三角地区人们的历史共鸣与

现实共情，强化江南人的地方感和归属感，培育和深化江南共同体意识。 

彰显无锡民族工商业合作共赢的一体化发展思想。长三角一体化，表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要建设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

这既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任务，也是长三角区域要率先在全国形成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目前，在构建长三角产业集群方面，需要在企业合作协同、提高创新策源力、增强全球影响力方面取得实

质性进展。 

无锡段运河遗产蕴含的原创精神、海外市场开拓精神，可以为长三角一体化产业集群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当

代启示。以永泰丝厂为例，以薛寿萱为代表的改革者，不仅对企业内部整体链条进行整体考虑与改革，而且帮助无锡其他缫丝企

业进行改革；为了摆脱中国生丝受制于洋人的被动局面，永泰联合其他缫丝企业成立了生丝出口公司，直接向国外推销生丝，不

仅扩大了生丝销量，而且在国外销售领域掌握了主动权。以产业群的方式壮大了无锡生丝企业的发展，并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了中

国地位。因此，在中国丝都博物馆的展览介绍中，需要重新挖掘并突出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意义。 

展现红色文化凝聚共识的力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对凝聚社会力量，

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具有无可比拟的精神作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长三角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有着先天的一致性。文化遗产是历史遗存，也是现实话语。“‘遗产不是物’，而是一系列语言、

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共谋和构建，即遗产话语”[2]“遗产话语已成为一种协商社会文化身份认同、价值观与意义的显性方式，有

时候是一种自觉方式”。[3]无锡地区红色文化的形成与传播，离不开上海作为红色文化基因发源地的直接影响。如无锡古运河畔

西水墩上开办的第一所工人夜校，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周启邦(又名周愚人)从上海来无锡指导工作的成果，使西水墩工人

夜校成为无锡工人运动的摇篮。古运河边的培南小学，也是邱宝瑞同志从上海被委派回到无锡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场所，而今，

已经成为古运河畔的红色地标。无锡运河畔的红色文化资源，既表达着红色文化，又言说着以共同理想目标为核心凝聚而成的社

会实践方式，深刻镌刻着江南文化滋养下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无锡段运河遗产蕴含的时代价值，需要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实践为中心，挖掘阐释并再构

其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价值，从更宽广的视域推进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从更深刻的层面展现江南水弄堂蕴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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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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