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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在气候、物产上有其明显的共通性，在文
化上也有其较为统一的特点。实际上两宋时期江南地区
的有些典型特征已经形成，后经历代演变，逐渐形成具
有向心力和认同感的江南文化共同体，是江南地区重要
的精神纽带和社会中坚力量。属于“江南腹心”的湖
州，从古至今一直属于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梳理并传
承好湖州文化中的江南元素，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是湖
州文化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保护江南文化的文脉，开
掘江南文化的新风俗，在留住人们对乡土气韵、桑梓情
怀和历史记忆的依恋与渴望的同时，不断创新江南文化
的全新样式和民俗特色，让江南文化在和湖州生态文化
相得益彰的艺术效应中，实现新的融合与发展。湖州为
什么最江南？我们可以从自然地理、生产方式、居住形
式、经济发展、文化风俗等多个角度进行解析。

自然山水：长江中下游的缩影

江南地区地形地貌特征为丘陵、平原和多水。日本
学者斯波义信在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分析指
出，“湖州是整个长江中下游的缩影”，非常具有典型意
义。湖州地处天目山与太湖之间，西与南为山地丘陵，
东与北为水乡平原，山、水、林、田、湖、草，诸要素
齐全，是太湖流域的生态涵养地。地势西南高、东北
低，地貌分平原、丘陵、山地三个类型。自西南至东
北，依次呈山地、丘陵、平原梯级分布，俗称“五山一
水四分田”。海拔落差有1500米之多，形成了极为丰富
的亚地貌形态，兼具山地清幽之美与平原疏旷之美。

清《浙江通志》这样形容湖州的山水，“夫水源于
山，始分而终合；山别于水，始合而终分”。湖州西倚
势若奔马的天目山脉，境内重岗复岭，群山逶迤，异
峰突起，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78座，其中龙王山高
1587.4米，是江南地区的最高峰。山势磅礴，溪谷深
切，水流湍急，叠瀑壮观，覆盖着生态完好的原始森
林，是黄浦江之源头。元末明初的张羽《苕霅溪》诗
云：“巍巍天目峰，高大压南纪。崩泉初滥觞，奔放成兹
水。分流为苕霅，汇此古城里。”清范硕《水利管见》，
对湖州山水有非常精确的描述，“吴兴全郡半山半水”，

“吴兴居震泽上游，环郡皆山。其水自天目之阳,从余杭
而来者为霅水；自天目之阴，从孝丰而来者为苕溪。二
水会合，其应流入定安门、出临湖门，直趋大钱、小梅
等处以入太湖。其支流东行自运河之南，巨源百委会同
北流，向俱从乌程二十七溇、暨吴江九溇输泻入湖。”

俯瞰湖州大地，西和南是天目山系的山地和丘陵，东
和北为水乡平原。两者的自然景观截然不同，西侧山高林
密，幽深无限；东侧一马平川，空旷舒展。两大地理区块
的交接大致以东西苕溪为界，此间山峦呈指状伸展渐失，
山体与平原犬牙交错。东西苕溪水系在东部平原散作千港
万湖，形成密集的河网湖群，天目山脉尾闾的青山翠峰在
岸相映，“水逶迤而清深，山连属而秀拔”，构成湖州地区
特有的江南秀丽胜景，景观极为丰富，即所谓“山水清
远”。古人喜欢用“清远”来形容湖州独特的江南山水之
美，早在东晋咸和年间，谢安就“以吴兴山水清远，求典
此郡”（颜真卿《题谢公塘碑阴》），苏东坡在《墨妙亭
记》里也称赞“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

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吴兴清远图》是赵孟頫初
到北方怀乡所作，他把山水画表现“远”的空间意境的
手段推向了极致，辽阔的天空和开阔的水面竟占据了画
的绝大部分，中间从右至左在画幅中间画上逶迤的青
山，整体山势由近渐远，不断远去，延伸至远处的水天
之中。元末明初的徐一夔在画上题诗：“青山靡靡水悠
悠，水色直连山尽头，若欲更寻清远处，人间那复有湖
州。”赵孟頫在《吴兴山水清远图记》中详细描绘了天
目苕霅山泽逶迤，覆钟孤丘星罗棋布的清远景观，“春
秋佳日，小舟沂流城南，众山环周，如翠玉琢削，空浮
水上，与船低昂，洞庭诸山，苍然可见，是其最清远处
耶”。清代诗人画家沈宗骞更加自豪地说：“我吴兴山水
清远，甲于天下。”

山因水而清，水依山而远，古人有云：“游其地
者，短策可登，轻桡可泛，疏峰秀嶂，回渚环洲，下映
上探，皆成丽瞩。”湖州的山水田园风光，吸引历代诗
人或泛舟苕霅，或隐居天目，他们用诗歌很详尽地描绘
了湖州诗意的乡村环境、生产劳作与生活风俗。清乾隆
有“苕霅溪山吴苑画”之语，宋元以降，历代都有绘画
佳构表现湖州山水田园的清远之美。湖州山水相连，山
水相映，山因湖而青，湖因山而媚，村镇、城市因山湖
相映而秀气逼人，恬淡清新。因此，湖州自古就是令人
向往的宜居之地。《全唐诗·谚谜·湖州里谚》更称颂
道：“唐末五代，天下皆被兵，独湖州获免，其时语
云：‘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元代诗人
戴表元赞道：“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
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明代诗人德祥也
说：“平生只想住湖州，僻性迂情可自由。一片水声中
倚杖，几重山色裹行舟。”

人居环境：水做江南的典范

江南文化是在水中浸泡出来的文化。对于江南来

说，水是不可替代的特征，江南如果没有水，就不称其
为江南了。在江南的土地上，水就是命，水就是运，水
就是天，水就是地，许多诗人对江南的认知首先就来自
于水。江南文化独具“水文化”特质，水的善处下位、
待机而动，水的随物赋形、兼容并蓄，都给江南人带来
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智慧。

天目山是江南降雨量最丰富的区域，嘉泰《吴兴
志》载：“府以湖名，近五湖也，中有霅溪合四水也，
众水群凑而太湖虚受，坎流而不盈，习险而无泛滥，此
郡所以立也。”赵孟頫《吴兴赋》云：“自古始，双溪夹
流，繇天目而来者三百里。曲折委蛇，演漾涟漪，束为
碕湾，汇为湖陂，泓渟皎澈百尺无泥，贯乎城中，缭于诸
毗，东注具区，渺渺漭漭，以天为隄……”明王世贞对湖
州最直观感受是：“吴兴水至多，割地几十之五。”在湖
州，不同水域表达的词汇非常丰富，除了常见的江、河、
湖、溪以外，还有溇、浜、渎、渚、濠、泾、浦、湾、汇
等等，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它们赋予水不同的涵义，共
同组成了湖州作为江南水乡丰富而隽永的韵味。

水是唤起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临水而居，塑成了
人类对水的依赖与记忆，湖州历史上水与人和谐共生的
关系，家家户户都有船，水将运输、生产、生活连接在
一起，为记忆场所“物、场、事”提供了更深的印记。
湖州位于太湖上游，拥有64公里长的湖岸线，湖州先
民在自然水系的基础上开凿溇港，“横塘纵溇、位位相
接”，急流缓受、级级调蓄，实现了治水与治田的结
合。2016年“太湖溇港”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
录。湖州水乡多鱼，尤以菱湖为最，是四大家鱼发祥
地，桑基鱼塘系统形成了种桑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
池塘相连相倚的江南水乡典型的生态农业景观。2017年

“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傍水人家起楼阁”出自明孙蕡的《湖州乐》，“湖
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楼阁”。南宋释居简的《寄
湖州故旧》也云：“梦忆湖州旧，楼台画不如。溪从城
里过，人在镜中居。闭户防惊鹭，开窗便钓鱼。”来自
不同方向的溪流，将湖州城切割成一个个水中芳洲。城
市如同漂浮在水上，城墙同时也是防水的堤岸，城门同
时也是水流进出的孔道，城门也即水门。湖州因湖而得
名，又因城内外水域辽阔，自古就有水晶宫之美誉，唐
代杨汉公《明月楼》诗云：“吴兴城阙水云中，画舫青
帘处处通。溪上玉楼楼上月，青光合作水晶宫。”湖州
又被称为“水云乡”，唐代诗人郑谷云“远看城郭里，
全在水云中”。水是湖州的命脉，桥则是这座城市的纽
带。明代弘治《湖州府志》卷五《桥梁》记载：“吴兴
北临具区、南来苕霅之水咸趋于此，其间散而为溪港
者，不可胜纪，所以郡之桥梁尤倍于他所也。”湖州可
称得上是中国古桥博物馆，清及清以前的就有1200多
座，占整个环太湖地区的近一半，尤以宋元古桥群最具
特色和最富价值。

赵孟頫代表作《水村图》描绘的是当时典型的江南
水乡意象。湖漾密布，港汊纵横，密如蛛网般的毛细水
系，决定了东苕溪中游村落的滨水特质，都是典型的水
村。从德清下渚湖畔到城南碧浪湖畔，天目山和东苕溪
山水交汇、山水相偕之处，曲行的苕溪、孤立的山丘、
开阔的湖漾、黛青的远山在这里完美组合。湖州拥有南
浔、新市、双林、菱湖四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领衔的运
河古镇集群。主要市镇多位于水路要冲，它往往位于河
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
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镇，因水成
市。鱼贯而行的舟楫，穿梭来往，人员和货物因此流动
不息，构成独特的“水乡”风貌。

唐宋成型的湖州运河水系，拥有六纵五横的大型运
河网络，是江南运河的主要骨架，并通过密如蛛网般的
内河支港联系着广阔的水乡腹地，以至平原之地几乎村
村都有舟楫通行来往。早在唐代顾况的《湖州刺史厅壁
记》就誉湖州是“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的名郡。明万
历时已是“东连吴会，西达金陵，碧湖荡其脑，具区溃
其尾。民艺稻秫桑麻，士习弦诵，四方之贩夫去留阗
溢,伟哉一都会。”唐宋起，无论官员、诗人还是商人都
选择湖州路线而不走杭嘉路线，因为这条路线的风光和
景物比杭嘉段更美，行船也更加方便，不需要过堰闸。
当时运河沿线有许多夜航船，《中吴纪闻》中也称“夜
航船惟浙西有之”。

发展模式：农商皆本的标杆

江南自古富庶，江南文化有着浓厚的重商传统，重
视实践理性，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江南百姓注重物
质生活，也讲究物质享受。两宋以降，随着商品经济发
展和城市、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农商并行
发展的“农商社会”，经济结构体系则是农业、商业、
手工业和牧业为基础的多元并行经济。湖州拥有优越的
区位位置和便捷的水运交通，周围是大量的城市聚落，
南京、苏州、杭州，丝绸之路联通全世界，市场广阔，
在湖州强大的经济力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优美的山水
三者在湖州相得益彰，既有素朴的田园风光、隐居小
舍，但也带有市井的奢靡之态。明王道隆说湖州地区

“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资则富屋
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用为长乐，差有僭逾之风

焉。”显然，这种情况在湖州城乡颇为普遍。
湖州文化的融合特质使湖州人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随着明清农商经济的兴盛，很快容纳和融合了商业文
化。《药言》是明湖州乌程人姚舜牧创作的家训作品，
亦名《姚氏家训》。姚舜牧认为：“人须各务一职业。第
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外此为工为商，皆可
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以免祸。”清乌程人沈垚更
发出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振聋发聩的观点，“工商
皆本”的理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丝绸、瓷器、茶叶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对外贸
易输出的三大宗商品，是世界文化和文明版图中独具东
方特质的中国文化符号。湖州是世界丝绸文化最重要的
发祥地。入宋后，已有“湖丝遍天下”之美誉，成为中
国蚕丝主要产地，直至近现代。依托运河的江南丝路，
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近代上海开埠
后，湖丝出口贸易剧增，清光绪以后，湖州生丝贸易更
在浙江省占半数以上。湖州东苕溪中游是目前国内已知
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是一直不间断生产
的原始瓷产地，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
国瓷器的源头。德清窑是以黑瓷与青瓷兼烧，以青瓷为
主而以黑瓷闻名的古窑场，德清窑是从东汉一直延续到
唐宋的一个完整窑系。上海青龙镇是唐宋重要的贸易港
口，青龙镇遗址发现大量唐代德清窑瓷器。湖州是中国
最早利用茶的地区之一，陆羽隐居湖州著《茶经》，湖
州因此就有了“茶道源头”的美誉。颜真卿、杜牧作为
郡守都曾驻守顾渚山督造贡茶，因此留下了许多唐代的
诗篇和摩崖石刻，成为珍贵的中华茶文化遗产。如今的
湖州，长兴紫笋、安吉白茶、莫干黄芽，都获得了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都是风靡一时的佳茗。

雕版印刷技艺开创了人类复印技术的先河，两宋之
际，湖州思溪王永从家族刊刻的《思溪藏》是国内外公
认的南宋版典藏珍本。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常盛
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后，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
时期，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以晟舍闵、凌两家
为代表，先后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尤以雕版套色印书
闻名。织里书船是古代水上流动书店，专门送书上门，
织里书船业至清代仍久盛不衰。

湖笔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毛笔，被誉为“笔中之
冠”，“文房四宝”之首。明謝肇淛在《西吴枝乘》中称
赞湖笔“毛颖之技甲天下”。湖笔蜚声四海始于元，钱
舜举的画、赵孟頫的字、冯应科的笔被并称为吴兴三
绝。“湖俗出笔工，遍海内制笔皆湖人也，其地名善琏
村”，他们既是制笔工匠，又是贩笔商人，“善琏人多以
笔为业”。清代以来，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大的湖笔非王
一品莫属。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湖州镜始铸于北宋，兴盛于南宋，使湖州成为宋代
铜镜的铸造和销售中心。其中石家镜是宋代铜镜中行销
覆盖范围最广、考古发掘出土量最大、传世流通量最多
的铜镜。湖州镜的产量很高，销路甚广。湖州铜镜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大宗贵重出口商品之一。明代的湖州铜镜
铸造业在继承两宋时期铸造工艺和传统的基础上，再一
次成为全国铸镜中心，并持续影响至清代晚期。薛家镜
是明、清时期湖州薛氏家族所铸铜镜的统称。薛家镜以
造型古朴、质量上乘称道一时。

世风移易：尚武到崇文的范例

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
的特征。其实，江南文化刚柔兼具，既有杏花春雨、款
款柔情，也不乏铁马秋风、铮铮侠骨。历史上的江南经
历了由尚武而至尚文、崇勇而至崇教的漫长演变，梳理
江南文脉，不难发现，早期的倔强、勇气，依旧构成今
人不断超越、创新的精神底色。六朝时期是江南文化的
嬗变转型阶段，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非常明显。至唐宋
已是“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教
育科举发达、文化艺术繁荣，江南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
人文奥区。

湖州早期文化特征尚武。吴越之间的相互征战，血
族复仇演绎着吴越文化的尚武精神，莫干山就因莫邪干
将在此铸剑得名。秦末项羽避仇吴中，选中苕溪众水交
汇的江渚汇筑城屯军，城墙高筑，四周开城壕，这就是
著名的“项王子城”。项羽的江东八千子弟多半出自尚
武的乌程县，号“乌程兵”，是中国古代最强悍的军团
之一。湖州尚武的习俗一直相沿至晋代，西晋左思《吴
都赋》中还提到吴地“士有陷坚之锐”。当时吴郡尚有
以义兴 （宜兴） 周氏、吴兴沈氏为代表的“武力豪
宗”，拥有强大的部属、家丁。从南朝开始，湖州逐渐
由尚武向崇文转变。沈家由“武力豪宗”向“文化士
族”转化，出现了沈约、沈重等文化名人。这种转变与
谢安、王羲之、柳恽等众多文化宗师来守吴兴有关，湖
州的清远、清丽融入了他们的风雅、典雅，奠定了湖州
之后千年的文化发展基调，是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积
淀并最终塑造了湖州闲雅尚文的文化形象。

湖州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藏书
刻书家和各类学术大师，诗文书画戏曲成就独领风骚，
学术流派众多，成就显赫。唐顾况在《湖州刺史厅壁
记》称赞道：“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冠簪之盛，
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唐宋以后，“湖俗好儒

术”，“儒风盛于东南。自湖学始急于进取”。宋代教育
家胡瑗创立的“湖学”对湖州影响至深，分斋教法培养
出来的湖州人富有科学精神，善治事。唐代至清未，湖
州进士及第的共1530人，其中，历代的状元就有18人
之多。近代以来，湖州人积极投身中国近现代史上思
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进步与创新，大批湖州学子成
为新中国杰出的科技领军人物。“两弹一星”元勋中就
有三位湖州人：钱三强、赵九章、屠守锷。

历史上，与湖州渊源深厚的书画大师多，王羲之、
王献之、颜真卿、苏轼等都曾在湖为官；湖州本土的书
画大家多，曹不兴、张僧繇、燕文贵、赵孟頫、王蒙、
吴昌硕等都是开宗立派的书画俊才；大师传世佳作涉湖
题材多，《吴兴帖》《湖州帖》《苕溪诗帖》《西塞渔社
图》《吴兴山水清远图》《青卞隐居图》……这是绢本、
纸本里的“湖州”，是泊在经典书画里的“湖州”。国内
外各大博物馆的中国书画藏品中，我们能找到更多的

“湖州”印记，清远“湖州”入书入画，国内无出其
右。因此就有了“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美誉。

湖州山水相偕的田园风光，吸引历代诗人泛舟苕霅
运河，创造许多属于湖州的唯美意象。出自柳恽《江南
曲》的白蘋洲，成为分手送别，思念断肠之地的象征，
在《全唐诗》里，涉及“蘋”“白蘋”的诗多达几百首
之多。张志和的千古绝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
鳜鱼肥”，传递的清远意境只有在江南的湖州寻觅。唐
代大历年间颜真卿来守，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人集
团，使中唐成为湖州历史上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唐
代湖州本土诗人皎然、孟郊、钱起，客居诗人白居易、杜
牧、温庭筠、陆龟蒙等等都曾留下美篇。湖州的运河航道
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航道，苕霅溪上最美丽的风景都在一个
个河湾上，远山近水，移步换景。两宋数得上来的诗人都
歌咏过湖州：苏轼、欧阳修、姜夔、吴文英、范成大、杨
万里、陆游……留下了无数精彩华章。

湖州历代有收藏的传统，保存和保护了大量的历史
文献和文物。沈约是南朝中国藏书第一大家，两宋以
后，湖州有记载的藏书家就有叶梦得、陈振孙、赵孟
頫、茅坤、臧懋循、陆心源等100多人。叶梦得的“紬
书阁”、茅坤的“白华楼”、陆心源的“皕宋楼”、刘承
干的“嘉业堂”都是江南闻名的藏书楼。近代庞莱臣的

“虚斋”则以藏画誉满天下，上博、南博、苏博的书画
镇馆之宝大多出自“虚斋”。湖州藏家广搜博藏，刊刻
珍本、善本，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文化传承上有
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刻书事业的
繁荣。

明清江南不仅是小说商品的生产中心，亦为其消费
中心。湖州有小说戏曲的创作传统，早在南朝梁时候吴
均著有《继齐偕记》，书中七月七日织女渡河会牛郎故
事，五月五日作粽祭屈原故事等等，常为人引作典故。
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沈亚之的《湘中怨解》
《异梦录》《秦梦记》等篇，被视为唐代传奇创作开始进
入全盛时期的标志。而明凌濛初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他所著《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与冯梦龙
所著的“三言”，合称“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短篇小
说的代表。凌濛初也是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臧懋循
是明代以收藏和刊刻戏曲杂剧为特色的藏书家，以编著
《元曲选》而闻名。《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西游
补》的作者董说都是明末清初南浔的小说家。

湖州春轧蚕花、夏抬猛将、秋祭防风、冬舞百叶
龙，真可谓“自古江南风俗美”，这些民俗活动以各种
形式至今仍流传于南太湖畔，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州共有防
风传说、龙舞、灯舞、湖剧、湖笔制作技艺、蚕丝织造
技艺、绿茶制作技艺、蚕桑习俗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湖州素称鱼米之乡，是中国精耕细作生产和精
致细腻生活的典范，是全国淡水鱼基地，湖州厨师推陈
出新创新制作出了“百鱼宴”，运河沿线的练市、新
市、双林等运河古镇的羊肉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
风味。

千百年来，美丽富庶的江南是人们向往的乐居福
地，江南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
念、体现追求精致和诗意的江南生活态度。人间风景千
千万，唯有江南带着流水的轻巧，漾出时光多变、沉醉
千年的模样。千姿百态，源远流长，唯美惊艳，余波绮
丽，绕梁不绝，对于湖州江南文化而言，也很难通过一
种框架结构写出它们的全部生动，呈现它们全部韵味，
还原它们的全部景象，也许道不尽、说不明、看不透、
理不清，正是湖州江南文化所特有的朦胧之美。

一泓泓澄澈碧水粼粼而起，漫漫岁月中流淌着水乡
的清秀，一座座宋代石桥横跨在平静的水面，或优雅别
致，或玲珑飘逸，或婉约深情，呼应着近处的粉墙黛瓦
和远处的青山隐隐一起涌入眼帘。游览其间，如一叶扁
舟，穿行在青山绿水之中，两岸历经风浪的斑驳和亘古
柔情的胜迹，特别那些破茧成蝶的水岸人家，风尚别
致，都是由世代相传的生活风俗习惯以及行为方式的延
续而构成的，即便是在琐碎寻常的日子里，浮现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江南符号，也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基因和生生
不息的传奇。即便是到了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历史风尘不复
存在，水做的江南，那种诗情画意，依然是飘扬在人们
心头的温暖记忆！

湖州为什么最江南湖州为什么最江南？？

西塞山旅游度假区风景美西塞山旅游度假区风景美。。 记者记者 项飞项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