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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处祖国大陆之东南 ，山 清水秀 ， 人杰地灵。 它创造 了 悠久灿烂 的 区域文

化 ， 哺育了无数名垂青史的仁人志士 。 特别是浙江传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 ，

千百年来传承不息 ，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迸发出令人惊叹的智慧和力量 ， 淋漓尽致

地体现在当今时代浙江人民自强不息的创新创业上 ， 体现在浙江又好又快发展

上，体现在浙江的社会和谐上。

浙江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 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 ， 浙江综合实力提升快 ，城乡面貌变化大 ， 社会建设成效好 ， 人民

群众得益多 。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 ，

体现了浙江精神的强大力量 ， 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无比

正确 。

潮起钱江 ， 奔腾不息 ; 勇立潮头 ， 奋进不已 O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 ，绘就了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蓝图 O 浙江始终高举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导下 ，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 ， 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 。

呈献给大家的这册《浙江概览} ， 系统简洁地介绍了浙江的各方面情况 ， 是大

家了解浙江的一个载体 ，是大家在浙江创业、生活和学习的一个参考。 真诚希望大

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浙江发展、支持浙江建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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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样地之一 ，历史悠久、人文奎萃，素称"文物之邦" 。几千

年来，浙江文化从孕育 、发展、成熟到转型，历经沉浮、兼收并蓄 、传承创新，显示出难

以比拟的包容性和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新石器时代一一浙江文化的萌芽期

考古发现表明，距今 45 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地处浙北的安吉已有远古人类活动

的踪迹，掀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 。距今约 1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人群

"建德人"已生活在浙西山地 。在已发掘的安吉溪龙乡上马坎 、建德李家乡乌龟洞 、临

安西天目山华严洞等文化遗存里，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 、打制石器，说明了在那个时

期浙江古人类就开始征服自然、开辟草莱 、繁衍生息创造了不朽的远古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距今 1 万年前，浙江原始先民就率先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发明

了磨制石器和陶器，发明了建筑技术，开始农耕和定居生活 。浦阳江和曹娥江的河谷

地带，是山地向平原过渡的一个丘陵和河谷平原地带，气候温润，土地肥美 ，比较适

宜人类定居和农耕，在此率先产生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及

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发掘出的上山遗址(距

河姆渡遗址
今 11400-8600 年) 、 小黄山遗址

(距今 10000-8000 年) ，出土有陶

器 、栽培稻和建筑等遗存和遗迹 。距

今 8200 年左右，上山文化开始向跨

湖桥文化演进，分布区域则沿浦阳

江和曹娥江由南向北扩展到了钱塘

江的人海口处，并在萧山湘湖一带

形成了较集中较典型的跨湖桥文化

聚集区 。遗址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

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独木舟

遗存。

距今 7000-5000 年前，在浙北

平原上，以钱塘江为界，南北分别形



成了河姆搜文化和马家洪文化。 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环杭州湾周边地带的宁绍平

原地区，先民们种植水稻，饲养猪狗，捕鱼捞虾，发明和建造起大规模的干栏式建筑，

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制造了独木舟和船桨，还烧制陶器，挖掘水井，并且造出了迄

今世界上最早的木质漆碗。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片人工栽培稻的遗存，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发现的最丰富的史前稻作农业的遗存。 遗址出土的几件以双鸟与日月同体为母

体的骨雕艺术品，展示出远古时代浙江先民中流传的鸟日同体神话。河姆渡遗址和河

姆渡文化的发现，表明了长江流域也是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 。马家洪文化主要

分布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平原，以及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 。马家洪文化先

民过着稻作和耕为主的定居生活，流行拔牙风俗，出现了公共墓地，稻作农业 、木作和

造船(独木舟)技术领先于世。随着太湖的形成，距今 5900 年左右，马家洪文化开始演

化为患泽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具有较高的原始艺术水准，也流行拔牙风俗，出现

了与原始宗教有关的人工堆筑的方形覆斗状土台和死者口含玉珞以敛尸的葬俗，出

土的一些象征等级和礼仪的古物，表明此时的社会形态已开始从平等社会向等级社

会演进。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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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zmE22232520 夏商周时期，由于良诸文化的整体北迁，浙江步入了一个发展的低潮期 。直到公

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吴国、越国相继崛起，称霸天下 。浙江的地域文明，开始摆脱

夏商周时期衰弱不振之势重新夺回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吴、越两国语言相通，风俗相同，国土相邻，后人也常将吴越并称 。吴越人民生活

方式最被人们关注、最有特点的是断发文身 、裸体眈足(衣) ，饭稻羹鱼(食) ，干栏建筑

(住)和习水便舟(行) 。

吴越文明属于青铜文明从国家组织、职官设置到钟博礼器和文字，大多从中原

各国学习得来，但也颇有地域特色。越国文字是以汉字的篆书为基础加鸟纹修饰而成

的"鸟虫书在中原人眼中，吴越人民的讲话就像鸟叫一般令人难以理解一一"南蛮

敏舌" 。越族宗教盛行，而宗教与艺术不可分离，产生了许多古朴、原始的诗歌、音乐和

舞蹈 。如 《弹歌》是现保存在我国文献资料中时代最久远、最可信的诗歌谣谚。越人的

原始宗教信仰体系，明显具有"泛灵论"的特征，以为世上的万物都具有灵性，鸟、蛙、

水神、祖先，几乎都是他们崇拜和祭祀的对象。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浙江地区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获得了空前发展，如范蠢

及其哲学思想 、计倪及其经济理论、文种及其"灭吴九术"等，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

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吴、越"以船为车 、以精为马造船技术发达，习于水战，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越

绝书》说句践称霸之时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这些是吴越霸业形成的重要文化

二、先秦时期一一浙江文化的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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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吴越青铜兵器铸造业尤其是青铜剑，制作精良，而且数量巨大，出现了欧冶子、

干将与莫邪等良工巧匠 。

吴越文化对外交流极其广泛，不仅与徐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交流融合，也传播

到了太平洋西部的许多沿海岛屿。越人这种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对

此后浙江地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

三、秦汉六朝时期一一浙江文化的擅变期

战国秦汉之际是浙江文明史进程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大转折时期 。 公元前

222 年，越国为秦国所灭 。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把越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版图，并以武力

强行改变越地的民族结构，一方面把大批的土著越人北迁到华夏化了的故吴之地，另

一方面又把大量的华夏族居民迁入越地。此后，汉武帝在平定阻越、闽越以后，把归顺

的越人强行迁移到江淮地区 。随着汉人携带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迁入越国，以儒

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明在浙江扎根并且发展起来 。秦汉以后至六朝，汉人已经取代越

人成为浙江文化的主体，人民所说的语言也不再是古越语 而是吴语(一种汉语方

言) 。湖江的文化实现了从民族文化到区域文化的转变 。

从秦汉到西汉时期的 200 年间随着中原文明、儒家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全

面输入，从本地区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浙江经济社会和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

但与关中地区相比，似乎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地。有历史学家将浙江这一历史

时段，称作浙江文明发展史上的低潮期 。

到了东汉和魏晋六朝时期，吴越之地因偏处江南，远离中原的动乱，经济社会又

迅速发展起来。最突出的地区当属会稽郡，在南朝时期是与京城建康遥相对应的江东

一大都会 。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 。在东汉时期，儒学已经在浙江的上层社

会普及，土著和外来的世家大族以及士大夫阶层，都尊崇名教，修习儒学经典，讲习礼

法、忠孝节义已经成了吴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思想家王充撰写

了不朽巨著《论衡~，其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思想体系影响深远 。历史学家赵畔编写

的《吴越春秋~，以及同时代的《越绝书~ ，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地方志 。这些著作为整个

汉代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增添了难得一见的夺目光彩 。东汉末年佛教由来自西域和天

堂的僧人传入浙江，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在浙江境域广为弘传和发展，开始融入普

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

魏晋六朝是一个士族社会，侨居士族与江东大族把持东晋和宋 、齐、梁、陈历朝政

治，垄断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养尊处优，谈玄信佛，创造了继汉开唐的"六朝文化"。

当时文化的主旋律是"清谈"和"玄学" 。经学、史学、文学、艺术普遍繁荣，王毒草之、王献

之父子的书法，谢灵运的山水诗，沈约的诗歌声律，虞翻及其家族的经学，曹不兴的佛

像绘画，虞喜的"岁差"及其天文历法成就，以及干宝的《搜神记》、吴均的《续齐谐记》



等志怪小说，都是东晋六朝时期浙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和创作 。此外，六朝时期的青

资艺术非常辉煌，浙江是中国青嚣的发源地。

随着中原文化的影响，吴越文化气质上"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轻死易发"

的尚武之风，到东晋南朝以后，逐渐被崇儒尚文的风气所取代 。这种地域性格反映到

生活上是雅淡，反映到思想上是玄学，反映到文学上是骄体文、山水诗和吴歌。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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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五代时期一一浙江文化的成熟期

隋唐时期的湖江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 ， 江南运河的开凿和连接杭州与北京的

南北交通大动脉一一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 江南运河的开通 直接带动了杭州城的出

现、发展和繁荣 ，杭州成为隋唐以来闻名遐边的一个大都市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极大

地方便了浙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大唐盛世，政权稳固，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这期间，浙江的手工业生产，从采

矿冶炼、青资烧制、丝绸织造 、造船 、煮盐 、制茶、酿酒到造纸和雕版印刷等，都有了长

足的发展 。如越窑烧制的青资 湖州出产的续绢越州的丝织品等。雕版印刷的发展，

更促进了文化知识从上层社会向民间的传播和普及。

唐代推行历代最开明的文教政策，在思想领域，儒学 、佛教和道教三教并行。科举

取士制度创立 ，带动了官办的州(郡)县学在湖江各地建立 。思想开放，文化发达，造就

了文学艺术的空前成就 。在儒学方面，{隋书 ·儒林传》共收录 14 人，其中湖江籍有 2

人; {新唐书 ·儒学传》共收录 68 人，其中断江籍有 1 0 人 。皮日休、罗隐的儒学思想，在

晚唐儒学占有重要地位 。在诗歌方面唐朝浙江诗人有 150 人 在全国各省市当中属

于诗人较多省份，五代时期，吴越国也有诗人 39 人 。如隋朝的姚察、虞世基，号称"初

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与李白、张旭等人并列"醉中八仙"的诗人贺知章，名列"大历

十才子"的钱起，诗歌与贾岛齐名 的孟郊，早期词人张志和，晚唐诗人兼小品作家罗

隐，以及客居浙江的大诗人白居易等 。在史学方面，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姚察、姚思

廉的《梁书》、《陈书》均被后世列入二十五史;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 ， 突出的有晚唐的

陆费 。此外，朱审 、陈闽 、智永、虞世南 、禧遂良等人的绘画、书法，吴越国的石窟造像，

都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

隋唐时期，道教、佛教在浙江广泛传播，并且长盛不衰 。隋唐时期，浙江是道教传

布地最多的省份，全国 10 大洞天、36 小洞天和 72 福地，浙江境内分别为 3 个 、9 个和

14 个，所建道观 50 所 。浙籍及外籍驻浙著名道士 46 人，张志和 、施肩吾、司马承帧、

吴销等人著书立说，探讨道教理论，对后世道教影响极大 。唐代，浙江建有佛教寺院

937 所 ，占当时全国佛教寺院总数的 17.6%，是中国佛教寺院分布最密集、数量最多的

地区 。隋代天台山的高僧 、佛学大师智顿，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宗派一一

天台宗 ，在中 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中都有独特的地位。三论宗、华严宗、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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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浙江传布也甚广 ，浙江高僧对这些宗派的创立作出了重要

贡献。

五、两宋时期一一浙江文化的繁荣期

南北大运河开通之后 ，江南经济持续发展 。从唐代中期开始，全国经济重心出现

从中原地区向江南地区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随着浙江成为全国的

政治中心，使得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两浙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浙江

文化也从边缘文化走向主流文化。

两宋时期，浙江科技、教育、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 。在教育方面，不仅各式民间教

育在全国颇为突出，而且以州县官学为主体的地方官办教育也相当发达，对社会产生

了巨大影响 。在科技方面，科学家沈括撰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最重要的著作《梦溪

笔谈~ ;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这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 。

宋代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时期，结束了隋唐以来思想界

以佛道等宗教文化导于主居地位的局，儒学走向复兴，并形成了以理学为标志的一

代新学 。儒学传统在北宋兴起"四明五先生"与"永嘉九先生"是浙东地区的代表学

者，他们的思想中已经孕育着"心学"的萌芽 。南宋是浙江历史上学术最为繁盛的时

期浙东学派"形成，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 、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委学先后崛起各领风骚 。浙东之学与以朱嘉为代表的理学、以陆

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并称为"南宋三大学派" 。南宋时期产生的浙学 ，对中国此后的思

想文化运动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对浙江民众的文化心理及其价值取向的形成起

到熏染陶冶作用，可以说是浙江文化的灵魂。

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浙江文学艺术辉煌绚烂。宋诗是中国诗史上一段独特的存

在，有其独具风貌的艺术品质与审美品格 。宋初盛行"西昆体"和晚唐派，钱惟演与杨

亿、刘绚并为西昆体三大代表人物，林迪是晚唐派最为卓著的诗人 ;还有被称为"三影

词人"的张先、以精通音律著称的大词人周邦彦 ·南宋则有辛弃疾、陆游、吴文英 、张

炎、周密、朱淑真，以及客居浙江的李清照等诗人 、词家，在中国诗词史上留下了无数

千古绝唱 。此外，号称"永嘉四灵"的诗人徐照、徐矶、赵师秀、翁卷 ， 江湖诗派的代表人

物刘克庄、戴复古，给南宋诗坛注入一股清新自然之气 。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

娱乐文化的兴起， 以及宋代朝廷特殊的政策，养成文人士大夫及至一般市民的华靡之

风，带动两宋许多新文学形式的出现。如"口语文学"一一"说话"和戏曲 。中国绘画艺

术在唐代绚烂至极之后至宋代归于平淡南宋四大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 ，

代表了山水画在南宋时期的新发展 。清丽 、淡泊 、恬适的艺术境界，与两宋文化的主基

调是相契相通的 。



六、元代一一浙江文化的领先期

元灭宋，中国重归一统，杭州和浙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元朝推行民族

歧视政策，但实行十分宽容的文化政策。浙江人在政治领域发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的

情况下，将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力几乎全部倾注到了经济生产和文学艺术创作领

域，从而促成了元代浙江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在大运河的南端继续保

持着经济和文化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浙江的教育事业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各路和各州都设立了儒学，形成了完整

的地方儒学教育系统，还创立了医学、蒙古字学、阴阳学以及社学，充分体现了元代官

学的时代特色。在思想学术方面，元代浙江总体成就不高，但作为学术中心之一，还是

对学术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如金华朱学、深宁学

派等 。此外，历史学家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 自称"三教外

人"的邓牧，其"异端"思想影响深远 。元代浙江学人的科学研究也值得关注，如朱震亨

的医学研究、杨辉的数学研究、陈时敏和陈宗山的天文历法研究，在当时都处于一流

的水平。

在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领域，元代浙江更是人才济济、成就非凡，与其他地区相

比较，具有绝对的优势 。元曲和南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之胜，其形式有杂剧和散

曲 。 14 世纪初至 60 年代，杂

剧的活动中心从大都南移至

杭州，郑光祖、沈和、乔吉 、秦

简夫等一大批戏曲作家，在

这里创作了不少杂剧名篇，

延续了杂剧的繁荣 。 郑光祖

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三人

并列为"元曲四大家"。张可

久号称元代散曲两大家之

一，留存作品 800 多篇，是现

存作品最多的散曲家 。 元代

后期，南戏发展起来 。元末泪

州瑞安人高则诚创作的南戏

杰作《琵琶记~，是现存南戏

中最著名的剧目 。 号称元末

"四大南戏"的《荆钗记》、《刘

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 《社戏H陈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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