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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美美文化”融入苏州新时代“江村”建设 

朱明轩 

江苏苏州干部学院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原型是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这里是中国社会学

调查的摇篮，也是江南乡村经济社会文化风貌的集中展现。自《江村经济》问世以来，“江村”作为一个江南乡村代名词的品牌

符号，历经近百年发展凝练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美文化”，影响着当前苏州乃至长三角地区

乡村建设。 

费孝通曾数十次在苏州调研，观察分析江南文化社会经济生活，并结合其他多种乡村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给传统“江

村”赋予了新的精神文化内涵，为打造苏州新时代“江村”新意象奠定基础 

以“各美其美”推动自然生态乡村具象建设。一是深入挖掘“江村”的渊源内涵。费孝通所著的中国社会学开山之作《江村

经济》，原名即《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说明他从初始就泛化了“江村”这一符号的江南乡村所指。而到晚年提出

“美美文化”的 16 个字，也与“江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江村的涵义便是“美”。二是全面系统打造美丽“江村”。苏州市吴

江区近年来坚持以“江村”文化符号为统领，充分利用“古镇”“丝绸”“大运河”“太湖”等优势资源，深入推进“魅力大运河”

和“美丽湖泊群”特色田园乡村组团建设，努力实现由“盆景”向“风景”转变，持续推进环长漾特色田园乡村群、桃源江南渡、

盛泽丝绸水路、平望运浦乡境拾光、浦江源渔耕水韵、鼋荡美丽乡村群、同里农文旅融合发展区、八坼乡村风情片等 8 大片区建

设。三是精细化打造江村之美。吴江区系统推进“三特一古”建设，建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3 家、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13家，列

入省传统村落名录 9 家，327个规划发展村庄实现特色康居乡村全覆盖，实现了差异化“各美其美”的“江村”自然生态具象文

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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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人之美”推动共同富裕乡村内涵发展。一是在“美人之美”中坚守大爱。从“江村”符号产生的延续来看，费孝通从

再访、三访，先后近 30 次到“江村”，他始终以放心不下的心态，关心百姓的经济生活。他还从研究广西大瑶山，到“江村”起

步的苏南模式，到研究林县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用学术用思想“美人之美”，希望实现共同富

裕，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美人之美”的理念。二是在“成人之美”中展现兼爱。吴江区积极打

造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农业、高品质乡村，为乡村发展铺平道路。比如，积极鼓励资本下乡，扶持企业发展，全面构建“产加销”

一体化全产业链，仅 2021 年，全年共接待休闲农业游客超 1100 万人次，营业收入近 10 亿元，获评首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助力农民素质能力提升，全年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 1477 人、农民创业培训 360 人。三是在“助人之美”中突出真爱。针

对市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区级帮扶提升村和乡村振兴重点村三类对象，精准施策，坚持落实统筹有平台、支出有补助、项目

有倾斜、物业有优惠、贷款有贴息、榜单有激励、结对有升级、减负有清单等优惠政策，确保资源要素向相对薄弱村和重点村倾

斜。给“江村”农民创造致富条件、为企业提供营商便利、为乡村区域发展营造环境，都展现了“江村”“美人之美”共同富裕

的实践之美。 

以“美美与共”推动乡村区域一体和合共进。一是坚持与时俱进悟透“美美与共”。对苏州地区的“江村”而言，历经改革

开放，绝对贫困不再是最大矛盾，费孝通就关注到不同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如何相处等问题，这是他凝练“美美与共”

理念的时代背景。如今，“美美与共”的理念已经上升为跨越时空性文明性的国际间相处原则。二是坚持互相欣赏合作共赢。新

时代的“江村”更加重视与周边区域和合相处、合作共赢，吴江区坚持以全域纳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契机，深

化规划定位协同，紧密衔接示范区的规划体系，优化“江村”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布局，注重“江村”“美美文化”的一体性，

在沪苏浙两省一市交界处合力打造功能样板区“水乡客厅”。三是坚持主动作为示范推动。围绕美美“江村”，吴江区组织开展了

“百名设计师进百村”活动，举办了首届“中国江村水乡人居”乡村设计大赛，着力提升江南水乡苏式化风貌，建设一批粉墙黛

瓦、淡雅精致的最美乡村，引领江南和美乡村建设。在实践中搭建平台展现设计者的思想，在建设中多种方案优中选优，实现共

赢。 

目前，“美美文化”在传承与发展实践中仍存在短板，比如“江村”微具象仍以修篱笆、做菜园、摘瓜果等为主；先进村优

势利用不足，各村聚合发展增效不明显；尚未形成统领性的“美美与共”江南文化区域品牌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破解 

打造“各美其美”江南诗性“江村”。一是塑造“江村”山水林田独特之美。根植于广阔“江村”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以

及东方水城等山水诗性江南意蕴，成为追寻梦里“最江南”的重要选择。要唱响新时代“各美其美”的“江村”品牌，形成各区

块、各村镇、各乡村之间山水林田的独特之美，成立“江村”各美其美特色项目评估专家团，确保各类特色小镇、特色农庄（民

宿）、特色田园乡村以及大运河风光带、太湖片区等组团区域特色发展，有江南水乡的稻香鱼鲜，也有“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各

类具象化的诗性意蕴。二是突出“江村”日用而不觉的各地民风民俗。要坚持“各美其美”，深度聚焦“江村”“十里不同俗”的

乡风民俗差异，通过发掘地方乡村不同故事，以昆曲、山歌、木偶戏等形式，结合文明实践站、乡村大舞台等硬件平台载体，多

形式、多角度传递淳朴诚信、成人之美、和合共生等思想，把民风民俗、苏作技艺等各类非遗文化有序传承发展起来，让有烟火

气、乡愁气的“江村”诗意真正活起来，使乡村生活蕴含着传统，体现着现实。三是平衡外来要素对“江村”诗意的冲击。在诗

意“江村”的建设中，“各美其美”不等于随意引入外来要素，要充分考虑乡村地区的江南传统文化传承，在传承中平衡有机发

展。要加强对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各个古镇、古村、古桥、古巷等进行文化梳理，顺应其自有的传统自然肌理，注重整体的协调

性，因地制宜，统筹引入外来要素，实现空间的布局、人文的不同、体验的互补，让游客有完整的诗意体验，防止“江村”有机

体的物理撕裂。 

打造“美人之美”共富理性“江村”。一是聚焦“江村”“美人之美”的富民带动。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吴江区在“美美江村”

品牌打造上下了很大功夫，统一了规划和标识，品牌认知推广做了初步的推进，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对乡村富民产生了积极作

用。要深入学习借鉴浙江水口乡、安吉自然生态乡村、莫干山精品民宿等地提升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经验，让“江村”魅力水乡之

美、特色之魂强势展现，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温暖感，提高游客的忠诚度和回头率，不断强化农庄民宿、乡村慢游等项目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实现农文旅融合共富之美。二是持续“美人之美”的行政主动性。可在条件相对成熟的地方市区，成立由政府牵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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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之美”乡村振兴组织机构，引入村集体、企业、村民代表等共同参与，对标细化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优惠，更加精准地加

大政府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职业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的引导力度，让其参与到生态保护、生产劳作、

民宿休闲等建设中来投资受益，让“江村”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乡土生活气息。三是强化“美人之美”的后发乡村联动。紧盯“江

村”之美的全域性，紧跟“美人之美”的需求性，在市、区、乡镇街道统筹下，通过年度挂钩考核等方式，鼓励先富乡村与传统

农业村，突破自有资源的局限，建立开展整体资源的盘点、项目的错位、利益的共享协商机制，彼此“成人之美”，形成和合共

赢联动发展。 

打造“美美与共”区域容融“江村”。一是推进“美美与共”的区域容融研究。“美美与共”强调的是相互欣赏、相互包容、

相互融合，形成“美美世界”。“江村”具有地理的延展性，不仅包括吴江地区、苏州地区，还可以涵盖到嘉兴、湖州、太湖流域，

甚至长江、钱塘江流域。它们都是江南的组成部分，文化既有相似，也有差异，要充分发挥区域高校研究院所等文化机构在“江

村”文化研究方面的先导作用，找准“美美融合”的契合点，推进跨省市间的“江村”“美美文化”区域容融联动发展。二是围

绕“江村”串点成线与由链成面形成资源整合网。培养“江村”水乡区域内所有相关村镇的系统集成意识，突出平望、松陵等传

统古镇在大运河、太湖、吴淞江、太浦河等河湖纵横串联中的枢纽联动作用，展现传统“江村”生活的旅游体验功能，把各个乡

村特色之美真正串联起来，让游客在水乡小船上的江南脑海记忆与现实“江村”契合，形成美美“江村”文化 IP，进而实现苏

州大旅游下的“江村”全域共美。三是打造与共享“江村”特色口碑。把对美美“江村”的描绘，延伸到水乡文学、江南摄影等

内容，成立多种类型的采风基地、专家工作室、研讨学会、影视基地、抖音短视频常驻基地，展现美美江南“江村”的文化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