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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助力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 

王霞霞
1
 

【摘 要】：江南文化经过历史流变与岁月变迁，助推江南地区一路成长为全国经济重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范围扩大至沪苏浙皖全域。安徽与江南具有极深的历史渊源，在新战略布局下，亟

需重构新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区域的关系。辨析江南文化成为长三角文化产业共同基因的优势因素，并借助江南文化

资源向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方向转化，形成独具江南特色的文化品牌，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讲好江南文化故事。 

【关键词】：江南文化 长三角文化产业 一体化 

江南，谓之长江以南，在历史变迁中从起步崛起走向繁荣成熟。在先秦秦汉时期江南城市发展较为缓慢，六朝时期江南文化

蜕变的重要表现就是城市发展进程明显加快。江南在唐代已然成为经济富庶、风景秀美、文化发达的代名词，五代的金陵使江南

成为诗意化的精神家园，宋代的临安完成了古代江南都市文化的精神体系。经过魏晋六朝时期的起步追赶，唐宋元时期的飞速发

展，明清时期的江南终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 

江南的水乡景观、耕织传统和蚕桑习俗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体现了江南人民征服自然、融入自然的智慧

与力量。借助经济与文化的双轮驱动，江南地区人们物质生活相对舒适、精神生活比较潇洒，使江南文化整体呈现一种俗与雅交

错并融、物质享受和文化追求并存的独特面貌，承载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冀。岁月变迁，新时代新机遇下，江南文化

承担着更高的责任与使命。 

一、新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城市群关系建构 

江南区域经过历史变迁，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沪苏浙皖都能寻到江南文化的足迹。长三角的协同发展机制自 1997 年起步，

主要集中于苏浙沪两省一市。后经由安徽部分城市加入长三角，再到 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沪苏浙皖全域

纳入长三角区域范畴。在国家新战略布局下，需要对新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区域关系进行重新建构。 

（一）新江南文化的范畴归属 

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刘士林认为，江南的范畴以李伯重先生的“八府一州”说为基础，吸收了“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

兴，同时，还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徽州等地纳入江南范畴。他认为，江南文化必然

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就是长江文明。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区域规划范围的逐步扩大，江南文化亦应从文化层面重新界定区域范畴。新江南文化的内在基因与长三

角城市群新发展战略布局相吻合，与明清时期经济富庶与文化繁荣的江南区域不谋而合。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从新时代

战略发展维度考虑，新江南文化的核心文化范畴都应涵盖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区域文化，尤其是要重新建构对安徽加入长三角城

市群后的江南文化研究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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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城市群关系建构 

长三角城市群最直接的历史基础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南宋临安为代表的江南都市文化形态，其在文化创造上的理念与动力

主要是发自城市文化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需要；二是明清时代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文化繁盛形态，富裕的江南城市群在意识

形态、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拥有显著的“文化领导权”；三是从近代向现代演变过程中的上海新型都市文化，其文化的

延续性、前卫性、典范性与代表性，对当时乃至现如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新江南文化的范畴归属与长三角区域新战略布局下的规划范围如出一辙，江南文化是文化精英的经世选择，新江南文化与

长三角区域属于集合中的交集关系，即长三角一市三省有各种传统文化样式存在，唯有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区域内集合而成的交

集因子，是构成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共同文化基因。重新梳理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关系，将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江南文化是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共同文化基因 

江南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上的最高水准。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

文化资源的依赖。长三角各区域文化资源类型丰富，缘何唯有江南文化可以作为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共同文化基因，这与江南

文化的本质特性与资源优势密不可分。 

（一）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共识” 

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共识，重工商经济的江南文化，激发了长三角文化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活力；重开放包容的

江南文化，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开放与全球交流；重审美意蕴的江南文化，创造了长三角文化产品的创意特色与丰富内涵。

达成江南文化共识，是解决长三角内部资源冲突的重要任务。 

文化资源需要协同开发，才能形成具有长三角特色的文化品牌。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区域共同的历史文脉传承，以长三角文化

共同体建设凝聚区域文化认同，可为促进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文化动力和丰厚社会资本。长三角各区域联

盟机构形成文化共识，在文化产品与服务一体化、文化市场要素一体化等方面建立文化共同体意识，可立足于打造以江南文化为

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源形态。 

（二）江南文化对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基因优势” 

江南文化对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基因优势首先表现为文化资源的丰富性，江南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审美文化资

源类型繁多，以“水”元素为核心的水乡文化、运河文化丰富多彩，以“林”元素为核心的山林文化、园林文化独具风韵。其次

表现为博大胸怀的包容性，江南文化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发展成熟的，集结了南北方不同地域的文化精髓，同时吸收了西方文明

的先进基因，在这种巨大的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文化基因必然自带博爱宽容的胸怀，能够在助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各种新

型业态。最后表现为至高至纯的审美性，古今关于江南的诗歌众多，独具韵味的江南自然风景与手工制作最能带给受众静谧的文

化享受与至高的审美自由。 

江南文化对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基因优势还表现在内外部环境协调发展上。目前，外部一体化发展脉络根基尚未统一，需

要有一定领导力的文化达成共识；内部协同发展的体系尚未健全，也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作为共同体的支撑。唯有江南文化，

是隶属于三省一市共有的交集，最有资格成为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因。 

三、江南文化助推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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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提升综合国力竞争的大趋势。长三角所承载的江南文

化传统，既有重商、精致、开放、多元、诗性与审美的共性基因，又包括了历史传承与城市创造的个性化成果。在当下长三角文

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期，把握江南文化的内核，并运用江南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转化，是打造新时代江南文化品牌的必然方

式，也是助推长三角大城市群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必要路径。 

（一）推动江南都市文化向艺术产业转化 

作为一种本土性的都市文化模式，江南都市文化对重新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探索如何实现当代转化，具有不

可替代的标本价值与示范意义。江南富足的经济物质基础是都市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也为城市艺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

山水画兴起发展都与江南都市发展轨迹相一致，瓦肆、勾栏、茶楼、别苑等文化娱乐场地的大量涌现，既依据场所对消费群体进

行细分，又促进了都市艺术形态的丰富多彩。 

在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目标下，要充分发挥江南都市文化下产生的各种艺术流派与艺术作品的影响，进行现实条件下文

化艺术市场转化。根据数字技术的发展态势与长三角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通过数字化传播降低艺术品推广成本，促进艺术

品创作提质，同时根据大数据分析、智能运算和个性化推荐等方式实现艺术品与艺术消费者的精准匹配。文化艺术产业与科技的

融合必不可少，要借助 VR、AR等数字化技术向青少年展示江南艺术历史魅力，提升青少年美育鉴赏能力。在文化艺术产业整体

市场向好的情况下，将江南文化与数字艺术产业紧密结合，既能传承历史传统艺术韵味，传播江南优秀文化艺术，展示江南都市

文化特色，也能为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提供时尚前沿的独特艺术产品与服务，扩大年轻受众群体市场消费力，增强艺术市

场品牌竞争力。 

（二）推动江南运河文化向文旅产业转化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与文化走廊，流淌在江南大地上的大运河，浸润了城市与乡村，在生活习俗与精神气质上打上了运河

烙印。江南的运河分为淮扬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联系和沟通了淮河、长江、太湖和杭嘉湖地区，为江南文化注入了新的

活力。江南城市群在融入运河城市文化带后获得了地位的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是江南运河依托生产的大环境，以上海作为龙头带动，苏浙皖比较优势发展明显。在文化产业一体化进程中，

应借助有利时机，加强运河文化交流。运河文化与江南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于建设城市群十分重要。从文化生态来看，

运河文化需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效能，探寻属于自己的文化新常态。长三角城市群要紧抓大运河发展机遇，在一体化目标下首先

要统一品牌，比如设计打造“江南运河·千年运河”品牌；其次要以长三角各城市为主线设计精品路线，在旅游线路上注重文化

内涵的融入；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开发优质运河产品及相关文旅原创产品。 

城市因“运”而生，文化因“运”而活。随着运河沿线城市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逐步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运河风情。

长三角城市群要借助江南运河千年文脉的伟力，全方位、多角度向文化旅游产业进行转化。加强运河沿线非遗传统文化的展演活

动，宣传运河沿线美食文化的独特味道，开设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民宿酒店，增强以运河为名的国际文旅交流。同时，在打造文

化旅游主题精品线路时要注重赋能文旅文创产品，协同共建长三角文旅产业一体化共享平台，高质量发展江南运河文旅产业品

牌。 

（三）推动江南手工文化向设计产业转化 

江南地区自宋元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商品市场辐射全国，既为手工艺品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也对手工艺品质量提

出更高要求，从而使江南地区云集诸多名匠，精品迭出。由于农耕社会农闲时间制作手工业较多，江南手工业可称作是中国在农

耕社会的“文创产品”。从江南经济发展起来的千年时间，创造出世界手工业的最高端产品，即丝、茶、瓷。江南发达的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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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江南文化提供经济基础，又丰富深化了江南文化主题内容。 

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传统手工业的优势，既要传承保护传统手工艺，又要与当下文化市场相结合进行创意创新。

从保护的层面来看，手工业已经开始融入相关旅游景区与特色小镇。同时，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也为手工艺提供了

良好发展平台，要通过创意设计大赛、研学旅游等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手工艺创作与保护中，提升江南手工业的社会价

值。从创新的层面来看，江南手工艺不仅要作为一个整体，还要抽离出部分元素进行创新，将手工艺中的代表元素与其他产业进

行融合。此外，手工艺不能仅停留在审美与观赏价值上，市场价值需求要与生活美学息息相关，推动江南手工业向创意设计产业

转化。 

（四）推动江南圩田文化向娱乐产业转化 

江南圩田形制复杂，规模庞大，单圩分“有塘有戗”模式、“上塘下塘”模式、“外塘里塘”模式，多个单圩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联圩模式，每一圩即相对独立的水利工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非常强调圩内的规划和布局，圩内外水系调节的技术手段

较为成熟与系统。 

江南圩田文化承载着古代江南人民的智慧与精神，新时代要继续传承这种优秀的智慧。尤其在当下年轻人日渐远离农田文

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科普与认知成为必要选择。文化产业的发展可将圩田文化与娱乐产业相结合，如将圩田文化

的设计理念植入到游戏中，根据难易程度设置不同等级；或与户外综艺相结合，在娱乐中潜移默化地达到对圩田技术的科普；或

将圩田技术与儿童科学创造课程相结合，以当代年轻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多角度、多层面加强对圩田文化的认知。 

对圩田文化的科普有无必要，与现代水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现代水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达成人与水的自然和谐，这种和谐关

系的处理对当下城市如何处理与水的关系问题尤为重要。文化产业发展需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江南圩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是责任担当。不管是借助粉丝娱乐进行科普，还是通过游戏竞技进行创新，抑或借助短视频对圩田文化和圩田技术

进行广泛传播，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产业发展模式。一体化进程下，长三角区域需形成统一的圩田文化标识品牌，为人与水资源的

和谐共处发挥更强大的社会功能。 

（五）推动江南戏曲文化向动漫产业转化 

江南戏曲文化资源典型体现了江南文化的诗性特征。“戏曲+动漫”的结合方式已经有文化企业进行尝试，戏曲动漫是将戏

曲艺术中的人物塑造、表演形式、服装扮相等巧妙运用到动画设计中，运用现代动画制作技术和表现手法演绎和呈现传统戏曲之

美。 

戏曲动漫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停留在市场培育阶段。长三角要借助江南丰富的戏曲文化资源做好戏曲动漫产

业发展示范，加快戏曲动漫产业化进程。首先要从形象制作、人物名称与造型、故事情节等生产细节进行戏曲元素融入，强调代

入感与体验感；其次在宣传营销环节要拓宽渠道，运用专业化运作团队把小众化产品向大众化平台推广，相信受众的艺术审美素

养，更要相信优质产品内容的传播力；最后是消费者的消费捆绑方式创新，将戏迷漫迷的生活周边消费与文化情怀消费相结合，

把戏曲动漫当做一个文化艺术产业链进行消费。同时，将戏曲动漫联动营销，产品资源共享，打造长三角戏曲动漫数据资源库，

降低生产制作成本，加快一体化下江南文化戏曲动漫品牌的发展进程。 

（六）推动江南山林文化向影视产业转化 

江南山林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资源，不仅自然风景清新迷人，而且还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小小的山丘，可能隐藏

着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故事，抑或缠绵悱恻的爱情传说。江南山林不仅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还成为禅宗的审美客体，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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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的浸润和点化，形成钟灵毓秀的独特文化。 

长三角区域城市要积极打造江南山林文化，讲好山林故事与城市故事，并将故事通过影视或短视频形式呈现出来，影视产业

是源头，影视产品内容的优质可带动文化旅游、文创版权等系列产业的发展。江南山林既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幽雅，也

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静谧。山中书院文人墨客既有济世之胸怀，又有脱世之洒脱，其中蕴含的丰富哲思与价值观念

都可以成为影视故事经典素材。长三角影视产业发展以江南山林文化故事为主旨，既与当下新主流电影发展模式相吻合，又能延

伸山林旅游产业与文创产业链条，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以上借助江南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的转化不具有惟一性，却显示出独特性。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需要巧妙

根据文化元素与市场受众需求紧密结合，既适应文化市场的变化，又成为文化市场的引领者。江南丰富的文化资源能为长三角文

化产业一体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来源，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也需要建设好江南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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