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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的价

值与路径
1

胡怀利

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徽文化与“新江南文化”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一方面

为“新江南文化”贡献新动能，另一方面带动了安徽文化的整体发展。通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齐心打造“新

江南文化”生态、坚持区域文化共建共享、打造区域文化品牌、加强区域学术文化研讨、深化文化与旅游的双向融

合等途径，实现徽文化与“新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共同打造长三角区域文化“美美与共”的生动局面，共

建长三角区域人们的精神家园,共谱新时代长三角文化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关键词】：徽文化;新江南文化;融入;价值;路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长三角区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对于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肩

负时代重任。长三角三省一市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迈向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进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共同的文化基础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徽文化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重要分支，与“新江南

文化”同根同源。徽文化既要发掘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又要创新发展，通过多种途径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文化，为“新江南文化”

贡献新动能，共谋文化融合创新发展新途径，共同提升长三角区域文化软实力。

一、徽文化与“新江南文化”

徽文化即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地区人民从古至今所创造出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内涵丰富、种类繁多，如哲学、艺术、教育、建筑、商业、民俗、戏曲、书画、医学等十多种。它崛起于

北宋，鼎盛于明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 90 年代后，徽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渐兴起，

推动了徽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列为国学三大地方显学。

江南文化从古至今被公认为长三角区域的共有文化基础。“江南文化是在不断变化的江南地理位置和区域范围中形成的一

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地理概念。”
[2]
历史上，江南众多文人雅士、能工巧匠共同成就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

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础”，
[3]
最能够涵盖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文化内涵。

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以沪浙苏皖“三省一市”的 27 个城市群的一体化,这 27 个城市组成的长三角城

市群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形成的“新江南”版图。“新江南”版图催生了“新江南文化”，长三角三省一市敏锐地把握住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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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脉搏，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打出了“新江南文化”的品牌。“建构‘新江南文化’，即是对江南文化内涵进一步继承和发

展，对江南文化精神谱系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从而为长三角一体发展构筑起最大同心圆。”
[4]
“新江南文化”包含整个长三角地

区文化，研究领域较传统江南文化更加广阔，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还处在融合、发展的现状中，是动态的、鲜活的江南文化，

它主要包括上海海派文化、浙江越文化、江苏吴文化、安徽徽文化在内的四大亚文化圈。长三角一体化下的“新江南”，迫切

需要构建长三角文化发展共同体———“新江南文化”，它既要立足传统江南文化的历史根基，又要兼顾沪浙苏皖城市的地方

文化，在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潮流中融合创新、开放包容，成为“新江南”地区人们的精神家园。

二、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

（一）徽文化与“新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虽然对江南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众所周知，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徽虽不是江南的核心地带，但在古代很长

一段时期内，安徽就属于江南的一部分。从唐代到宋代，尤其是清代，古徽州都是江南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徽文化与传统江南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与记忆，均起源于吴越文化，各自又都在交流中融合创新发展，互相影响。今

天研究江南文化，徽文化不能割裂，寻找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也必将要去徽州。“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江南文

化的盛行离不开明清时期徽州人和徽商作出的巨大贡献。”
[5]
在江南文脉中，徽文化从古至今都在贡献独树一帜的文化因子。

回首千年江南文脉，都可见徽文化独特的贡献。徽文化渗透在江南人的衣食住行中，它在融入江南文化的同时也影响着江

南文化。一方面，徽州人把徽州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带到江南，影响着江南文化。京剧的诞生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江

南的徽州人也把江南文化中的大都市的精英文化带回徽州，呈现出“徽州的江南”“江南的徽州”的格局。

（二）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的现实基础

文化软实力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长三角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区域。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趋势，既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是长三角地区同根同源的内在要求。不同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成就了长三角绚烂多彩的区域文化。而徽文化，是长三角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区域文化之一，安徽成为长三角的正式

一员，徽文化价值也日益显现。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研究徽文化、研究徽文化与长三角区域

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以及在长三角区域文化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发挥“安徽作为”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代，安徽加入长三角，一方面增加了整个长三角腹地的面积，另一方面也为长三角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安徽要有十足

的文化自信，积极发掘徽文化的精华，促进徽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多渠道促进与“新江南文化”

的融合创新发展。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熔古铸今的徽文化与“新江南文化”，正在以其基础性、内涵式的人文化育

之力，在“新江南”地区从经济到文化、物质到精神、自然到社会的又一次优化升华上，起到提供智力支撑、培育人文素养、

涵化发展品质的独特作用。

三、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的时代价值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硬支撑”。加速长三角成为全国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紧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和一体化发展的主线，共推长三角文化强国先行区域建设，让长三角文化发展新高地

更具标识度。

（一）为“新江南文化”贡献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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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认同基础、精神动力和竞争优势。海派文化、吴越文化、徽文化等区域文化既各

具风韵，又相互渗透融合，共同构成长三角文化的深厚底蕴，为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安徽正式成为长三角大集体中的一员，徽文化也理应是“新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徽文化融入‘新江南

文化’，将为长三角文化发展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新鲜血液，也将为长三角文化一体化发展注入发展活力”。
[2]
徽文化的加入使“新

江南文化”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区域文化体系，有了徽文化，“新江南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完善，长三角文化愈加丰富多彩，

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必将给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软实力输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二）为安徽文化整体发展带来新机遇

徽文化是安徽省三大地域文化（徽文化、皖江文化和淮河文化）之一，相比较来说，三大地域文化以徽文化最为博大精深，

是安徽文化的杰出代表。加强徽文化的挖掘和创新发展，使徽文化蕴藏的优秀文化基因与“新江南文化”相适应，把徽文化在

更高层面上推向长三角，是当今时代安徽文化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安徽要以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发展为契机，带动其他区域文化发展，广泛凝聚建设文化强省的强大合力，形成推动

安徽文化整体繁荣发展的生动局面，挺进长三角，加快“走出去”，这样安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将更加灿烂。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期间提出，安徽应当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安徽要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的春风，盘活文化资源，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争取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与长三角其他省市共享合作，走出

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具有徽风皖韵的文化强省建设之路，进而推动美好安徽建设，加快实现 2035 年建设创

新型文化强省的目标，并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继续展现“安徽作为”。

四、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的实现路径

“长三角一市三省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文相似、人缘相亲、产业相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要站在时代高度，

承接过去，面向未来，融会贯通。”
[7]
长三角三省一市文化资源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这是长三角文化事业共谋发展的先天优

势。

（一）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机遇

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要落实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要进一步推进协同发展，促进文化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为文

化融合创新发展提供现实基础。要打造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共同提供多元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贯彻落实上再迈出重要一步。

安徽要主动走出去，积极寻求合作，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利用长三角文化统一市场，不断拓展文化发展空间，

举全省之力，提升徽文化在长三角的影响力，为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保驾护航。

（二）利用“新江南文化”生态的共建共享

“从文化因素看，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上的共通才能让三省一市人民从内心真正认同区域一体化。”[8]区域文化能够展

现该区域的精神文明状况，蕴含区域发展的精神源泉，助力区域文化实现更好地传播。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安徽要凝练徽文化优秀特质，坚持区域文化自信，挖掘徽文化的传统内涵和现代价值，主动融入“新

江南文化”，共同打造“新江南文化”品牌。坚持徽文化、“新江南文化”优质精神不动摇，将文化精神转变成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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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具备自信的区域文化才能够实现全面传播、融合发展。

（三）利用长三角区域文化品牌的打造

“要让‘新江南文化’根深蒂固，开花结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将其打造成长三角特色文化品牌。”

[9]要充分利用好长三角区域共同的文化资源，打响长三角区域文化品牌。要尊重文化差异和个性发展，以特色形成文化产业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支持多种新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扩大“新江南文化”品牌影响力，凸显“新江南文化”的标识度，扩大国

内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文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安徽持续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打造出共享书店、有戏安徽、黄山文化旅游等品牌，打造“徽”字号的文化龙头

企业和文化航母，通过区域文化品牌设计和传播活动，全力打响“徽风皖韵”文化品牌，构建安徽标志性文化符号，以安徽的

“智能经济”助力创建一流徽文化品牌产业，积极融入长三角文化共同体。

（四）利用长三角区域学术文化的交流

区域文化是区域共同的文化标识。长三角三省一市要厚植“新江南文化”的根基，构建全国实力最强的文化共同体。要积

极开展多方面的“新江南文化”研究论坛和学术研讨会，互相交流借鉴，扬长避短，共同推进“新江南文化”创新共同体建设，

增进长三角文化的凝聚力和认可度，共同打造长三角人文精神的“新高地”。

如沪浙苏皖三省一市社科联共同举办的“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江南文化讲堂”等，进一步深化了长三角江南文化研究

学术共同体建设。2022 年 9 月 16 日,第四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在安徽芜湖举行，来自三省一市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碰撞思

想、交流研讨，旨在合作加强江南文化的研究传播，携手推动江南文化的传承创新。安徽要抓住机遇，推动徽文化的研究，进

一步凝聚徽文化研究专家队伍，继续办好国际徽学学术大会，深化徽学研究，展现当代徽文化的魅力，推动徽文化更好地传播。

（五）利用文化与旅游的双向融合

文化与旅游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旅游为文化传播提供了载体，文化为旅游提供了精神内核。长三角地区拥有优质的旅游资

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利用长三角区域的名山、名水、名人等特色人文资源，加强与新媒体的合作，讲好、传播好“新江南”

故事，形成长三角地区特色鲜明的文旅示范区，以高质量的文旅服务，打造高品质的生活，增强长三角地区人民群众生活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实现旅游对文化传播融合的作用。

近年来，安徽依托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浙皖闽

赣“联盟花园”等国家级战略平台，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安徽国际旅行商大会、

国际摄影大赛等，搭建长三角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共享平台，不断扩大了安徽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安徽文化事业和旅游业发展取

得了重要成果。积极推进皖浙 1 号旅游风景道“陆线”和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水线”建设，打造长三角大花园和国际会客厅，

深化了长三角文化和旅游合作协同发展，进而推动了徽文化与“新江南文化”的有效融合。

未来的长三角城市空间是生活空间、旅游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复合空间形态，长三角自发的文化认同不是三省一市文化形态

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相互交流融通中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2022 年 12 月 2

日，第三届长三角文化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围绕“新时代长三角文化繁荣与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研讨交流，为文化赋能区

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体现了长三角区域专家学者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局观、责任心和使命感。长三角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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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承载区之一，是国内文化产业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拥有国内实力最强的文化产业集群，在全国文化产业版图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将共同打造未来长三角地区人民的“诗和远方”，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构建最具实

力的文化发展共同体，共同谱写新时代长三角文化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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