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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江苏省省长 李学勇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 I..,t 
定不移朝着"两个率先"目标奋力迈进。在此重要时刻，

轮《江苏省志 (1978"，2008) ))各分(专)志开始陆续出版

了，这是江苏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首轮《江苏省志》编篡于2007年底全面完成，第一次

全面系统记述了江苏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填补了江苏建省300多年来没有完整省志的空白。

按照国务院关于"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次"和"

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的要求，省政

府从2008年开始启动工轮省志编篡工作。二轮《江苏省志

( 1978'" 2 0 0 8) ))由 50本(卷)分志、 10本(卷)专志组

成，约3000万字，系统载录江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进程和辉煌成就，生动展示新时期江苏大地上的崭新风貌

和蓬勃生机，为我们增创江苏科学发展新优势、奋力开创

"两个率先"新局面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修地方志是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在传承

文化、教育人民、引导社会、推动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

用 o 二轮《江苏省志》编篡工作涉及面广，编篡周期长，是



的结晶。省志

是一个庞大的文献资料体系，只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学术

价值。要加强志书成果开发利用，使省志文献资源成为了解

省情的窗口、展示江苏的平台、共享文化成果的载体，更好

全省修志人员辛勤笔耕的成果，也是集体智
江
苏
幢
吴
文
化
志 地发挥对党委政府决策的资政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

作用，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新时期江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

届四次全会，对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向 o 省委召开十

神作出全面部署，明确要求在新的起点上全力实施"八项工

程

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江苏的具体实践，认真

编修志书，深入研究志书，全国利用志书，努力从志书中汲

取丰富的营养、智慧和开拓前进的力量，以史鉴今，继往开

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更高层次上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提升全由建成小康社会的

质盘和水平，努力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把江苏的

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o



凡例

一、本志总名《江苏省志(1978""-' 2008) ))。按大类排

列，编以序号。定名为《江苏省志(1978"-'2008) • x x 志》。
一、本志上限为 1978年，下限断至2008年底。各分志上限

如与酋轮志书下限有交叉的，可从简记述:专志下限为2008年

底，上限不限。

本忘记述江苏省境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由
社会等各个方面情况。

四、本志坚持"横分门类，纵i在史实"的传统格局。各分

(专)志一般采用章、节、日的结构层次。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

裁。以志为主。

六、本志内容以资料为主，用记述体表述，不作主观评

论，寓观点于资料中 o 概述与章下无题序可作适当归纳议论。

七、本志"人物"分志集中记载省内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其他分志不再设人物章节。入志人物的收录标准另定。

八、本志设"中共"和"人民团体"分志，有关党、团和

妇联、工会等组织及其活动的内容，其他分志不需设专门

记述。

九、本志资料，录自档案、口碑资料和历史文献的，为节

省篇幅，除特别重要、珍贵的资料须注明出处外，一般不再注

明出处。统计数字，以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为主。

十、本志数字、计量单位及语言等的使用，按(( (江苏省

志 0978"'-'2008) )行文细则》的规定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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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江苏吴文化志，亦称江苏奥地文化志，综合记 区域有比较明确的界线，因此，按行政区划确定区

述江苏省吴(地)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和成就。江 域范围相对容易操作。"吴地"是)个历史空间概

苏省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中国区域文化整体 念，现实中没有与之对庶的政眩单位，要确定现实

发展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奥地这…特定地区的文 理念中的"吴地"十分困难。比较可靠的办法是以

化在古代地理环境、政治行政、经济诸条件下长期 历史时期某个称作"央"的政区单位为基础，按照这

3互动关系演变，近代以后更是中罔乃至世界区域文 个具地政……范时申
化发展的结果。 定"奥地"的范围。问题是，由于历史上的政区变化

复杂，确定以哪个时代的"吴"政区为基本的区域最

、吴文化志的空间施回 为棘手，研究中通常以吴国描域作为哭地的空间m

围，但这样的结果对照今天的政区吴地"的范围

央文化地区，即通常所称的"吴地飞是中国区 不但比今天人们心目中的"吴地"大很多

域文化研究中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 是这个阪域内许多地版文化类搜已经发生很大变

概念。 化，形成了各自强立的文化类型，如今上海已经形

(一)广览挠地与狭义果地 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或称海派文化) .宁慎地区的

央地的空间?在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文化也和太湖流域文化有很大差异。

吴地，其空间抱回应以春秋时期吴国稳定的疆域为 那么划分吴地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代表性的

息础。大致包括今长江三角洲以南、钱塘江以北的 意见是将果地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先说广

大部及皖南部分地区和江苏长江北岸到淮河流域， 义的荣地。目前的划分标准不…，有以历史时期以

有些区域与楚、越两国犬牙交错，也围要比现在的 "臭"为名的政区或方言区为标准。具体分为(1)

"吴地"大得多。历史上，果地处于动态的伸缩变化 四周至眷秋哭闹疆域:从商末太伯奔夹，建句夹，到

之中，总的范围是在渥步缩小。狭义的笑地，即今 春秋末期强大。疆域最大时东至于悔;南达今浙江

天的吴地，从自然环境、历史渊源、经济社会和文化 北部，隔钱塘江与越接界;四及江西南部，江西北

特征等多方回综合考察，成以太湖为中心，大致包 部，与楚接界;北至徐州、梅州与宋、 3于接界。

括今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1 3 市，浙江省的嘉 (2) ;\这郡政区:东汉 JI阴帝汉安析会稽部置央郁，管

兴、湖州市的全部，一共 5 个地级市以及镇江、杭州 辖苏南(不包括南京、镇江)、浙北等地。 (3) "三

的个别县旺。 这…带正是历史上江南的核心地区， :晋代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央;南朝时央部与

根据江苏省志体例的范周要求，本志记述的"央地" 吴兴、丹阳合称三臭。庸时以央郁、义兴、丹阳;宋

均指狭义果地中的今江苏省政区区划范围内的央 以义兴、吴兴、吴郡为三吴。 (4) 孙吴疆域:二国孙

地，即指苏锡常一市市闹，必要时( 权所建央|剖，史称东哭。以建.1&为都，领土有长江

前)兼及相关地区。 南部及部分北部地旺，最南达到交州(今越南北

(一)某地空间施围的划分际准 部)0 (5) 英语分布地区:分布施围大致在苏南、上

央地阻域文化研究的起点首先是确定所要研 梅、浙江大部分地区及苏北长、江北岸的靖江部分撒

究区城的空间随圃，而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难的 区，南通的启东、海门等地，江西邻近浙江的数县。
I 001 

工作。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区域类型中，只有行政 英语使用人口约 l 亿，占汉族总数的 8.4%.是仅次



(兰)吴地核心区

广义吴地钮括了上海、南京、杭州、扬州、镇江

等都市，千百年来，这略城市的地位和文化都发生

了本质变化，已经形成成归属新的文化区域，

文化有鲜明的差别和特色.如海派文化、金陵文化、

维扬文化、越文化等，很难将这些地区的文化纳入

今夭的吴文化区域研究。因此，出现了狭义吴文化

的概念，或以苏锡常嘉湖作为狭义的某地(果中之

地) ，这里是吴文化的"核心眩戒者说仍然保持英

文化传统。

广义的晃地文化空间结构划分为兰个层次:第

一个牒次是呆地文化核心眩，制括今天的江苏省南

部苏锡常三市、镇江丹阳及南京高津等部分地区和

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市及杭州的个别地区。核心

区域的确定标准是诸类型同质性要素的综合考察:

(1)自然地理上，慕本上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

最重要的是环太湖流域。 (2) 政治或行政区划上，

长期同属…个高层行政区城之内，特别是古代的

郡、府，这是文化区域形成的重要原因。区域内的

首位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只有一个，拥

有很强的内聚力 o (3) 经济上，经济而貌大致相

同，特别是在农业方闹，以农桑为主。眩域内城市

体系上有一个以苏州为首位城市的等级城镇网络，

周边城市受其影响和辐射，吴地经济区域成熟于明

清时期。近代以后，上悔崛起，无锡得到发展，苏州

衰落，晃地内部已经没有首位的中心城市，而各城

市均以上海为中 'L'o (4) 文化脏域上，以考古文

化、方吉、文学艺术、学术派别和学术活动、民风、习

俗等因素构成考毒害因子，文化酣貌大体相同的形成

一个相对她立的文化旺，迄今没有因外来文化的冲

击而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对照上述标准，在历史的

大部分时期里，总体上基本符合成接近上述条件的

只有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第二个层次是

美地文化亚区，包括今天的上海、杭州|。杭州在南

宋以后成为半壁江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后

又成为两浙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辐射的地域

已经包括越地租部分吴地，形成了融央、越文化和

中原文化于 a体的文化区域。 上海在近代之后由

吴地核心区域脱颖而出，成为巾国第一大工商业城

市，世界著名国际大都市，辐射区域包括整个中国

于普通话的方言旺。

分析上述标准.广义的奥地罗列历史上以"臭"

为名的地城市圃，如国、郡、英语等，令人莫衷一是。

我们赞同以春秋时期吴国疆域作为广义果地的基

准范围，因为果因以"吴"为名最早，且奠定了果地

文化的基础。考古学的英文化就是以央国疆域为

地域Æ圆的。但是，上面所说的英国握域是吴极盛

时达到的泡罔，不能作为广义的吴地文化区域泡

围，因为吴国盛极而哀，罢花一现，而文化要素的融

合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融合为

一个文化区域。至于三国时期的孙吴，地域涵盖

荆、扬、交等州，文化复杂多样，更不能作为吴蛐文

化区域范阁。秦汉的会稽郁、五代十国钱楼的吴越

国包括钱塘江以甫的浙东越地，东汉的吴郡、吴越

国则不包括丹阳郡和常州等，都不能作为果地范

围。"王央"所指不一，或钮括会稽，或包括丹阳，都

不能准确代表当时的吴地。~于吴话，虽然是文化

中一个重要的因子，但也不能代表整个文化区域而

貌，况且，吴语区的伸缩变化和历史上回曹末尔嘉

之乱、唐安史之乱、 ~t升迁来靖康之难后的三次移民

有很大关系。宁慎地区早期属于吴语区，后改说江

淮官话，今镇江的丹阳以东、茅山一线大致是吴语

和北方方育的分界线。今江苏长江以北的靖江、南

通沿江地区、江西、浙南的英语是后来移民传播去

的，①大多不在英国稳定的疆域范围之内。

在"大吴文化"的理论中大果地范围"以长江下

植于五角洲的中心地带，形象的说法是以太湖为腹

心，上海、南京就作酋尾，苏州、常州、无锡、镇江、杭

州、嘉兴、湖州为节肢，旁及南涌扬州的一个地域憨

体大哭地"的确定，考虑到"央地"历史与现实

的关系，自然地理与行政、文化的关系，基本仁包括

了春秋吴国的稳定疆域的长江以南部分，属于广义

的英地范围，但并非全部。

总之，广义的央地，就是以春秋后期吴国的稳

定疆域为基础，大致包括今东到大悔，西到南京及

皖南部分地区，北到淮河，长江北岸沿江的扬州

州、南浦(成陆部分)等地部分地阻(这一带央楚疆

域犬牙交错) ;南大致以钱塘江为界与越国相峙(这

一带吴越经常对峙于今嘉兴)。主体以太湖为中

心，钮括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上海全部和浙江

省北部、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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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形成了新的上悔文化(或称悔派文化)。判晰

亚区的标准是: (1)曾经是文化的核心区域，从核

心区域分离的时间比较晚，但分离之后不再是吴地

区域内的城市，特别是在行政区圳上，而是更大区

域的中心城市，上海巳经成为中国东南沿梅或长江

三三角洲的龙头城市，杭州是黯个浙江省的中心城

市。 (2) 新的文化主要是以原有文化为基1î:H发展

越来的，文化上问质要素较多，特别是在方言上。

第三个层次是奥地文化影晌区，包括南京、镇江、江

苏沿江北岸的南通、扬州、泰外|以及安徽皖南等地

原吴国稳定的疆域泡围。判断文化影响区的标准

是: (1)在吴国的稳定疆域之内，但政区上与战心

区域分离的时代很早。 (2) 自然地理、经济、政治、

区域，即今江苏省所辖的苏州兀锡常州 3 市行政区

划植围，简称"苏锡常"。周边相关地区略及之。③

苏州市:市区及相城、吴中区，吴江、昆山、太

仓、常熟、张家港 5 市;

无锡市:rP区及息山、锡山区，江阴、宜兴 2 rP; 

常州市:市区及武进眩，金坛、深阳 2 市。

央地位于~t纬 300 46' ~32003'.东经 119 008' -

121
0

21' ，面积 17 349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 1 400 

余万。

区内主要分为太湖区和沿江区两个农业经济

区。沿江区: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等，高程

在 5-7 米，为长江泥沙冲积堆积平原，地势高爽，

土壤通透性好，人口稠密，耕作集约，施行粮、棉、

文化等类型方固与核心区域有明时别，如南京、 麻、袖料等问套二日棚，棉花、挝、黄麻等为 i 出

镇江、扬州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 t就分 中"。太湖区:问网密布，耀概发达，稻麦(或油菜、绿 , -

属不问类型，地理上也不属于太湖流域平原，而是 肥)…年二熟或双三熟制。盛产粮、油。近年来城

丘陵平原。南通、扬州还有长江阻隔。 (3) 几经变

迁，早就融入其他文化区域，宁镇扬等地文化成属

于江淮文化区域。南通的情况比较特殊，大部分地

区在吴国时期还未形成陆地，唐朝以后形成的陆

地，沿江受吴地文化和上梅文化影响.北边受江准

文化的影响，有明报的地理差别，属于文化的交汇

地区，具有过愤地带文化的显著特征襟江负悔，

镇化发展，耕地回帜逐年减少。内塘养殖和桑蚕.it

发达.为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飞

民谚称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经济重心

区域。太湖沿岸和湖中岛山，以产柑桶、批把、杨

梅、水蜜桃、辑蝶杏茶、

名 G 近代以后，无锡有"小上海"之称，工商业发达。

南风北阔"。①考古发现的海安青墩文化属于北方 常州八府通衡之地。 "n~在名区，巾央要辅"。阳愤

新石器文化系统，南通文化最底层的因予"曲文化"

应属于江淮文化系统。近代以来南通受果地特别

是上海影响加深.所以可以归为影响区。

(四)晃地慨况

据上划分广义吴文化行政区域层次:第一层

次，吴文化核心区域(狭义的吴地) ，以太湖为中心

的苏、锡、常、茹、湖五rP全部，面积 27 000 平方千

米，人口 2000 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 750 人;第

二层次，笑地文化亚区，上海、南京、镇江、杭州|四

市，闹积 33000 多平方千米.人口 3 244 万，每平方

千米人口密度 983 人;第三层次，笑地文化影响旺，

长江以北和皖南地区。ω

江苏吴文化志确定和记述的吴地，指晃地核心

湖大闸蟹、生猪、太湖银鱼等;工艺品，苏州刺绣

兴陶资、常熟花边、常州梳筒、无锡泥塑等手工艺品

极为著名。

…\区城、区域豆动和I吴文化区域

文化是一个歧义繁多的概念， 20 世纪 50 年代

国际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 150 多种。有说达数

百种。各学科、各学者都有自己的文化体验和阐

释，以往学者比较认间的是按研究对象、内容和市

罔界定文化。最普i目的是将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

义两大类，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切物质、精

神、制度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精神和

Q) 赘毓任，((南通历史义化的基本特征)).(( wí i通师范学院学报 ))Z004 年第 4 翔。

ø 参见高赞初主编，唐茂松副主编，((夹生也文化:ì!史·总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概

泼

③ 镇江市所榕的丹阳市，北纬 3 1"59' ，东主主 119'34' ，面积 1 016 平方千米。北依宁镇山脉，南接太湖水网平原，海拔 5 米以下，其 I 003 

茅山以东平原地带属太湖水系. t击1r以吴语为主，风俗也类关城，应属关地;泰州市的靖江，历史上属常州，均在长江以商，后因长江航

道变迁，现移至长江 dt;半。人民操吴语，过去属吴文化区域。但为简化想见.现只按行政区划确定夹生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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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层丽的内容，如意识形态、哲学、学术、文学、艺

术、语音、宗教、民风习俗等领域涉及的内容。尽管

学术界对这种划分争议很多，但毕竟划分具体，操

作容易。

(-)中国的历史文化区域

文化区过去称为"文化圈"，源于民族学术语，

指一系列有特征的文化因素的复合体，随着传播和

交流而发展，从而形成…定的分布施圈。这种文化

复合体，包括社会组织、生产、技术、宗教等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文化圃有着自己

的特色，甚至与邻近文化圈的文化因素相混合。现

在民族学已经很少用此术语。文化区域由文化圈

发展而来，是按文化要素(因子)的问质性分布划

分，如考古文化、语言方言、学术学派、宗教信仰、艺

术风格、民风民俗诸要素表征所报现的区域综合性

特征。

中国的历史文化区域是由考古学分区发展到

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将中国先秦文化划分为若干

区域非常流行。区域划分的方法很多。三分法:划

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赳源地(细分有稻

文化和粟文化;土文化和水文化;龙文化和风文化

等) ;北方细石器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区和中胆大

型石器代表的农耕文化区;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

文化区域。二兰分法:如华夏、东夷、商蛮三大集团

(政黄帝、炎帝、最尤)。五分法:如华夏、东夷、南

蛮、四戎、北狄五个区域文化;六分法:二三背、两周、

齐、楠、秦、楚六大文化。七分法:最流行的是将春

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划分为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

鲁文化、越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七大

区域。①九分法:按"九州"区域来划分。③今天看

来，这些划分现可以做更精细的区域划分。吴越文

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都如此，源于不闷地域，具

有相对独立的特点和文化渊源的区域文化类型。

(三)晃地是江南的核心地旺

古代的江南，所指地域因时代而异，空间范围

多有不同。有一个变化演变的过程，明清以下，在

文人士大犬的笔下，多指太湖流域，即苏常松杭嘉

① 参见李学勤，((东周与泰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湖地区。③这个范围，应指长江在今江苏境内东流

入悔的约 400 千米黄金岸线以南的长江三角洲地

眩，包括江苏省的苏南、上海市全部、晰n省东J~

部。奥地正是江南的主体和核心地区，其中央地义

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从人口、面积、生产力发

展水平(经济总量、耕地面积、财政收入、对外贸易

等)、历史文化源流、人才分布与数最、对周边文化

的影响等各方由考察，晃地都是江南的核心。

(三)吴文化的历史分期

分为先央、吴罔和荣地三个历史时期。先吴时

期:臭地的宁镇地区大约 30 Jj年前就有人类生活;

1 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太湖流域出现了人类文化

活动;大约 7 000 年前，人类定居于央地， 6 OOO~ 

4 500 年前，产生了连续完整的新石器文化序列;

新石器晚期的良清文化已经有发达的社会组织，徘

徊在国家文明的门槛前。这一切，孕育了吴地文化

的萌芽。英国文化时期:商周之际，太伯、仲雍从北

方南下吴地，与当地荆蛮文化融合，开创了吴国的

基.ill'. ï 春秋后期，英国在东南独树一帜，逐鹿中原，

称霸一时。吴地文化时期:公元前 473 年吴国被越

罔灭亡，长江以南吴地并人越闹，长江以北多属为

楚;战国中期楚灭越，央地成为东楚之地;秦统一以

后，关地归属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版图，成为统一

回家的郡县，属会稽郁、韩郁、丹阳郡辖区。秦汉央

地文化缓慢发展;三国及两臂之交，央地因中原内

乱而成为北方人民避难之地，荣地得到初步开发。

孙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东晋南朝建康(今

南京)作为半壁江山的政治、任济、文化中心，笑地

是京锻腹地;隋唐统一之后，南北边问开通，加速了

晃地的开发和发展;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北方

遭到巨大损失，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地院校得迅球发

展，全国经济童心加快转移步伐，英地巳经成为中

国最富庶的地区，国家赋税的主要供给她。相对安

定的政治环境，千百年辛勤开拓造就的肥田沃土，

日益发达的经济，逐步繁荣的文化，吴地以强劲的

上升趋势，开始引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潮流。经五代十国至两宋，果她一直稳步发展，完

参见曲英杰.((近年来中阂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概览))，((中因史研究动态 ))1989 年第 3 翔。

004 I ③ 参见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 49 辑。明清江南范围有多种说法: (1) 10 府 l 州，苏常松宁镇杭嘉湖宁绍及大才是州;

(2) 9 府 l 州.苏常镇松杭lf; i胡宁绍及太仓州; (3) 8 府 1 州，苏常松杭嘉湖宁绍及大仓州; (4) 7 府 l 州，苏常镇松杭，湖及大仓州，

(5) 6 府 l 州，苏常松杭嘉湖及太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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