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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 ，这是说文化的传统 ，

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 ，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有人

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 、智慧 、信仰 、情感和生活的载体 、方式和方法 ，这是将文

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 ，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 、

方式与环境 ，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 ，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

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 ，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 、创造力和

凝聚力之中 。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 ，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 、层次与

类型 ，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 ；中国文化的历久弥

新 ，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 、层次 、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 、解

构 、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

中国土地广袤 、疆域辽阔 ，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等

诸多方面的差异 ，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 ，共同汇聚

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 ，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 。

在这个过程中 ，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 ，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

下 ，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 、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

从区域文化入手 ，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 、系统 、扎实 、有序的

研究 ，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 ，繁荣和丰富当

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 ，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 ，增强文化软实力 ，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 、智

力支持和舆论力量 ；另一方面 ，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研究中国文化 、发展

中国文化 、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今 ，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

重视 ，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

研究工程 ，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

千百年来 ，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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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独特性 ，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

富于创造力的基因 ，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 。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

名的跨湖桥 、河姆渡 、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 ，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

的作为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 ，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

统 ，这深深地融会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 ，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 ，也

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 。从大禹的因势利导 、敬业治

水 ，到勾践的卧薪尝胆 、励精图治 ；从钱氏的保境安民 、纳土归宋 ，到胡则的为

官一任 、造福一方 ；从岳飞 、于谦的精忠报国 、清白一生 ，到方孝孺 、张苍水的刚

正不阿 、以身殉国 ；从沈括的博学多识 、精研深究 ，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 、求是

一生 ；无论是陈亮 、叶适的经世致用 ，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 ；无论是王充 、王

阳明的批判 、自觉 ，还是龚自珍 、蔡元培的开明 、开放 ，等等 ，都展示了浙江深厚

的文化底蕴 ，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

作为和精神 ，从观念 、态度 、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 ，孕育 、形成和发展了渊源

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 ，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

力 、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 、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 、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 ，激励着

浙江人民永不自满 、永不停息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 、创业

奋进 。悠久深厚 、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 ，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也

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

实践 ，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

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 ，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

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

的有机结合 。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

识 、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 。我们应

该看到 ，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 ，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

为经济的硬实力 。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资源 ，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 。因此 ，研究浙江文

化的历史与现状 ，增强文化软实力 ，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是浙江人民的

共同事业 ，也是浙江各级党委 、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

２００５年 ７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作出枟关于加快建设文

化大省的决定枠 ，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增强社会

公共服务能力入手 ，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 、文化精品工程 、文化研究工程 、文

化保护工程 、文化产业促进工程 、文化阵地工程 、文化传播工程 、文化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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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项工程” ，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教育 、科技 、卫生 、体

育等“四个强省” 。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 ，其任务就

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 ，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 、研究浙

江现象 、总结浙江经验 、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 、古 、人 、文”四个方面 ，即围绕浙江当代

发展问题研究 、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 、浙江名人研究 、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

大板块 ，开展系统研究 ，出版系列丛书 。在研究内容上 ，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

蕴 ，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 、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 ，坚持和

发展浙江精神 ；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 ，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

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 ，深入解读浙江现

象 ，总结浙江经验 ，指导浙江发展 。在研究力量上 ，通过课题组织 、出版资助 、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 、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 ，

形成上下联动 、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 。在成果运用上 ，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

值和应用价值 ，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 、传承文明 、创新理论 、咨政育人 、服务社

会的重要作用 。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 、用

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 、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 、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

民 ，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 ，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

发展 。

今天 ，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 ，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 ，理应负起使命 ，至

诚奉献 ，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 ，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３０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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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故乡
倡

茅 　盾

茅盾铜胸像（来自茅盾纪念馆）

浙江是个物产丰富 ，风景秀丽 ，人材辈出的地方 。虽然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青

少年时代 ，却深深地怀念它 ！

我的家乡乌镇 ，历史悠久 ，春秋时 ，吴曾在此屯兵以防越 ，故名乌戍 ，何以名

“乌” ，说法不一 ，唐朝咸通年间改称乌镇 。历代都在乌镇驻兵 ，明朝曾驻兵于此以

防倭 。乌镇在清朝末年是两省 、三府 、七县交界 ，地当水陆要冲 。清朝在乌镇设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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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同知 ，俗名“二府” ，同知衙门有东西辕门 ，大堂上一副对联是“七藩两浙 ，控制三

吴” ，宛然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气派 。镇上古迹之一有唐代银杏 ，至今尚存 。我为故

乡写的一首枟西江月枠中有两句 ：“唐代银杏宛在 ，昭明书室依稀 。”梁昭明太子曾在

此读书 。一九一三年夏 ，我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 ，为了报考北京大学预科 ，我

离别了故乡 。后来 ，生活 、工作 、斗争的需要 ，竟使我再没有回归故乡 。在二三十年

代 ，我还间或回家乡探望母亲 ，而一九四 ○年母亲的去世 ，终于切断了我与故乡连

接的纽带 ；那正是风雨如磐的年代 。解放后 ，故乡日新月异 ，喜报频传 。每当我从

故乡来人的口中听到这些消息 ，总想回去看看 ，可又总是受到各种意外的干扰 ，其

中就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然而 ，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 ，从未遮断

我的乡思 。

浙江出过许多人材 。历史上的人物就不说了 ，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 、革命

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 。敬爱的周总理的祖籍在浙江 ，鲁迅先生是绍兴人 ，这

是妇孺皆知的 ，与陈独秀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的陈望道和沈玄庐 ，都是

浙江人 ；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蔡元培 、沈钧儒 ，为革命而被砍头的第一个女烈士鉴

湖女侠（秋瑾） ，也都是浙江人 ；还有郁达夫 ，也是浙江人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 ，而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 ，是乌镇人 。但是 ，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 ，在

我的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

青箱 。沈谱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 。在辛亥革命时 ，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 ，占领

了湖 、嘉两座府城 。武器是学校体操用的枪 ，都是真枪 ，能连发九颗子弹 ，而且他们

确实储备了不少弹药 。平时的体操课实际上是军事训练 。当时嘉兴中学教三角 、

几何的教员计仰先还率领学生前往杭州助攻府台衙门 。

我回忆这些往事 ，想念这些故人 ，是为了寄语故乡的亲人 ：浙江是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的 ！踏着前辈的足迹 ，高举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前进再前进 ！

１９８０年 ３月 １７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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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枟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乌镇史研究枠一书 ，是“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系列项

目（０７whzt０１６z）的最终成果 ，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村镇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的实证研究”（１０BSH０３２）的后续成果 。

本书历经五年苦心研究而成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评委会专家们指出 ：“这

是一部非常扎实的江南城镇个案史研究专著 。 填补了乌镇史研究专著的空白 。”

“近年来 ，学术界围绕江南市镇史的研究十分活跃 ，其中乌镇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

数不少 。不过已有研究大多是将乌镇置于江南市镇的地域体系之中加以分析 ，或

者进行特定时段的个案分析 。而枟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乌镇史研究枠采用长时段

视角 ，对乌镇的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作系统考察 ，应该说较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本书特色鲜明 ，主要体现在 ：一是具有全面性 、系统性 。作者从乌镇文明源头开始

研究 ，系统梳理了该镇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历史轨迹 ，进而详细

介绍了乌镇历代文化名人及其主要成就 。这是以往学术界乌镇史研究中所未曾有

过的 ，可以说填补了空白 。二是整体框架合理 。该成果上编从时间顺序来描述乌

青镇的发展过程 ，下编集中于历代文化人物介绍 ，整体较为清晰 。三是突出乌镇的

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与学术界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历史上乌镇经济尤其是商业和市

场发展的情况不同 ，该成果尤其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乌镇文化的发展内涵与特点 ，并

通过对历代文化名人的介绍 ，来勾画出其文化传统和影响 。四是广泛搜集相关历

史文献资料 ，尤其是地方文献资料 ，还有不少社会调查资料 ，使各方面的内容介绍

基于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

本书作者为兄弟俩 ，作为生于斯 、长于斯的乌镇人 ，深知家乡乌镇历史悠久 、文

化底蕴深厚 ，倍感保护乌镇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历史责任 。为此 ，十多年来 ，我

们通过征访收集 、整理研究而累积了丰厚的乌镇史实资料 。儿时的乡土记忆 ，父老

乡亲的口头传承 ，尤其是祖父母和母亲对祖辈家事的口口相传 ，使得兄弟俩于

１９９９年古镇保护开发之时“共同转向” ：兄从民间创作转向乡史研究 ，弟从政治学

1



转为文化学研究 ，从而走进乌镇深处 ，漫游穿越历史 。

然而 ，想要写乌镇史容易 ，但真正写起来不易 。史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 ，光靠

一股热情是不行的 ，于是我们硬着头皮边学边研边写 。

专门研究一个古镇的几千年历史 ，实在很艰难 。世代悠远 ，史事渺茫 。犹如眺

望大海 ，竭尽目力也难寻千年乌镇的清晰史实 。 同时 ，乌镇史研究涉及历史学 、文

化学 、经济学 、社会学 、人类学 、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 ，不同学科有不同研究

的角度和方法 ，各种观点见仁见智 ，历来有所争议 。再加上乌镇又是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故本书研究成果欲为乌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提供重要史料和参考资料 。抱此宗旨 ，我们坚持“真实是史著的价值基础 ，求真求

实是史著的高贵品格”的撰著理念 ，在边学边写过程中认真对待 ，力求内容全面 、史

料真实 、叙述翔实 ，为此边写边改 、不断完善 ，不断从史料 、古籍中发现新的线索或

点滴信息后 ，再进一步查阅研究或寻访考据 、不断修改或重写 ，前后历经五年才得

以初步完稿 。上编乌镇历史的研究 ，以纪事体为主 ，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 ，把积累的

史实资料与方志史籍的正史连缀而成 ，勾画了乌镇 ７０００年文明史和 ２１７０多年建

镇史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线索 。下编乌镇历史文化人物的研究 ，以人物纪传体为主 ，

详尽记叙 ，展现了乌镇众多历史文化人物的重要活动和生动史迹 。

作者

２０１５年 ７月于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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