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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特色文化》

前言

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符号已成为民族灵魂的象征和意义特殊的财富，它以生活的体悟、睿智的创造和
艺术的表达，展现着人类在开拓进取与文明发展中的永不停息的执着探求。文化就类型而言，包括物
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和语言文化等基本范畴；而就其内在结构而言，文化则又包括文化成果
、文化过程和文化精神等主要层面。文化的丰富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世界多元发展的历史和人
类思维与创造的活跃。“特色文化”作为与“一般文化”相对应的类型概念，主要是指具有民族性或
地方性的特殊文化成果或文化现象，它是在比较的视野下所产生的理性判断，“非同一般”为其存在
的基本条件。关于“特色文化”，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概括：所谓“特色文化”，系指类型独特，民族
或区域特征明显，传承甚少或濒于灭绝，价值极高或内蕴浓厚的各种文化形态。它既包括有形的可触
可感的物质文化，也包括无形的以口头、技艺、信仰等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作为建立在类比之上的
一个相对概念，它以“唯一”、“珍稀”或“他者莫及”为其判断的首要前提。“特色文化”包容着
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因素，综合着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体系，交错着不同的时空坐标，集合着
林林总总的文化形态。关于“特色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创造主体的
广泛性。“特色文化”的创造主体可以是上层雅士，也可以是下层庶民，没有官方与民间的分野，也
没有民族、阶级的区分。其二，创造时间的开放性。“特色文化”的认定虽以历史传承为重点，但没
有固定的时间坐标，不论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均以现存为基础，以独特为标准。其三，创造空
间的可靠性。空间是地域的重要标志，“特色文化”项目一般应有明确的地理位置或可靠的产地。存
在空间模糊的和各处皆有的文化形态，均难以成为地域的优势资源。其四，存在形态的丰富性。“特
色文化”不是单指某一形态的文化样式，而是涉及物质、精神、社会、语言等诸多范畴，包括物态、
心态、动态、语态的广阔领域。其五，文化价值的客观性。“特色文化”的“唯一”、“珍稀”、“
他者莫及”等判断，不是杜撰的，它有赖于客观的实证材料，并且受到其他地区的公认。江苏的特色
文化面广量大，丰厚精深，是江苏的文化财富和文化传统，也是当今文化建设的特殊资本。为留住民
族的与区域的文化记忆，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城市化的背景下，守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传承、保
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的共同责任。为此，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文
联、江苏省文化厅的领导和支持下，从2002年起在全省各市、县广泛发动，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历时
三年的“江苏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普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6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江
苏特色文化丛书》的市卷本，标志着普查任务在各市已圆满完成。这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江苏特色
文化》，是作为特色文化的省卷本编纂、出版的，它以《江苏特色文化丛书》为基础，经遴选、修改
、补充而成。全书共分七编，即名城文化、古镇老街、名人胜迹、民俗风情、工艺美术、表演艺术和
口传文学，虽然栏目和条目尚未穷尽江苏特色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它基本能从“特”的角度反映出江
苏文化强省的风采。《江苏特色文化》是一部江苏文化历史的形象读本，也是江苏地域风情的生动展
示，它能让人们缘此而进入江苏的奇妙天地，并深切感受到这是一方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希望热土
。2008年10月5日于金陵望山楼 (作者：中国民协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民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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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特色文化》

内容概要

《江苏特色文化》内容简介:这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江苏特色文化》，是作为特色文化的省卷本编纂
、出版的，它以《江苏特色文化丛书》为基础，经遴选、修改、补充而成。全书共分七编，即名城文
化、古镇老街、名人胜迹、民俗风情、工艺美术、表演艺术和口传文学，虽然栏目和条目尚未穷尽江
苏特色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它基本能从“特”的角度反映出江苏文化强省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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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道第三段呈东北往西南走向，它以一座石造龙风门(棂星门)为开端，现存石柱础六个和砷石八块，
石础侧面浮雕花草纹，砷石两侧浮雕云纹。这段神道的尽处是第二道御河桥。第三道御河桥位于方城
之前，石造单券拱桥。孝陵陵宫的大门共有五座门道。中间正门三孔作券顶，两侧掖门各一，作平顶
。正门顶部结构为单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门之东西两边接有陵宫围墙，墙身红色，上覆琉璃
瓦。享殿前门是陵宫内第二进建筑的门庭。殿内陈列清代石碑五通，中部三通，后部左、右各一通。
中部正中一通是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所立，上刻“治隆唐宋”四字，右上方刻“康熙岁次己卯
四月望日敬书”十二字。中部左、右二通刻有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谒明孝陵时的题诗。殿后两
碑的东侧一通正面刻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玄烨谒明孝陵纪事，背面刻两江总督王新命等官员题名；
西面一通正面刻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烨谒明孝陵纪事，北面刻两江总督陶岱等官员题名。这些碑
刻反映了清代皇帝对前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尊重和对明孝陵的保护。孝陵享殿一称“孝陵殿”，是陵
宫内最重要的祭享殿堂，于清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现在殿基上保存着56个硕大的石柱础，推断
当年孝陵享殿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上覆黄色琉璃瓦顶的巨大重檐庑殿式建筑。现有建筑初建于清
同治四年(1865)，重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规模已大为缩小。方城与明楼都是明孝陵首创的建筑形
式。方城位于宝顶前，用大条石砌成，平面作长方形。下部为石造须弥座，束腰部分饰绶带纹和方胜
纹等。方城东、西两侧建影壁，作“八”字形。影壁为砖砌，下部为须弥座式，须弥座束腰部及壁面
四角饰砖雕花卉，有石榴、万年青、牡丹等，风格规范、精细、活泼，被视为中国明代前期砖雕艺术
的代表作。方城正中有一洞券门，门内是通向宝顶的圆拱形纵向隧道，隧道深邃，两壁作须弥座结构
，入门自下而上建有54级台阶，其设计别出心裁，充满神秘色彩。出隧道北口即为方城与宝顶之间的
“夹城”，东、西两面皆有登上方城顶部明楼的台阶。明楼建造在方城顶部，南面开三座拱门，东、
西、北三面各设一座拱门，方砖墁地，建筑顶部已在清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现明楼四壁砖墙尚
存。宝顶位于方城北面，是一个直径达325米至400米、高约70米的圆形大土丘。原是钟山南麓的一座
小山，称独龙阜，朱元璋选做宝顶后，又对其做人工修整和填补，愈显高大雄伟，体形圆润，气势不
凡。宝顶下部即为朱元璋与马皇后的玄宫所在。2003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
七届会议将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明东陵另
一座明王陵为明东陵。明东陵是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的陵寝。洪武二十五年(1391)四月，朱标不幸
谢世，终年三十八岁。朱元璋老年失子，也失去了一位经精心培养多年的皇位接班人，因此极其痛心
，令将太子衬葬孝陵之左，史称“东陵”。经考古调查发现，东陵寝园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六十
米处，与孝陵毗邻，北依山地，南临一片平岗，孝陵御河即从陵园东侧流过，即孝陵与东陵位于同一
陵域内。寝园坐北朝南，所有建筑呈中轴对称布置，第一进院落包括寝园大门、享殿前门以及环绕两
侧的弧形园墙；第二进院落的中心建筑即为享殿，东、西、北三面有园墙围护，寝园以北约三百米处
则是隆起的宝顶。享殿前门和享殿均坐落在高台基上。台基四周以城砖加石灰浇浆砌成明台，坚固而
美观。从残存的柱顶石判断，该建筑原面阔三开间，进深两开间，殿前有宽大的月台基址，北面有三
条踏跺及道路通往享殿，其中中间一条道路的下部垫筑以台基，故高起于陵园地面，应为丹墀。享殿
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五开间，进深三开间。根据出土遗物判断，享殿顶覆绿色琉璃瓦和部分黄色琉璃
瓦，室内地铺大方砖。享殿前月台东西两侧原有石阶可供上下。东陵宝城及宝顶尚未勘探，但从寝园
以北断面上观察，明显具有人工填土夯筑的痕迹。经用精密磁测技术勘测，其分布范围南北纵深达三
百多米。2000年9月，中山陵园管理局对明东陵寝园遗址做了科学保护，建成江苏省首座帝王陵遗址博
物馆并对外开放。中山陵中山陵，位于南京紫金山中茅山南麓，背拥青峰，前临平川，东毗灵谷寺，
西临明孝陵。陵墓主体布局呈一警钟形图案，它象征着《总理遗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山
陵的建筑是一个政治、艺术与自然完美结合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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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江苏文化源远流长，丰厚精深，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体现了江苏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伟大的创造。为
了加强对江苏文化特色的研究，从而提升文化的保护意识，我们在先后出版的《江苏特色文化丛书》
各市卷本的基础上，着手编辑出版了《江苏特色文化》一书。本书的编辑出版是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领导的关心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七个篇章分别由陶思炎、金恩渠、曹
永森、康新民、华士明、张丹负责编审工作。本书除组织一些同志承担了相关条目的撰写任务外，《
江苏特色文化丛书》各市卷本的编撰者，有的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有的也直接参与了本书某些
条目的撰写。张建华、王爱国、程万里等同志承担了本书的编务及书中图片的收集工作，特别是金恩
渠同志在本书的后期编审工作中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值此《江苏特色文化》出版之际，对关心并
指导本书编辑出版的领导、《江苏特色文化丛书》各市卷本的编撰者们、受邀参与条目撰写的各位同
志，以及为本书提供图片、文字的各市文联、民协及其文艺工作者们表示感谢。由于江苏的特色文化
极为丰富，而我们掌握的资料又不可能穷尽，加上编辑水平有限，因此本书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
，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批评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再作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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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特色文化》

编辑推荐

《江苏特色文化》编辑推荐：江苏的特色文化面广量大，丰厚精深，是江苏的文化财富和文化传统，
也是当今文化建设的特殊资本。这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江苏特色文化》，是一部江苏文化历史的形
象读本，也是江苏地域风情的生动展示，它能让人们缘此而进入江苏的奇妙天地，并深切感受到这是
一方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希望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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