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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历史文化丛书〉序

许嘉璐

今年五月，我在苏州主持"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研

讨会"淮安市委书记丁解民、副书记朱慈尧来看我。 闲

谈中，我提到淮安应该编辑出版一套《淮安文化丛书》。

他们说已经着手了，可望今年就能印出来。 听到这个信

息，意外地高兴，看来大家想到一起了 。 接着，我们就着

民族文化问题和淮安的文化传统、乡土风情聊了很多。

不久我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非洲，回到北京已经是七

月下旬。 没想到，~淮安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六册的清

样已经摆在我的办公室里。 这又给我一个惊喜。 几天

后，我率中国民主促进会考察组到皖苏两省调查研究长

江下游环境污染和修复情况，当走到淮安所属的 H于胎县

时，丁、朱二位赶来了 。 一见面，他们就"讨债"要我为这

套丛书写的序。 这时我想起，在苏州的时候的确答应过

的。 但此时，非洲的蓝天绿树、穷乡破路还在眼前晃动，

关于家乡的文化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倒有点后悔在苏州

承诺的唐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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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回来，才着实感到疲劳。于是来到北戴河休

息几天，借这个机会阅读了这六册书书稿。一页页翔实

的记述，一位位作者对乡梓的浓情，不禁勾起了我的乡
田

作为淮安籍人，自小就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

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山水到饮食，从历史人物到民间风

俗，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渗透到心的底层;现在虽已早过

花甲，不但饮食还保留着儿时对家乡饭菜的爱好，每到一

地也总爱和家乡对比。近年回过两次淮安，所见所闻也

都时时与儿时的所得进行对照，因而丝毫没有陌生的感

觉，处处感到亲切一一对家乡的感觉由朦胧变得越来越

清晰了。

"谁不说咱的家乡好?"这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现在

时兴叫"情结" ) ，大概这是几千年农耕社会留下的民族性

格吧。但是，淮安的确是好，在我幼小头脑里刻下的家乡

印象，主要并不在于那里纵横杂陈的河流湖泊和"食不厌

精"的美味佳肴一-淮安菜当然是百吃不庆的。尤其是

家乡人带来的油徽子，母亲做的狮子头、长鱼、黑鱼片

一-而是每一提起都令人肃然的一个个历史人物。韩信

宁受膀下之辱、最终演出的"兔死弓藏"故事，梁红玉击鼓

励军的气概，常引发我幼稚的遐想;<西游记》是小学时读

的，那时就以"吴承恩也是淮安人"为荣。周恩来总理就

更不用说了，他不但是淮安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的

骄做，是我自少年时代起可仰望而不可即的现实中的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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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其余的乡贤是上了大学才陆续知道的:汉代著名的

辞赋家枚乘、清初大考据学家阎若琼、视死如归的关天

培、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竟也是同乡!

出于乡情，我有时也注意有关淮安的史料;这次《淮

安历史文化丛书》帮了大忙，无异于给我提供了淮安历史

的索引 。 速读一过，是为了写序，却使得我浮想元既;因

为要动笔了，必须整理一下自己对淮安文化、对这套丛书

的思绪。

我在想 ， 为什么淮安历代出了这么多天才人物?为

什么这些人都是慷慨激昂、为国为民之士?这不能不从

淮安的地理环境 、生产水平等等方面寻找初始的原因。

淮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淮夷善战之性似乎到秦汉之

际尚有余波:汉代以后逐渐得到进一步开发，运河凿通交

易更为发达，成为南方粮盐北运的主道;发达的水系使此

地既得水土之利，又时受泛滥之苦。 综而言之，在古代这

是一个既充满机会、优胜劣汰又最为严酷的地区。 这是

造就了当地人民勤俭刻苦 、 自尊自强、不安现状、重然诺、

讲气节性格的来源。 人们常说"人杰地灵"从淮安看，地

之灵气的确与民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的初始文化是

尔后文化发展的媒囊，就像积沙成丘，一代代人民在前代

基础上再行创造，于是文化越积越厚;又如滴水成溪，汇

溪为}I/，百川归一，遂成大河。 淮安历代名人对后世文化

的影响就是如此。 后人既以前代乡贤为榜样，又依据时

代环境而有所前进，但万变不离其宗，文化的内核却基本



稳定。最明显的例子是古有韩信，今有周恩来。

我想的另一个问题是，淮安方方面面的文化现象彼

此间有没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我认为，人类的文化

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底层一一民族的观念、意识、哲

学;中层一二制度、宗教、艺术、风习;表层一一衣食住行

等。表层文化为人们日常生活须奥不可离，中层文化与

人们甚为贴近，二者最易为人所感知;至于底层，则贯穿

在表层、中层之中(或者倒过来说，表层与中层是底层的

载体) ，只有经过理性思索才能有所感觉和认识。三个层

次彼此渗透，相互交叉，密不可分(参看拙作《语言与文

化~，载《中国教育报~2侧年)。平时人们所谈论的文化，

主要属于表层和中层。其中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看似独

立，实则都通过底层而有着相互影响、制约的千丝万缕关

系。即如淮安的烹调，从选料、配料、刀功以及火候，都极

为考究，而原料又俱取之本地，不尚珍奇，这固然是昔日

盐商、高官、富绅钟鸣鼎食的遗留，但却反映了淮安人民

凡事精益求精、力求不同凡响而又质朴的风气;同时，几

乎所有菜肴都讲究五味调和，从元大威大辣，是不是与淮

安人历来善和的心理有关呢?现在淮安的农民书画家成

千上万，其中很少有以狂和怪取胜者，恐怕与菜肴所包含

的自古以来的民风也不无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是淮安的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整体文

化是怎样的关系。相对于浩瀚无涯的中华文化而言，淮
安文化只是地域亚文化中的一支。它在各个层次上既体



现着又丰富着中华文化。换言之，淮安的烹饪、民俗、家

居建筑、诗文风格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但

是骨子里却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了亚文化之间以及亚文

化各个分支之间的这些差别，也就没有了民族文化的丰

富多彩，因而也难以万古流传。亚文化的各个分支在民

族文化中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淮安，由于她在中国历

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文化积累的厚重与影响的巨大，

显然更为值得开掘、研究、弘扬。

任何文化都是在前此文化的基础上的发展。继承和

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

可缺少的工作之一。为此，调查、整理各个亚文化的情况

是很要紧的。现在淮安市委已经这样做了，希望有更多

的地区把这一工作提到日程上来。

在现代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有的

同志说得好: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后的经济将是文化经

济。我想，这里所说的"文化经济"并不是指前些年时兴

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说，任何科技、经济都是人

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以往的文化要在人的科技、经济活

动中打上很深的烙印。 只有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

设起新文化，科技和经济活动才有灵魂，也才能持久不

衰。因此像淮安这样，用文字的形式把地区文化记述下

来，让外界了解淮安，让本地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家

乡，懂得地方领导之所以重视本地文化的深意，一定会成

为淮安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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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思考，也就是我之所以向家乡的领导建议编

撰淮安文化丛书的初衷，当然也是他们行动在先的原因。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出版了。我乐观其成，更希望

见到她眈社会效应:不但有利于现在淮安的经济腾飞，而

且对这一古来胜地的现代文明建设起到铺垫、启发、助产

的作用。

我爱家乡的过去，爱她的今天，更热切地期待着她的

明天。

是为序。

2002 年 8 月 12 日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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