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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文脉与发展成就的集大成 

——评《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 

高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其动力皆来自其成员不断的实践与创造活动。这种实践创

造活动过程及其产生的成果即为“文化”。璀璨多样的地方文化是构成华夏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源头活水。《江苏文库·研究编》主编樊和平教授认为，“文脉”就是“与人的生活和生命同在的文化传

统”。“在全球化背景下，文脉整理与研究具有重大的国家文化战略意义”。[1]2016年 2月，“江苏文脉整理与研

究工程”正式启动，旨在“对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规律的概括和逻辑上的整合与抽象”，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最能体现这一主旨的成果之一就是《江苏文库·研究编》，而地方文化史是其中的重要成

果。目前，省内的 13座城市已有 7座完成了该市文化史的编撰出版，包括无锡卷。历经四年不懈努力，2021年 10

月，由江南大学庄若江教授团队编撰完成的《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系统梳理，填补空白，完续无锡文脉 

无锡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太湖平原腹地，有着 7000年的人类聚居史、3200年文字记载史和 2500余年建城史，历史久远。

但是，无锡自西汉置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其身份一直是一座县。虽然，明清以来无锡经济发展提速，尤其是民国时期经

济快速振兴，成为国内民族工业高地，但无锡的文化却始终相对薄弱，元代才有了第一本《无锡志》，在史料记载和积累上远不

及苏州、常州这样的“府”级城市。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无锡在 1995年、2015年分别出版了两套《无锡市志》，2003年

编撰了《无锡通史》，2006年出版了“无锡文化丛书”（17卷），2011年整理出版了五辑百册的“无锡文库”。此外，无锡市人

大、政协、文联、史志办等也主持编撰过《文化无锡》《无锡特色文化》《吴地文化通史》等。 

但是，作为一部资料挖掘充分、文脉完整、观点独到、剖析到位、学理性强的文化专史，对无锡而言还是空白。文化史不仅

要依托于详实的史料，还是历史学与文化学的结合；既有别于一般通史，也不同于普泛的文化读物。要完成这样一部地方文化

史，既要以“史实”为据，最大限度掌握史料，更要对透过现象介入本质，拥有高远的“史识”。首席专家庄若江教授长期研究

地方文史，在该领域已有丰硕成果，文化史研究团队也都是江南大学富于学术研究经验的文史教师，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2016

年岁末，接受任务之后，编撰团队根据省里的体例及写作要求，很快拟定提纲，搭建框架，明确分工，展开工作。近五年的编撰

工作是一个不断攻坚克难的艰辛过程。虽然团队成员各有所长，但在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还是困难重重。在省社科联领导的

关心指导下，研究团队成员反复修改打磨，主编庄若江教授增删、补充、调整完善文字就达二十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得

成书。 

全书分为绪论、正文、结语、文化大事记四个部分，以 54 万字的篇幅，全面扫描了远古至民国时期的无锡文化演进轨迹，

所涉历史长达万年之久。绪论开宗明义，概述了无锡地区（含江阴、宜兴）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厘定了锡邑文化的地域范围和

阶段性特点，辨识了文化内涵特征和形成过程，亮出了“山水文化”“吴文化”“民族工商文化”三张特色鲜明的文化名片，并

对无锡尚德、务实、灵动、进取的文化个性及其形成做了解读分析。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六章为通史，以时间为轴线，梳理

概括了从史前、春秋战国到民国时期各个阶段的无锡文化发生、发展与演化过程。下编十一章为文化专题史，从文化构成的不同

领域和层面入手，阐述了民族工商业、教育、文学、学术、科技、宗教、家族、书画、民乐锡剧、园林以及饮食文化，深入肌理

内质解析无锡不同文化领域的文化发展演进及其特色。结语部分，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无锡文化的历史地位、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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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意义进行了归纳总结，是为首次对无锡文化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无锡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提炼要素，构建体系，擦亮城市名片 

“文化是为人的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2]延续地方性文化命脉，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尤为重

要。理清无锡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发掘其中蕴含的地域文化质素，凝练无锡文化的特色价值，揭示城市文化性格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作用，无疑是《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编撰者的重要目标。无锡文化的地域属性是什么？她在江苏、江南乃至全国的定

位如何？有何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价值、贡献？对此，该书亮出了无锡城市文化的三张名片：山水文化、吴文化和工商文化。 

灵山秀水的自然环境为无锡地域文化的生发提供了温床。该书绪论援引元代王仁甫《无锡志》之语，佐证了无锡“为浙右名

邑之冠，当南北之会冲，土地沃衍，有湖山之盛，泉水之秀，商贾之繁集，冠盖之骈臻”，同时以“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

千年古吴都，百年工商城”定位了无锡作为“太湖明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理环境以独特的地形、水文、植被、禽兽种

类，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认知、审美想象和风俗信仰，赋予不同山川水土上人们不同的禀性”。[3]无锡文化兼具求本务实与灵活善

变的属性，既有山一般的踏实沉稳，也有水一般的随物赋形、机敏灵活、顺势而进、刚柔相济等特征，山水环境和独特历史孕育

了无锡人通达包容、敏察善纳、勇于探索、善于进退的群体禀赋。 

源远流长的吴文化，积淀成无锡文化的厚重基底。上编对于无锡文脉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纵向梳理，在丰富史料的支持下，确

立了无锡作为吴文化主要发祥地的历史地位。著者着力于时代变迁中地域文化形态的演化，从泰伯奔吴建立句吴部落到先秦吴

越争霸、黄歇封吴，从东晋北人南迁到隋唐后运河开通商贸繁盛，再到近现代民族工商经济的崛起，择取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

件，理清了无锡文脉的源流。著者强调，吴文化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其智性灵动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平衡元

素。泰伯奔吴、落脚梅里，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明相融合，拓吴地，启文明，打下无锡文化最初的底色。此后，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文化不断吸纳中原文化、古越文化、荆楚文化乃至外民族文化的异质要素，因地制宜，融会贯通，“经

世致用”，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地方文化。下编则抓取锡邑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族群和流派，从世家望族到地方贤达，从

东林学派到梁溪文人艺术家，从“锡商”群体到教育名家、科技先驱“锡金四哲”，由他们的生平事迹中生动还原无锡文化演进

的历史样貌，呈现其个性鲜明的文化气质。时代动荡的风云际会中，禀赋吴文化精神底蕴的无锡人，总是能顺应历史机遇，应时

而变，不拘格套，积极作为。 

工商文化是“经世致用”吴文化在近现代无锡土壤上长出的新苗。洋务运动末期，无锡民族工商业崛起并快速发展，促成城

市的转型升级。20世纪以来，它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为无锡文化增添了富有时代色彩的内涵特征。本书以承上启下的两章（上

编第六章三四节、下编第七章）浓墨重彩书写了以杨氏兄弟、荣氏兄弟、华氏祖孙等为代表的锡邑绅商，抓住历史机遇，怀揣强

国富民之心，筚路蓝缕、开拓创业；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共克时艰、保全发展；在实业经营成功后，热心教育公益、

城市建设，造福乡梓……本书将“锡商”身上所体现的民族工商文化内涵概括为“义利并举、兼济天下的价值诉求”“务本求

实、富民强国的创业理念”“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兼容并包、刚柔相济的管理风格”。正是凭借这种延续吴文化

精髓的民族工商文化，并加以扬弃、提升、完善，无锡实现了由一个小县城向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惊人跃迁。不仅于此，这种

“锡商”文化还渗透到教育、科技、慈善公益以及园林艺术等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了无锡的社会风气，也赋予中华传

统文化新的活力因子。 

深拓创新，强化特色，挖掘文化价值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界定文化。历史学家钱穆也认为文

化有“三个面向”，即“面向物世界、面向人的世界和面向心的世界”。在各种词典中，对文化的解读多达一百五六十种，面对

如此繁复多样的“文化”，一部地方文化史，如何处理好内容上的“通”与“专”和行文上的“述”与“论”的关系，是为重

要。为了凸显无锡特色，提亮山水文化、吴文化、工商文化三张城市名片，编撰者在全书框架、章节安排、专题设置、史料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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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文风格上均颇费考量。 

首先，设置特色专题，丰满无锡文化的层次肌理。近现代地方经济崛起之前，无锡虽然政治地位不高、是一座偏居江南的小

县，但自身的文化性格却十分鲜明。尤其是因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经济的快速崛起，无锡的民族工商业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不仅

望族群集，工商大户更明显多于他地，他们对锡邑文化的带动影响不言而喻。又因受到工商风气影响，无锡的教育、道乐、民俗

与饮食，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因此，在无锡文化史中专设了“佛教与道教”“世族与家族文化”“民俗与饮食文化”等篇章，

同时，在文学、科技、戏曲、园林等方面的阐述也突出无锡自身的特色。如第七章，不仅追溯了民族工商业的缘起到繁荣过程，

还深入分析了工商业繁荣的民间心理基础和文化因缘；第十三章不仅梳理了无锡望族世家聚集、形成的原因，还解读了家训族规

的文化价值，剖析了其对无锡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第十八章，在阐述无锡独特的餐饮风俗和口味偏好的同时，还分析解读了这

种独特口味偏好形成的原因以及工商文化对锡邑饮食的深刻影响。 

其次，补充裁度史料，夯实无锡文化的精神内涵。本书在参鉴《江南通志》《毗陵志》和历代《无锡县志》《江阴县志》《宜

兴县志》等常用文献的同时，还努力寻找和挖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尤值一提的是，在元代以前县志等历史文献或缺的情况下，家

谱是相对比较可靠的史料。无锡市图书馆家谱馆藏有大批世家巨族、民国时期工商实业家的家谱等文献资料，编撰者细心查考这

些族谱、家谱的有关记载，追溯锡邑世家大族的源流支脉，充实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第十八章将无锡望族大致分为外迁和

本土两类，进而指出，家族迁徙是异质文化交流互补的一种重要途径，不仅外迁而来的家族带入活力文化因子，就连华氏等本土

家族往往也有迁徙史。从中不仅可以勘探无锡历史演进的轨迹，更能印证锡邑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第十四章“无锡书画艺术及

其大家”采用无锡博物院未公开的书画家资料，而本埠望族胶山安氏后人提供的明代“安氏西林苑”的珍藏绘画，则为第十六

章“园林文化及其特色”提供了新的佐证。挖掘历史文献材料的同时，本书编撰者也参考了诸多本地学者专家新近编撰的文史

资料及其他地方文化学术论著，对无锡文化的历史样貌做了一些空白补充和细节完善，力求这部无锡文化史的观照面更广、解析

度更深，更具史传价值。 

再次，立足“史论”，文风既追求学理性又切忌刻板化，使之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作为一部文化专史，该书行文风格力求

“述”“论”契合。上编将无锡城市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相结合，以“述”带“论”；下编则将无锡文化的内涵与历史相结合，

分析解读其独特的城市文化性格，揭示这种文化性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以“论”带“述”。编撰团队成

员皆于无锡地方文化有所专攻，论述阐发力求深入浅出。主编庄若江教授多年来立足本土，深耕江南文化，成果丰硕，颇具学术

影响力。她不仅担任了本书的编撰框架和后期通稿，还承担了绪论、结语、大事记和书中史前、春秋、民族工商文化、家族文化

等篇章的撰写，行文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文风练达明快。任翌老师潜心江南世家大族研究，著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江南士族》

一书，她主笔的文学、书画、戏曲等专题，史料详实，剖析精当。汪春劼教授致力于近现代无锡史研究，其专著《无锡：一座江

南水城的百年回望》，出版后颇受好评。他笔下的无锡园林文化，兼具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资料充足，特色提炼准确。本书虽

然十分侧重文化分析的学理性阐发，体现理论高度，同时也着意提高文字的可读性，追求字句美感，尽可能扩大阅读受众的广

度。此外，全书还附有近百幅插图，从史前遗址、出土文物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园林东林书院、寄畅园、惠山祠堂群等，图

文并茂，读者从中可以更清晰地获得对无锡历史文脉的认知。 

作为首部地方文化专史，《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超越”“创新”为目标，紧扣“文

脉”主旨，凝练文化特质，彰显文化自信，在诸多方面都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这部文化史也告诉人们，“文脉”就深植于城市

的历史发展中，是地方经济跃动和文明进步的强劲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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