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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春秋时期泰伯辟吴、周章受国，到寿梦强国、阖闾筑城，吴国 经 历 了 一 个 从 小 到 大、由 弱 到 强 的 发 展 轨 迹。疆 域 不 断 扩 展，东 至

沿海，南达钱江，西至婺源，北抵宁扬，活动区域与长三角区域大部叠 合。今 天 的 吴 地，主 要 指 长 江 下 游 的 环 太 湖 地 区，其 核 心 区 域 主 要

是苏南、上海、浙北一带吴语区，这里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

　管子学刊 ２０１２年第４


期

学术综述

天光云影共徘徊
———吴文化研究的历史轨迹与阶段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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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一、前言：吴文化与吴文化研究

吴文化源远流长，蕴藉深厚，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地① 始终 扮 演 着 无 以 取 代 的 重 要

文化角色。３２００年 前 的 泰 伯 自 中 原 南 奔 吴 地，为 这 片 古

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中原文化和江南土著文化

有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性融合。这一融合的结果，不仅

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度———句吴，也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

活力和雄厚后发 力 量 的 新 的 文 化———吴 文 化。在 漫 长 的

历史进程中，这种文化有力地推动着吴地这艘巨轮走出了

令人惊羡的千年航程。

勾吴古国在历史的舞台活跃了不到７００年，在历史的

长河中不过短暂一瞬，然 而，句 吴 古 国 虽 然 消 失 于 国 家 版

图，但作为文化形态 的“吴”却 没 有 因 此 消 亡，吴 文 化 不 仅

绵延千年，不断得到了传承发扬，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

成为影响整个国家 发 展 与 变 革 的 重 要 的 文 化 质 素。凭 借

自身的智慧灵动、开放 包 容 的 内 生 动 力，吴 文 化 不 断 吸 纳

着时代的鲜活元素，不 断 拓 展 着 传 播 半 径，不 断 积 聚 自 身

能量，在嬗变中提升，在提升中发展，从而得以在近现代有

效地实现了飞跃和突破，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改

革大计和一个民族前进的历史行程。

唐宋以降，吴地一直 是 国 人 心 目 中 的 天 堂，这 是 一 块

由民意划出的地理区域，代表了人们的美好生活向往。今

天的吴地，仍是中国的 领 跑 区 域，以 上 海 为 龙 头 的 长 三 角

城市经济文化联合体 已 经 形 成，经 济 互 惠 共 荣，文 化 多 元

共生。历史的吴地，曾经 是 城 门 城 墙 簇 拥 的 强 权，曾 经 是

密布的水网承载的繁 华 与 安 逸，现 实 的 吴 地，今 天 正 书 写

着更多的精彩篇章。笔 者 曾 在《说 吴》中 曾 这 样 概 括 吴 文

化的特色：“在历史的舞台上，始终扮演着振奋精神和宽慰

内心的角色———精明实惠中恪守着向上向善的道德理想，

灵动秀逸中暗孕轩昂刚健的进取精神，安逸务实自足中不

乏 变 革 纳 新 的 要 求，祥 和 稳 定 中 涌 动 着 开 放 吸 纳 的 渴

望……”［１］

吴文化是一个深厚而 繁 复 的 文 化 系 统，蕴 藉 深 厚，内

涵丰富。吴文化是重视 道 德 取 向 的 文 化，“先 天 下 之 忧 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是吴文化道德高张的旗帜，谦让

和谐是吴文化低调内敛的温婉旋律；吴文化是开放包容的

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兼收并蓄，在开放中不断纳善，在纳

善中扬弃发展，因而后 来 居 上 并 始 终 走 在 时 代 的 前 列；吴

文化是务实进取、注重实效的文化，勤劳的吴地人民，脚踏

实地，发展实业，工商强国，让经世致用的理论在社会实践

中得到最大的发扬；吴 文 化 是 善 于 审 时 度 势、敏 于 把 握 机

遇，适时顺便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吴地人

总能首先发现机会，敏 捷 抓 住 机 遇，不 断 在 转 型 中 把 握 发

展先机，在时代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吴文化是精致优雅、

从容进退的文化，从远 古 尚 武 走 到 今 天 崇 文 重 教，吴 人 的

追求不断精致雅化，世俗精神和诗性追求奇妙地造就了吴

地美好而诗意的现世生活；吴文化是多元共生共荣的和谐

文化，从苏南到浙北，因 地 缘 关 系 都 不 同 程 度 受 到 吴 文 化

的滋养，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又赋予这些城市鲜明的品格

与个性，吴文化在不同 城 市 的 不 同 发 展 路 径 和 取 向，既 是

多元文化的折射，也使其在古雅与素朴、婉约与直白、崇文

与尚武、功利与淡泊的交融之中获得了和谐之美。

在近代以来的百年进程中，吴地文化逐渐超越了古老

的文明传统，成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中重要的互补元素和事

实上的引领元素，影响 渗 透 着 东 南 沿 海 的 大 片 土 地，并 向

更广阔的半 径 扩 展 和 延 伸。可 以 说，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历

史，也是吴文化走向中心化、不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将

吴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图谱的坐标系中，重新审视吴文化的

内涵，会发现其中尚 德 向 善、务 实 进 取、灵 动 智 慧、开 放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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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义利兼顾、顺应时 势、刚 柔 相 济 等 特 质，不 仅 在 中 国 的

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世界大文

化格局中也将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一个地区得以持续繁荣发展，背后必定有文化作为内

在支撑。吴地之所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能够最先

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理念，能够成为科技人才高

地和外向型经济的集 聚 区，这 一 切 都 与 吴 文 化 刚 柔 相 济、

开放包容的特质有 极 大 关 系。在 当 前 金 融 危 机 的 严 峻 形

势下，兼具王者大气、不断包容纳善的吴文化，正成为该区

域支撑新一轮经济体崛起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如果将从古至今、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图谱作

为一个整体加以考 察，便 会 发 现，吴 地 文 化“在 许 多 方 面，

诸如张扬人性、重视工商、敬业、精致、特别是不激不扬，适

意人生，在建立以人为本、积极、健康、闲适、高雅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态度 方 面，在 现 代 化、后 现 代 化 建 设 中，值 得 挖

掘、肯定、继承、发扬的内容很多”［２］。只有拓展研究视野，

从文化的传承的角度和不断创新的意义上去解读吴文化，

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吴文化的人文传统与现代价值。“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吴文 化 面 对 外 来 文 化 的 多 次 冲 击，表 现

出适时顺变的开放功 能，积 极 吸 收、融 摄 外 来 文 化 的 先 进

成分，不断丰满、充实、改 造 自 身，从 而 使 自 己 达 到 更 高 的

境界。近代以来，吴文化 又 积 极 融 摄 异 域 文 化，创 造 出 新

的辉煌，表现出强劲 的 生 命 活 力。因 此，吴 地 成 为 中 外 文

化交流的桥头堡，吴文化最先迈开奔向近代化的步伐决不

是偶然的。”［３］

　　二、吴文化研究的历史轨迹与阶段特点

吴文化的发展历史悠 久、源 远 流 长，对 吴 文 化 的 研 究

从来没有间断过，但也 从 未 像 今 天 这 样 得 到 重 视，对 吴 文

化的研究是伴随着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吴文化“从边缘

走向中心”的过程而 不 断 深 入 的。从 纵 的 历 史 线 索 看，对

吴文化的研究大致经 历 了 从 古 典 文 献 积 淀→考 古 发 掘→
史实考据→吴地艺术 搜 集 整 理（田 野 调 查）→实 学 研 究→
文化内涵价值（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解读等几个阶段，走

出了“从外而内”、“从重实物考古到重精神内涵”、“从重学

理到重社会实际”的一条鲜明的研究轨迹。

（一）从春秋到明清时期的文献积淀

从春秋到明清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吴文化积淀

了大量有价值的、堪称经典的历史文献。这些古代经典文

献是吴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后世学者诸多观点提出

的历史依据。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两代，在长达两千多

年的历史演进中，积 淀 了 大 量 的 历 史 文 献，如《尚 书》、《春

秋左传》、《论 语》、《国 语》、《战 国 策》、《荀 子》、《韩 非 子》、

《孙子兵法》、《吕氏春秋》、《说苑》、《论衡》、《淮南子》等，其

中以西汉司马迁的《史 记》为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文 献。这 些 历

史文献程度不一地涉及到吴地、吴国的文化。《史记》中的

《吴太伯世家》可谓最早的一部吴国简史，富含大量珍贵信

息。散见于其他各书的有关吴文化内容，也是吴文化研究

初期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对吴文化早期特性的认识，如至

德、诚信、利义、尚武等，都源于这些资料。如《史记》的《周

本纪》、《吴太伯世家》、《伍 子 胥 列 传》、《货 殖 列 传》等 记 载

了大量关于古吴国的文化信息。吴的“德治”传统，古公亶

父的“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民皆

歌乐之，颂其德”，泰伯、仲雍“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

让季历”的和谐让王过程，季子挂剑兑现心诺的故事，伍子

胥自楚奔吴后的行 径，范 蠡“三 迁 皆 有 荣 名”的 事 迹，以 及

后来被研究者反复引 用 的 孔 子 评 价“太 伯 可 谓 至 德 也 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均为吴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

料。除《史记》中蕴含了丰富的吴文化史料资源外，初期研

究还包括了对其他诸 多 文 献 典 籍 的 梳 理 和 星 星 点 点 的 发

掘。如《吕氏春秋》的《上德》中关于阖闾的记载，《论衡》中

关于太伯“入 吴 采 药，断 发 文 身，以 随 吴 俗”，将 吴 地 融 入

“礼义之邦”的记载；《国语·楚语》中对阖闾“口不贪嘉味，

耳不乐逸声，目不淫 于 色，身 不 怀 于 安，朝 夕 勤 志，卹 民 之

羸”的赞扬等等。

强吴最终被 弱 越 所 灭，对 这 一 震 惊 世 人 的 历 史 大 事

件，诸多典籍对其原因 进 行 了 探 究，这 些 也 成 为 后 来 研 究

者的重要论据。如《荀 子》“吴 有 伍 子 胥 而 不 能 用，国 至 于

亡，倍道、失贤也”的 评 语；《吕 氏 春 秋》“身 死 国 亡，在 于 不

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所，

故吴为丘墟”的 分 析，以 及《战 国 策》“吴 王 夫 差 无 适 于 天

下，轻诸侯，凌齐晋，遂 于 杀 身 亡 国”，《韩 非 子》的“夫 差 智

太宰嚭而愚 子 胥，故 灭 于 越”，“吴 王 诛 子 胥，而 越 勾 践 成

霸”，《说苑》“吴 王 夫 差 好 战 而 亡”的 指 陈，以 及《淮 南 子》

“吴王夫差，地方二千 里，带 甲 七 十 万……其 后 骄 溢 纵 欲，

拒谏喜谀，挠悍遂过，不可正喻，大臣怨怼，百性不附”等评

议，大都精辟指出吴国灭亡的教训，提出治国者应防骄奢、

拒阿谀，用贤才、纳忠谏，惜民力、得民心，这些评语触及了

吴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对 后 来 的 研 究 者 有 重 要 启 示 意 义。

可以说，这些典籍既是 史 实 的 记 录，也 已 经 有 了 作 者 对 历

史的基本道德判断，可 以 称 之 为 最 初 的 吴 文 化 研 究，他 们

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学者。

汉代以后，历朝历代的地方志书，包括私人著作、官方

编纂以及稗官野史，也为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和素材。吴地素称“人文荟萃之地”，俊彦辈出，典藏丰富。

自六朝以后，民风基 本 完 成 了 从“尚 武”到“崇 文”的 转 变，

方志笔记数量日多，不乏精品。其中不仅记述了丰富翔实

的吴文化资料，也有相应的考证、分类、点评等研究。较著

名的如汉代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晋

代周处的《阳羡风 土 记》，唐 代 陆 广 微 的《吴 地 记》，宋 代 范

成大的《吴郡志》、朱 长 文 的《吴 郡 图 经 续 记》，元 代 王 仁 辅

的《无锡县志》等。史学家对《越绝书》的权威性十分肯定，

被视为我国地方志 之 鼻 祖。它 不 仅 全 面 记 述 了 吴 越 地 区

地理环境、农业、气象、畜牧、水产、交通、手工业等状况，还

提出了“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等具

有评判价值的观点。《吴越春秋》则是一部纪传体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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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记述了吴越 争 霸 情 况，内 容 多 取 自《越 绝 书》，又 加

以充实丰富，揉入佚闻传说，是历史演义的滥觞，正因此既

有史料价值，也有文 学 价 值。一 些 细 节 的 铺 陈，为 后 来 的

吴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清时期更有大量府、州、县 志 编 纂 刊 印，如《苏 州 府

志》、《常州府志》、《太 仓 州 志》、《江 阴 县 志》、《宜 兴 县 志》、

《昆山县志》、《无锡 金 匮 县 志》、《常 熟 县 志》、《长 洲 县 志》、

《昆山新阳合志》等官方文本，另有诸如《泰伯梅里志》、《东

林书院志》、《寒山寺志》等局部方志，都是吴文化研究的重

要凭据。此外，吴地文人整理的文献著述，如徐崧、张大纯

的《百城烟水》，金友理的《太湖备考》，袁景澜的《吴郡岁华

纪丽》，姚承绪的《吴 趋 访 古 录》，顾 震 涛 的《吴 门 表 隐》等，

从不同角度层面较全 面 地 记 述 了 吴 地 的 历 史 沿 革、人 物、

经济、艺文、地理、古迹、风 俗 等，可 称 为 一 方 区 域 的“百 科

全书”，这些都可归入早期吴文化研究的成果，一些记述不

乏“画龙点睛”之笔，其精彩观点很受后辈研究者的重视。

（二）民国时期的吴文化调查和研究

民国时期，西风东渐，西 方 学 术 思 潮 和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界，吴文化的研究也由此步入了新

的历程。如果说，古人的 文 献 主 要 侧 重 在“记 述”，民 国 时

期则全然有了“研 究”的 意 味。这 一 时 期 对 吴 文 化 的 研 究

主要集中在３０年代蔡元培麾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对吴

越文化的调查研究，以 顾 颉 刚 为 代 表 的 对“吴 歌”的 采 集、

整理和研究，以及费孝通对吴地农村社会文化的实地考察

研究。

“吴越史地研究会”的 学 术 活 动，主 要 基 于１９２０年 南

京栖霞山张家库发掘 六 朝 墓 葬 时 无 意 中 发 现 了 新 石 器 时

代遗址，出土有石器、印 纹 陶 片，由 此“疑 到 吴 越 在 上 古 自

有其独立之文化”。这是吴地“区域性文化”意识的初次觉

醒。此 后，又 相 继 在 常 州 淹 城、上 海 金 山 戚 家 墩、苏 州 石

湖、浙江平湖乍浦、杭州 古 荡 等 地 发 现 了 大 批 的 印 纹 陶 和

石器，特别是苏州越城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引

起了国内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史学界先贤卫聚贤、慎微之

等认定这是吴越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而打破了

“江浙古 无 文 化”的 旧 论。１９３６年２月，吴 稚 晖、叶 玉 甫、

丁仲祐等在上海商谈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嗣后，南京

的张乃骥、陈志良，杭州的董聿茂、陈万里分别在当地开会

研讨，会员达数百人。１９３６年８月，“吴 越 史 地 研 究 会”在

上海宣告成立，到会代表６０多人，推选蔡元培任研究会主

席，卫聚贤任总干事。研 究 会 简 章 明 确 规 定“本 会 以 研 究

吴越（暂以江苏浙江 两 省 为 限）史 地 为 宗 旨”，由 此 开 创 了

对吴越文化的近代 意 义 上 的 科 学 研 究。在 吴 文 化 研 究 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 从 单 纯 的 历 史 文 献 记 述 和 研 究，

走向与考古调查和发掘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以新的科学思

维和研究方法，开启了自由学术争论之先河。

研究会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大量新

石器时代的物证，结合 文 献 研 究，发 表 了 一 批 吴 越 文 化 的

研究论文，如卫聚贤的《中 国 古 文 化 由 东 南 传 播 于 黄 河 流

域》、《太伯之封在西吴》、《吴越民族》，吕思勉的《南强篇》、

《越之姓》、《与 卫 聚 贤 论 吴 越 文 化 书》，何 天 行 的《仲 雍 之

国》，陆树楠的《吴越 民 族 文 身 谈》，慎 微 之 的《湖 州 钱 山 漾

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刘之远的《石器的形成与

地层之探讨》，以及日本学者苏铁的《吴越文化之探查》、松

本信广的《吴越史地研究会两种报告之批评》等。陈志良、

金祖同还先后出版 了 专 著《奄 城 访 古 记》、《金 山 访 古 记》。

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有 力 推 动 了 吴 文 化 研 究 的 深 入，学

者之间还就一些问题 如 对 泰 伯 奔 吴 的 驻 足 点 在 哪 里 等 进

行了争论，吴文化研究呈现出自由论辩之风。

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吴歌”的采集和研究。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影响下，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民间文艺的关注。

吴歌是流传久 远 的 吴 地 民 间 歌 谣，早 在 战 国 时 期 已 有“吴

吟”，至南朝时形成了以《子夜歌》、《读曲歌》、《懊侬歌》、《华

山畿》等为代表的《吴声歌曲》。明代以降，吴歌在城乡传播

流行蔚为大观，苏州名士冯梦龙搜集辑成《山歌》就有１０卷

（约３００首）。早在１９１３年，鲁迅曾率先提出加强民歌研究

的观点，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他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

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

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１９１８年北大成立了

“歌谣研究会”，在校长蔡元培支持下，研究会取得了一系列

可喜收获。１９１９年８月，江阴学者刘复编成《江阴船歌》，苏

州学者顾颉刚也在叶圣陶、潘介泉、蒋仲川、郭绍虞等支持

下，搜集苏锡一带吴歌３００余首，精选１５０首编成《吴 歌 甲

集》（１９２６年出版），胡适为其作序称：“颉刚收集之功，校注

之勤，我们都很敬服……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

学史开一新纪元了。”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间，王翼之、王君纲、王

煦华等搜集编辑出版了《吴歌》（６卷）。１９２９年李白英编撰

出版了《江南民间情歌集》，１９３３年黄洁心编撰出版了《湖州

歌谣》，另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出版的《江苏歌谣集》（５卷，

其中很大部分是吴歌），由此引起了文化界广泛关注。１９３６
年顾颉刚完成了首部吴歌研究的学术著作《吴歌小史》，对

吴歌的起源、发展、特色、价值作了精辟论述。书中还收录

了顾颉刚的《苏州的歌谣》、《苏州近代乐歌》，容肇祖的《说

山歌的起源》，李 素 英 的《吴 歌 的 特 质》，重 九 的《苏 州 的 唱

本》，胡适的《论山歌的信》，以及郑振铎、钱南扬、周作人的

《山歌跋》等文，对吴歌作了多向度的探究。值得一提的是，

《吴歌》（甲集）中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等人

的序文，附有顾颉刚《写歌杂记》、魏建功《吴歌声韵类》、钱

玄同《苏州注音字母草案》等研究文章，“用精密的方法整理

出苏州方音的声韵的部类，在方言的研究上开了一个新纪

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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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近代，吴地社会 经 济 文 化 逐 渐 发 生 重 大 转 型，吴

文化研究开始呈现 出 与 社 会 现 实 紧 密 联 系 的 新 取 向。年

轻学者费孝通在“当 时 社 会 新 事 物 的 启 迪”下，１９３６年 回

到家乡吴江县庙 港 乡 开 弦 弓 村 进 行 社 会 调 查，并 于１９３８
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 文《开 弦 弓，一 个 中 国 农 村 的 经 济 生

活》（１９３９年 以《中 国 农 民 的 生 活》为 书 名 在 英 国 伦 敦 出

版）。伦敦大学教授马 林 诺 斯 基 在 序 中 赞 扬 它 是“人 类 学

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意识地

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

影响下的变迁”。该书 在 西 方 多 次 重 印，但 遗 憾 的 是 在 国

内直至１９８６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名为《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 生 活》。该 书 通 过 对 吴 地 乡 村 典 型 个 案 的 解

剖，较全面反映了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苏 南 农 村 的 社 会 情 况，

包括家庭结构、经济生活、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社交礼仪、

民间风俗等，可视为一部广义上的近代农村吴文化研究之

作。这种以家庭为基点，采用咨询估算、抽样观察、典型实

例、定量分析，以及记述与考证、评论相结合等方法的灵活

运用，对开启吴文化的实证科学研究具有深远意义。可以

说，民国时期是吴文化 研 究 具 有 承 前 启 后 的 性 质，这 些 成

果的取得，使吴文化研究登上了近代科学的学术文坛。

（三）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时期的吴文化研究

１９４９年 新 中 国 的 建 立，使 吴 文 化 研 究 步 入 了 新 的 历

史时期。这一时期吴文化的研究受到社会诸多因素影响，

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 打 上 了 鲜 明 的 时 代 烙 印，强 调 马 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二

是研究领域比较局限，主要体现在考古发掘和民歌民谣两

个向度。１９５４年丹徒县烟墩山出土 了“宜 侯 矢 簋”等 一 批

青铜器、原始青瓷器，郭 沫 若、唐 兰、陈 梦 家 等 都 参 与 了 考

证研究，由此也揭开 了 吴 文 化 研 究 的 新 的 一 页。此 后，仪

征破山口、宁镇地区又 出 土 了 成 批 西 周 时 期 的 吴 文 物，太

湖地区发现了５０余处 原 始 文 化 遗 址，为 吴 文 化 研 究 提 供

了先吴时期的地理概貌 和 文 化 特 征。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南 京

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和尹焕章发表了《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

个问题》论文，对吴文化的缘起与特征作了较系统的论述。

１９５２年，苏南文联曾组织大 规 模 吴 歌 采 风 活 动，收 集

民间歌谣、乐曲达二 千 多 首。除 了 传 统 吴 歌 外，内 容 还 涉

及一些反映阶级剥削、反 抗 斗 争 等 社 会 政 治 方 面 内 容，奉

贤一带的长篇叙事吴歌《白杨村山歌》就是当时代表之作。

１９５３年江苏人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钱 静 人 著《江 苏 南 部 歌 谣

简论》，是建国后第一 部 明 确 以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为 指 导 的

吴歌研究论著。进入６０年代后，受到极左思潮影响，尤其

是十年“文革”期间，政治挂帅，专家受抑，吴文化的研究基

本处于停滞状态。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吴文化研究

进入拨乱反正、改革 开 放 的 新 时 期 以 后，随 着 吴 地 社

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复 兴，吴 文 化 研 究 也 呈 现 出 空 前 活 跃、

欣欣向荣的气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吴文化研究学术队伍的建立。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后，文 化 复 兴 全 面 展 开。１９８０年９月 江 苏 省 考

古学会成立，１９８３年５月江 苏 省 吴 文 化 研 究 会 成 立（１９９０
年更名为省吴文化学 会），此 后 苏 南 各 市 也 陆 续 成 立 了 吴

文化研究会。此外，研 究 机 构 和 高 校 研 究 平 台 次 第 建 立，

如江苏省社科院的吴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的吴文化国

际研究中心，苏州职业 大 学 的 吴 文 化 研 究 所，江 南 大 学 的

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常 熟 理 工 学 院 的 吴 文 化 研 究 室 等，这

些平台上聚集起一批吴文化研究学者。同时，民间吴学热

也逐渐兴起，１９９０年初无锡堰桥“吴 文 化 公 园”揭 幕，该 园

在展示吴地民俗风情、文化特色的同时，成立了“吴学研究

所”，吸纳 了 许 多 研 究 人 员，编 撰 出 版 了《吴 文 化 知 识 丛

书》①等多部吴文化读物。

其二，考古发掘研究继续深入。吴文化研究学术组织

建立后，在几个向度取 得 了 有 效 成 果：一 是 考 古 工 作 取 得

了一系列重大成果［４］。如 对 旧 石 器 时 代 的 句 容 放 牛 山 和

金坛和尚墩的遗址发掘，厘清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从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文化序列。

宜兴骆驼墩、西溪、江阴祁头山、溧阳神墩等遗址的发掘则

对“骆驼墩文化类型”进行了确认。武进乌墩、常州新岗遗

址的大型墓葬发掘，将太湖地区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

提前到崧泽文化时期。昆 山 赵 陵 山、武 进 寺 墩、江 阴 高 城

墩、无锡邱承墩等良渚时期的贵族墓出土了玉琮、玉璧、玉

钺等大量礼器，使“良渚文化”的“中国文明曙光”之说得到

印证。在苏州草鞋山、昆山绰墩等遗址中发现了距今六七

千年的马家浜时期的水稻种植技术和炭化稻米，对探讨我

国稻作农业起源具 有 重 要 价 值。江 宁 点 将 台、句 容 城 山、

丹徒团山等遗址发掘，构建了宁镇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

学文化序列：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吴文化。通过考古

发掘，还基本确认了距 今３５００年 的 江 阴 佘 城 乃 商 周 时 期

江南第一古城；常州淹城遗址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城堡；常锡交界处的闾江阖闾城遗址可能为春秋晚期吴王

阖闾的都城。丹徒大港至谏壁一带的大型墓葬，从发掘出

的随葬青铜器看可 能 为 春 秋 时 期 的 吴 王 陵 墓。苏 州 大 真

山春秋墓、无锡鸿山战 国 墓 等 越 国 贵 族 墓 的 发 掘，都 成 为

吴越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

其三，实地考察调研活动频繁。实地考察调研是第一

手研究资料获取的重 要 渠 道，也 是 开 展 研 究 的 重 要 基 础。

１９８３年以来，江浙一代的各类研 究 学 会，组 织 了 大 量 的 遗

址考察活动，如省吴文 化 研 究 会 组 织 的 对 常 州 淹 城、无 锡

阖闾城遗址、吴县五峰山、借民山石室土墩墓的实地考察，

镇江博物馆与华东师 大 采 用 远 红 外 遥 感 摄 影 技 术 的 大 面

积考古探查。梅村、鸿山等镇也邀请专家就“古梅里遗址”

问题举办过考察研讨活动。同时，作为吴文化研究构成部

分的吴地民俗研究也颇有进展，如南京博物院长期跟踪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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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胜浦进行系统民俗调查，对吴地服饰、婚丧、民居、节庆、

信仰等民俗持续多年 跟 踪 考 察，完 成 了 一 系 列 调 查 报 告。

江苏省民间文艺协会 与 南 京 大 学 联 合 进 行 大 运 河 沿 岸 采

风活动，采集民间故事７００余 篇；无 锡 市 民 间 文 学 协 会 也

曾组织“古运河文化考察”活动，对运河无锡段沿岸的乡镇

民俗流变、民间艺人传 承 等 作 了 调 查 研 究，征 集 吴 地 民 间

歌谣与工艺。

随着 文 艺 的 勃 兴 对 吴 地 艺 术 的 研 究 也 盛 况 空 前。

１９８５年以来，江浙沪两省一市民间艺 术 工 作 者 筹 建 了“吴

歌学会”，对《五姑娘》、《白 蛇 传》、《孟 姜 女》、《梁 山 伯 与 祝

英台》等代表作品多次进行研讨，并邀请常熟著名民歌手、

故事家陆瑞英到会表 演 并 讲 述 艺 术 传 承 情 况。２００４年６
月，第２８届世界文化 遗 产 大 会 在 苏 州 召 开，先 后 推 出《吴

歌遗产 集 粹》、《中 国 吴 歌 论 坛》、《中 国 白 茆 山 歌 集》（常

熟）、《中国芦墟山歌集》（吴江）等一批研究成果。

其四，成果丰 富，蔚 为 大 观。１９８８年 江 苏 省 吴 文 化 研

究会将研究会议论文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吴文化研究

论文集》（中山大学出 版 社，１９８８），是 为 新 时 期 吴 文 化 研 究

最早的成果结集。进入９０年代后，吴文化研究成果日多，

至２００５年之前，主要有《江南风俗》（刘克宗、孙仪主 编，江

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吴派绘画研究》（周积寅著，江苏 美

术出版社，１９９１）、《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

化的轨迹》（茅家琦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吴语 概

说》（颜 逸 明 著，华 东 师 大 出 版 社，１９９４），《近 代 江 南 农 村》

（段本 洛、单 强 著，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历 史 的 回

声———吴地古代 妇 女 研 究》（杨 晓 东 著，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１９９４）、《吴文化知识丛书》（３６册，高燮初主编，南京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吴文化史丛》（２册，王友三主编，江苏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吴国王室玉器》（姚德勤、龚金元编，上

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６）、《吴越文化———中国的灵秀与江

南水乡》（梁白泉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９７）、

《东方博物》（曹锦炎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明清时

期江南城市 史 研 究：以 苏 州 为 中 心》（王 卫 平 著，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 晚 期 常 州 今 文

学派的研究》（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 版 社，１９９８）、

《勾吴史集》（张永初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明清

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王国平、唐力行编，苏州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江苏地方文献丛书》（薛正兴主编，江苏古籍 出

版社，１９９９）、《常州文物精华》（常州市博物馆编，文物出 版

社，１９９８）、《东方文明之韵》（徐湖平、肖 梦 龙、谷 建 祥 编，岭

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春秋史》（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六朝文化》（许辉、邱 敏、胡 阿 祥 主 编，江

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吴国史》（戈春源、叶文宪著，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１）、《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吴恩培著，东南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２）、《吴歌遗产集粹》（高福民、金煦编，上海文艺出

版社，２００３）、《吴 中 小 志 丛 刊》（陈 其 弟 点 校，广 陵 书 社，

２００４）、《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毛颖、张敏著，湖北教 育

出版社，２００５）、《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王卫平著，群 言

出版社，２００５）、《中国吴歌论坛》（高福民、金煦编，古吴轩出

版社，２００５）、《苏州文献丛抄初编》（王稼句点校、编纂，古吴

轩出版社，２００５）、《吴地文化通史》（高燮初、唐茂松编，中国

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吴文化概论》（吴恩培著，东南大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６）《苏州传统礼仪节令》（蔡利民、高福明编，古 吴

轩出版社，２００６），《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蔡丰明主

编，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６）。此外，各城各地还有一批数目可观

的当地人物传记、史实钩沉类的著述出版。

从上述成果看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内容主题比较自

由分散，研究 者 各 自 为 阵，因 为 角 度 立 场 不 同 而“自 说 自

话”、“众说纷纭”；二 是 从 研 究 向 度 看，与 社 会 政 治 经 济 的

结合度不高，虽有部分 成 果 比 较 关 注 社 会 现 实，但 大 多 研

究者主要侧重历史资源的整理发掘，尚未与社会发展有实

质性对接；三是对吴文 化 本 身 的 研 究，还 大 多 停 留 在 古 籍

挖掘、考古物证、历史疑点探究等方面，对吴文化精神内涵

以及吴文化对当下社会发展的价值方面尚未有系统性、开

创性成果。

（五）２００６年以来的吴文化研究

２００６年，是吴文化研究史上 的 重 要 转 折 点，其 标 志 是

“吴文化国际研讨会”的 举 办。２００６年４月，无 锡 市 政 府、

中国社科院、江苏省社 科 院 联 合 举 办 了 首 届“吴 文 化 国 际

研讨会”，本来这是嵌在“吴文化节”系列活动中的子项目，

但因迄今已连 续 举 办 七 年，人 气 旺 盛，专 家 云 集，新 论 频

出，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吴文化研讨

的蓬勃展开，也促进了 吴 文 化 研 究 的 持 续 深 入，对 吴 文 化

在大众文化层面的传播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连续 七 届 吴 文 化 国 际 研 讨 会 共 收 到

海内外研究论文近９００篇，经筛选编撰，分别出版了《吴文

化研究新论》（中国 文 史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吴 文 化 与 和 谐 文

化》、《吴文化与工商文化》、《吴文化与创新文化》、《吴文化

与现代化》、《吴文化与区域发展》、《吴文化与软实力》①等

七部厚重的论文结集。在此基础上，组委会还组织了苏锡

常宁等地高校学者，耗 时 一 年 完 成 了 近５０万 字 的 学 术 专

著《吴文化纵论》②的撰写，该著述集多年吴文化研究之大

成，视域宏阔，构架科 学，材 料 翔 实，格 调 大 气，文 风 严 谨，

摒弃偏颇，拒绝狭隘，言 之 有 据，无 论 涉 猎 广 度、还 是 理 论

深度，都超越了此前的同类著作。梳理最近七年来的吴文

化研究，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１）吴文化 研 究 呈 现 出 系 统 性、规 模 化、常 规 化 的 态

势。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一年 一 度 的“吴 文 化 国 际 研 讨 会”已

成为国内外吴文化研究的重要平台，使吴文化研究不再是

流散的、个人兴趣驱使 下 的 学 术 研 究，而 有 了 一 个 集 中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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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后６册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为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先后出版。
《吴文化纵论》，２０１１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布、交流、研讨、争论的场所，学术力量、研究深度和学科影

响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学者专家有了交流讨论的平台，学

术研究成果也有了集 中 发 表、出 版 的 机 会，各 板 块 文 化 之

间的互动也有所加强，加 上 江 南 地 域 的 特 殊 吸 引 力，使 得

这一研究平台颇具凝聚力、号召力，保证了与会者层次、研

讨规格的不断提高。

（２）从资料发掘、考古实证走向对内涵价值的探讨，是

近年吴文化研究的 一 个 鲜 明 趋 向。近 年 来 的 吴 文 化 研 究

逐渐超越了狭义的吴 文 化 框 架，进 入 了 更 为 深 广 的 层 面。

由于文化学者的介入，吴文化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实证性研

究转向对吴文化内涵、特 质 以 及 历 史 价 值、当 代 价 值 的 探

究。这一取向使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互渗互动，也使

拘囿学术层面的研究开始更多直面现实、服务社会。如作

为阶段性成 果 的《吴 文 化 纵 论》，就 摒 弃 了 就 吴 说 吴 的 局

限，而是站在大文化的 层 面 检 视 吴 文 化，系 统 地 对 吴 文 化

进行梳理和解读，重在 挖 掘 揭 示 吴 文 化 的 思 想 精 髓，从 而

激活了史实叙述、内 涵 挖 掘 与 当 代 思 考 的 空 间 对 接。《纵

论》只是将典籍史实作为论证依据，重在学术观点的提炼，

并以吴地社会发展的成果作为吴文化历史价值的印证，并

昭示出吴文化的当代意义，以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建立乃至未来社会历史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３）学术研究的当 代 意 义 开 始 彰 显，学 术 开 始 向 社 会

大众回归。上世纪８０年 代 以 来，就 有 学 者 力 图 从 历 史 与

现实的结合上，考察吴 文 化 对 吴 地 社 会 发 展 的 作 用，如 北

京大学田庆余 教 授 带 队 的 运 河 江 南 段 考 察，江 苏 省 社 科

联、科协组织的对首 批 苏 南“亿 元 乡”的 实 地 调 查，以 及 苏

沪社科院专家在吴江县进行的“江村调查”，这些调研已透

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吴文化研究已从资料发掘、考古实

证研究为主开始转 向 与 社 会 现 实 发 生 更 多 的 联 系。近 年

来，吴文化平台上做的 另 一 个 十 分 有 意 义 的 工 作，就 是 将

吴文化学术研究推 向 大 众 文 化 层 面。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完 成

的系列电视片《说吴》，可谓吴文化研究成果在影像平台上

实现跨界传播的尝试。《说吴》（别名《吴韵》）在央视《探索

发现》栏目首播后，两年中在央视各频道滚动播出３０多轮

次，收视率排在文化类节目第七位，赢得了很好社会反响，

并获得第六届国际选片会“十大金奖纪录片”和央视“星花

杯最佳撰稿奖”。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梳理吴文化演变历程

和精神特质的电视文化专题片，在主旨表现、篇章构架、艺

术特色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新尝试，打破了纪录片

“是一群精英做给另 一 群 精 英 看 的”模 式 套 路，深 入 浅 出，

通过影像的方式将学 术 思 考 借 助 现 代 传 播 媒 介 传 递 给 更

多受众，在跨界传播中 实 现 了 文 化 效 益 的 最 大 化，这 种 传

播方式对当今构建文化传播路径无疑是有益的探索，被誉

为“学者与影视人合作的成功案例”［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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