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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序二一彰显吴文化创新品格　推进创新文化建设以开放求通变——吴文化创新问题的断想吴文化的
特质及意义吴文化与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培育创新文化　推动创新实践试论吴文化创新
性形成的历史原凶和具体表现反身而诚　以启新命——略论吴文化的创新问题吴文化创新与经济危机
应对创新是吴文化的生命力吴文化的创新与苏南的发展吴文化与苏南区域文化创新论吴文化的本质特
征吴文化的精神特质吴文化的创新特质吴文化的三种文化创新方式吴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哲学形态浅谈
创新对古代吴文化发展的意义古公亶父的创新精神论吴地农业的创新精神从造船看吴地人民的创新能
力创新与争霸——从吴国青铜剑谈起创新思维：对吴都阖闾城的再认识吴越文化差异及其对当代江浙
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分析论吴越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吴越的冲突与文化交融试论16世纪以来的长三角整
合与文化创新东方文化的精髓，人类智慧的结晶——论先秦吴鲁“三维文化”的创新思维及其现实意
义吴文化发展创新的历史启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的文化特质及现代意义二传承创新　打造文化无锡
吴文化与无锡创新文化略论影响中国的无锡四大传统文化从无锡工商文化看吴文化的近现代创新吴文
化孕育出的无锡人文精神吴文化对无锡经济发展的影响无锡乡镇企业发展历程背后的文化因素探讨—
—吴文化与创新环境吴文化与无锡的创新人才吴文化“灵动智慧”特质与吴地人才的群体特色弘扬泰
伯精神　造就吴地新人唐宋之际吴地学校教育的创新发展江苏吴地历代官学、书院的繁荣及教育创新
⋯⋯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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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认为，开放、通变，这既是吴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彰显出来的两个基本特点，也是当
代吴文化继续扩大其影响的两个基本动力。　　吴文化无疑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其开放，既是对中华
而言，也是对世界而言。我们知道，周太王长子泰伯与其弟仲雍东迁，为整个吴地（环太湖流域）的
开发打下了基础，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在太湖流域得到了继承、融
合和发展；东晋和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大量中原民众南迁，吴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不但成
为了经济中心，其文化生产也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文学而论.人们通常说“
六朝骈俪”，其实骈文的鼎盛，是在齐、梁、陈三朝，连著名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也采用骈体，
骈体正是中华古代文学中的重要“角色”。至于在中华文化史上也产生过莫大影响的“选学”，则始
于《昭明文选》，南朝（尤其是吴地一带）正是“选学”的渊源之地。还有齐代出现的“永明体”诗
歌，它直接影响到唐代近体诗的大盛特盛.从而成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南朝的宗教文化也曾在中华宗教
（主要是佛教）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引领者”，在后代诗文中，“齐梁”成为古刹的代称，“萧寺
”成为佛寺的代称，而就佛教信徒的重大习俗来说，汉族中无论是寺院僧人，还是社会信徒，长期的
和定期的吃素制度和习惯正是在梁武帝时期开始的。以上所说，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今天我们
从中原文化与吴文化的融合，关连到吴地成为中华文化的策源地之一来考察，也无疑有着再认识的重
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总是摸索着做一点文学史研究工作。就我所知。文学史研究界有一个基本
共识，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成果都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
代的北朝。这时的文学强调情性，重视审美价值的创造，艺术技巧的积累，创作理论的探索等等，都
是其重要特点。近三十年来.有一些文学史研究者还不断欢呼这一时期文学的“本体回归”。而作家思
想和生活面的狭窄，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轻视，又造成了这一时代文学的主要缺陷。从隋代开始，一直
到近代，人们对南朝文学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如果我们从吴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那么，南朝文学
的基本特点（优点和弱点）实也关连到当时中原文化与吴文化的融合，关连到吴地成为中华文化的策
源地这一具体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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