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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域下的江海文化品格及其当代价值①

陆晓云，杜燕兵
（南通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７）

摘　要：江海文化是特色鲜明的苏中地域文化，具有多元而浓郁的精神格局和成因基调。将江海文化融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视域中进行研究与探讨，挖掘江海文化的时代价值，同时将非遗传承与设计实践结合、将科研项目与校园文化建

设并举，是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途径。江海特色文化不仅仅焕发出城市的活力和魅力，还带来了民族文化的繁荣与

自信，更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和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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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海文
化发祥于江苏中部地区，是长江和黄渤海交汇处

形成的一种广博而又独特的地域文化。江海文化

多元共存，江海风情中既有海派文化的风韵、吴越

文化的精致，又有江淮文化的婉约和西楚文化的

豪放，甚至西北少数民族的彪悍也对之产生过影

响和辐射。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

舞蹈、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戏曲等方面。如：曹

瘦脸儿的故事、花子街、范氏世家诗文、蓝印花布

印染技艺、板鹞风筝制作技艺、仿真绣、红木雕刻、

木版年画，海门山歌、吕四渔民号子、海安花鼓、跳

财神、跳马?、梅庵派古琴艺术、童子戏和评弹北

调等。

从江海文化体系、江海文化特色，再到江海文

化的品牌建设，都曾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和热切

关注。研究江海文化，挖掘苏中本土具有代表性

的非遗文化项目，对了解百姓的生活方式、审美追

求和价值观念，焕发城市的活力，传承民族文化基

因，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达到文化艺术的共同

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江海文化建构的精神格局
江海文化是由沧桑悠远的移民创造，从城市

规划、建筑风格，到人民群众生活习俗、风土人情、

审美内蕴、社会心理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其主流思

想所带来的浓厚熏染。江海地域滋养出来的文化

艺术，无论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还是

文学作品，都独具内涵并彰显出多元文化的精神

特质和历史格局。

（一）海纳百川的襟怀

江海文化来自积沙成洲的江河海洋交汇处，

这样的地理环境多年来保持了独特的发展取向和

趋向，具有过渡地带的显著特色，并且产生着深远

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具有海纳百川般的襟怀和

气度。

自５０００年前的原始青墩文化伊始，就有一批
批的先民流入这片新陆沙洲土地，从此不同文化

背景、志趣爱好、性格特征的人民在江海大地繁衍

生息。经过了长期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新的文化

开始萌芽生发。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婉约的江淮

文化，精致的吴越文化，豪放的西楚文化，甚至还

可以感受到彪悍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①。在一个

融汇包容的氛围中，大到城市的建筑装饰、河流规

划，小到人们的礼仪风俗、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工

具制造，都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和文化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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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戏是受荆楚巫傩文化影响深远的一种江

海戏曲，它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传承和变迁。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童子戏发展到了巅峰，表演艺术家

对其进行了改革创新，逐渐摆脱巫觋的功能和色

彩并向地方戏曲嬗变。新童子戏不仅引入了民间

曲调、号子节奏，并且借吕剧的故事、京剧的舞美、

越剧的表演、歌剧和话剧的表现手法等，呈现出海

纳百川的襟怀气度。

江海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互动交

融，更是对海外文化的借鉴吸收，近代实业家、教

育家张謇先生曾多次赴日考察，“师夷长技”才有

了南通“近代第一城”的美誉。苏绣大师沈寿在

欧洲看到古典艺术的造型、色彩以及光影效果之

后深受启发，回国后对传统的苏绣进行改良，融入

日本的刺绣手法，创立了对中国刺绣艺术史有着

重大贡献的“南通仿真绣”，这些都是江海文化中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展现。

（二）勤勉勇毅的品格

江海平原由千里荒滩变身为良田沃野，是勤

勉勇毅的江海儿女代代垦殖、农耕、渔猎、煮盐的

结果，如今它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富庶之地。江

海儿女在晒卤煮盐过程中创造出民间舞蹈“跳马

?”，严肃而神圣舞蹈既接地气又具生命力。不

仅是盐民追思英烈、祈福消灾愿望的表达，也是盐

民勤劳智慧、不畏强权、勇往直前的精神展露。舞

蹈动作简单而铿锵，马?佩戴银针、马铃和马扦增

添了威武气概，还可以看到登船、取贝、挑烂灰、泼

卤子等劳作姿势。

民歌是人类古老的艺术形式，流传在口头、植

根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最能表达江海人

民热情开朗的个性。在打渔、行船、农耕、卤盐过

程中，随时随处他们会用音乐的语言来表述欢快

的心情和无畏的勇气。“吕四渔民号子”是典型

的江海劳动号子，渔民们用它来协调节奏、传递信

息，同时抒发感情、舒缓压力，在老渔民的记忆里

只有唱着这些号子，劳作的时候才有劲，才能做到

步调一致。不同节奏、不同旋律的号子，跌宕有

致、辉映成趣。生动记录了江海人民艰苦自立、勇

毅力行的精神面貌①。所以“勤勉勇毅”是江海文

化的传统精神，是江海儿女奋力开拓的品格特征。

（三）敢为人先的胆识

同湖湘文化中的“敢为人先”精神一致，江海

文化源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含有先秦荆楚

文化的基因，寓意着勇敢和创新。特别是中国近

代时期，这种精神表现尤为突出，湖湘地域有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有曾国藩团练湘军与太平天

国鏖战，有谭嗣同等志士积极救亡图存，在辛亥革

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湘地域还涌现出一

大批具有大胆创新精神的改革家②。

江海平原在长江入海口，古代曾经是统治者

流放囚犯的偏远地区。先民们在人迹罕见的荒滩

上从事危险和艰苦的工作，必须用自己的精神意

念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所以江海文化本身就

是一部敢为人先、不断开拓进取的文化，力求完美

精致、合理适用。例如“北鸢南鹞”中的之“南鹞”

就指江苏的板鹞风筝，它融合了扎裱、彩绘、刺绣、

书法、雕刻、漆工和音律等多项工艺技能，具有形

式独特、设计考究、工艺精准、平衡性能和驭风性

能优越等特点③。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

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江海儿女大胆想

象和勇于创造的具体展现。

二　江海文化的成因基调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

隽永的美、永恒的情和浩荡的气。”习近平总书记

如是说。一个地域的文化格局展现了历代民众的

审美意趣、性格特征和精神气概，赋予他们创新发

展的力量源泉。因此江海文化是根植于江海儿女

内心的精神画卷，江海儿女打造、成就其文化基调

并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

（一）青墩文明———铸就民族文化的根基

民族文化是人类创作最古老的根源，可以追

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１９７８年 ４月人们从
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了文化层，还发掘出土

大量的文物，其中古陶、石农具、骨针、纺锤等物有

８７０多件，几乎可以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相媲
美，这说明了民族文化在江海平原 ５０００年前就
曾有过辉煌。

青墩遗迹展现给我们的是５０００年前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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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森：《南通民歌彰显江海文化特质》，《南通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第Ａ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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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明，出土的文物让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代

表着原始几何学最高水平的陶豆圆形柄装饰纹，

解决了学术界关于石斧如何装柄难题的青墩带柄

穿孔斧，被认为是中国最原始易卦符号的青墩麋

鹿角刻纹符号，我国首次出现的原始狩猎工具鹿

角回旋镖以及我国首次发现的五六千前的“干栏

式”建筑……青墩文化中众多的之首、之最，为中

国史前文明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青墩文化是艺术衍生的土壤。青墩遗址出土

的遗物不仅是古人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录，

更是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印迹。青墩文化遗址

中出土的精美器物，特别是古朴的玉器，从磨琢手

法中我们可以发现青墩古人在有意模仿其它地区

的琢制技法，但是又结合自身本土文化的特点创

造出新的风格，由此可以看到江海大地的原始居

民已经具有了包容创新的意识。青墩文化遗址的

发现甚至还印证了中日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来

往。有考古学家指出，日本稻田文化和制陶技艺

就是从青墩传播出去的。所以文化的开放互通自

古就有，甚至并不逊色于现在的国际交流。青墩

文化的发现将江海文化的起源向前推进了３０００
年，也展现出青墩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

史意义。

（二）移民风情———交织彩锦画卷的底色

江海地区是江海交汇和南北地域的文化交界

处，其中有史料记载的人口大迁移有四次。不管

是官府流放的囚犯，还是为了生计移居到此的流

民，他们带来不同样式的文化元素并与当地的文

化发生碰撞和深层的交融。

南通彩锦绣技艺源于传统民间刺绣艺术，是

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回归，是对苏州刺绣和沈

绣艺术等本体语言的强化，被专家誉为“传统与

时代的成功结合”。海安苍龙舞不仅有北方气质

的刚劲古朴，还有南方性格的纤巧秀美，融合了南

北两派的舞龙风格。还有江海技艺中的木版年

画、红木雕刻、板鹞风筝、蓝印花布印染等传统工

艺都具有明显的古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在一

代代移民交流和传承的基础上得到了创新发展，

成为江海文化画卷上的亮丽底色。

江海地域具有淮风吴韵特色的方言，是土著

与移民迁徙所带来的江淮文化、吴越文化相互渗

透的结果，且形成“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的

有趣格局。“江山控于吴越，风俗邻乎邹鲁”（明

《万历通州志·风俗》），江海之地处于齐鲁、荆

楚、吴越三大古文化的交汇点，受南北文化撞击、

移民文化交汇，不仅语言丰富，风俗更是多样①。

除此之外，在江海地域的建筑样式上也可以看到

移民文化带来的影响：淮风的拘谨和吴韵的清新

兼具。北部地区多为三合院围合的天井民居，屋

脊正纹是具有淮地风格的马头墙装饰。而南部地

区受江南吴文化的影响，具有灵动的江南风格，建

筑屋面是黑色蝴蝶瓦，檐部是勾头瓦和滴水瓦，配

饰以清新雅致的花卉纹样和几何纹样。

随着近现代南北文化交融的密切，京剧南北

两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梅兰芳、欧阳予倩都曾受

张謇的邀请来更俗剧院联袂登台演出。学者王国

维、陈师曾等也曾在此执教。韩国文人金沧江曾

在此寓居多年并出版了众多的文学著作。浓郁的

文化气息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如扬州八怪之

一的李方膺、中国著名的导演赵丹、当代著名画家

王个鋎、袁运甫和袁运生等。江海大地一时群英

荟萃、流派纷呈，他们都为江海画卷涂抹了一笔笔

亮丽的底色。

（三）文博教育———孕育江海兰蕙的芳菲

崇文尚教的江海大地人才辈出，不仅享誉当

世而且载入史册，文博教育已成为江海文化的一

张亮丽名片。特别是宋、明以后百花齐放、名家迭

出，如：实业教育家张謇、书画家范曾、诗人卞之

琳、教育家胡瑗、医学家陈实功、文学家冒襄、戏曲

家李渔、画家李方膺、京剧艺人王鸿寿等。

中国近代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后于

１９０２年创建翰墨林（编译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座师范院校，１９０５年创建南通博物苑，
１９０７年开始创办《星报》周刊，以及《通报》《通海
新报》《南通日报》《南通报》等５种报纸，１９１２年
创立南通图书馆以及医学、染织等高等教育院校、

师范专科学校等，１９１９年还创办全国第一所新型
的戏曲学校———伶工学社以及农科大学等等诸多

文教事业②。此后，在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形成了

国民素质教育系统。美国教育家杜威也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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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坤武：《淮吴风韵：南通文化特色之二》，《南通职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张廷：《栖张謇与江海文化现代化———试析张謇对江海文化的贡献》，《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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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

中心也。”张謇在江海大地所创建的实业，犹如梵

高画笔下的星空，多姿而迤逦，张謇在江海大地所

创建的学校，恰似他濠南别业前的紫藤花，清香而

葱郁。如今，博物馆群几乎覆盖着江苏的每一个

城市。

范曾先生出身于江海平原，一个有着十三代

诗人的书香门第。他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导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导师等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多元

文化特别顾问”。范曾先生在文、史、哲诸多领域

建树颇丰，倡导“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理念。

他传道授业，温故知新，通古今之变。在历史与当

代间，艺术与受众间以及个人与国家间搭建了一

座座文化桥梁。

卞之琳《断章》语言平实而别具韵味，透露着

人生哲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

上看你”营构了几组意象诗境，道出了人生智慧

哲理，与中国诗词文化一脉相承。赵丹是在江海

文化滋养下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也是电影事

业的奠基人之一，塑造了多位经典的荧幕形象和

时代影像。

不论是实业、教育、文学、书画，还是戏剧、民

艺，江海文化滋兰养蕙，芳菲远播。

（四）盐垦牧业———彰显精神道德的魅影

江海平原盐业在汉景帝时期开始萌芽，唐代

以后逐渐形成规模。晒盐的人大多是流民，在恶

劣的生存环境下，他们需要终日劳作，受奴役的同

时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大毅”“大勇”是他们

在艰难困苦中恪守的信念。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

美德，才有了今天江海平原的良田沃土。勇毅力

行的性格使得中华民族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能够

自强不息、不断攀登、化险为夷①。

张謇先生深受中国儒学影响，信奉君子务实

的经世理念，他造福了江苏一方，而影响波及全

国。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张謇深受打击，他意识到

中国想要有所改变，要么革新政治要么创办实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内心经历巨大挫

折之际，仍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毅然请辞翰林

院后回乡创业。先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大生纱

厂，随后为了解决纱厂纺纱所需棉花的短缺，以及

江海一带许多劳动力的出路，他萌发了围滩垦牧

的想法并以身示范，亲自带领数万江海民众来到

沿海滩涂，历经十载，使原来“行于穷海近处，百

余年荒漠之滩，高止有天也，下只有海也”的地

方，变成了“堤自堤之，渠自渠之，须行而自为路，

须渡而自为梁，须居而自为庐舍，须垦且牧而自为

沟恤盯场”（《通海垦牧公司说略》，《张謇全集》

第３卷，第２３１页）的桃花源。张謇先生不仅理性
爱国，更是十分推崇“泛爱众而亲仁”的儒训，一

生十分节俭不为己谋利，慷慨解囊救助国家，在纱

厂和盐垦公司经营过程中树立起道德典范。

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之时，学习和发扬张謇

等江海儿女的自强不息、义利并重、勤俭务实、求

是创新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三　江海文化的时代价值
不同时代的江海文化蕴藏着不同的审美理想

和精神特质，从实用唯美的生活物件到寓意深厚

的精神寄托，传递出江海地域儿女的淳朴风情和

信仰追求，彰显了苏中地域的文化底蕴和时代

价值。

（一）求新求变的倡导

江海文化是江海儿女在追江赶海、走南闯北

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文化，是衣食

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历史沉

淀。它的形成与复杂的自然、地理、经济因素以及

人文因素相关，其中诸多形式均借助多元的艺术

表现。艺术需要个性的彰显和创新的思维，在传

承经典文化中需要凭借卓越的创作理念，赋予每

件作品灵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与人们

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而非遗传承的难点和重点

在于培养传承人的创作理念和创新思变能力。

江海文化固然有其历史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取

向，但是在文化发展的新时期，江海文化已经找准

了自己的发展定位和文化价值。江海文化主动担

当文化建设的先锋和责任，肩负起非物质文化发

展的历史使命，借鉴吸收东西方优秀文化，盘活、

创造出有价值的时代作品，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

作出贡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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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灿新：《当代中国伦理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２页。
刘芳：《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战略考量》，《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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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界合作的引领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与消亡的现象，采

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整合个人、团体、政府和民众

的力量推动文化的传播、研究和创新。在保护与

传承过程中，高校、教师、传承人与地方政府可以

多方合作，发挥带头引领作用①。高校具备文学、

艺术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人才，高校教师是构建江

海文化的一条无形纽带。教师和传承人应该主动

开展跨界交流与合作，搭建学校与非遗传承的教

学合作平台。高校还有着与公司企业、文博展馆、

政府机关和科研机构等长期交流合作的渊源与经

验，这使其在继承和传播具有流变性和综合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更有资源优势和责任使

命。跨界合作的高校和地方政府可以碰撞锤炼出

具有传统魅力、江海特色、时代精神的经典的文化

艺术作品。

（三）文化自信的支柱

优秀的江海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知、精神内

涵和文化自信，它也是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

挖掘，不仅可以培养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共鸣

和研究，而且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战略，抓住中

国文化发展机遇、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探索

更为成熟的文化传承体系。习近平指出：“优秀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

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在习近平

总书记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发展带来了潜

力和源泉，是治国理政的谋略思想，非物质文化遗

产给了我们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让我们更深刻

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和制度自信的内涵和意义。

四　江海文化的传承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的传播过程和传承方

式中显得枯燥而单一，只有少数市民大众会查阅

相关资料书籍，大部分市民了解非物质文化的内

容形式比较少，比较难以触及非物质文化的真谛。

自２０１１年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来，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渐趋常态和规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也成为打造地域品牌

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一）传承教育基地的增设

随着教育、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趋势进程加

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和传承途径也面

临威胁，革新和改良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新一代传承人的培育以及对参与民众的引导和培

养工作不容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化的取

舍、针对性的培养、创造性的转化、多元化的传承

工作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把它作为一项重要

的教学资源，从校园文化抓起，构建地方高校的非

遗特色课程模块和选修课程模块。如在公共艺术

课中增设风筝制作技艺课、蓝印花布艺术鉴赏课、

昆曲艺术欣赏课等。吸引非遗传承人和企业入校

为学生授课，同时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提供理论

课题研究平台。另外，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平台

优势，从娃娃抓起，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和技术指导。

（二）研究团体机构的建立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遗研究

机构，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作用，合理

运作科研服务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

社团、特色工作室等。

早在清代，张謇聘请沈寿在江苏创办女红传

习所，传授刺绣艺术。还有戏剧家欧阳玉倩教授

戏曲表演，形成了江海地域非物质文化多元的团

体机构，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有志于非遗文化

传播人士的积极性。如今，大家在开展丰富多彩

的非物质文化活动的同时，需要将一些从事非遗

文化研究和保护的民间组织统筹到教育机构、政

府机关的文化传承和日常保护工作中来。工作室

可以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民间优秀艺人

负责，沿袭传统的师徒教学机制。各阶段的学习

课程由负责人编排，在实践交流和讨论中学习，理

论和技能共同提高，培养出思想创新、底蕴深厚、

技艺扎实的非遗传承人。

（三）数字媒体博物馆的开辟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不断追求精

神愉悦和文明滋养。手机、电脑、流媒体等高新技

术和数字媒体形式受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

学历层面的人们追捧，数字化网络平台展示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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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也受到市民大众的肯定与青

睐。欧洲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众多，德国、法

国、荷兰、西班牙和芬兰等国家长期致力于数字技

术、网络技术和交互平台的研究，寻求数字媒体技

术、互联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存。

伴随数字化网络平台的出现、深入和多样化

的发展，人们拥有掌握信息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和图片可以自由进行下载

存储，与更多网络朋友和媒体可以进行互动与体

验，零距离地享受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的认

知。同时通过这个平台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

国内外数字媒体博物馆的相继成立，人们更热衷

于通过网络平台和数字设备虚拟现实，建立全面

信息资料库，展陈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丽形式

和丰富内涵。人的感官体验探索，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带来了新的契机。数字媒体博

物馆的开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交流创

造了更多的方式。

结语

关注江海文化，整理江海文化样式和相关资

料，是为了更好地复兴这块曾经辉煌过的民族文

化，让江海文化散发出的时代气息和精神魅力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窗口。通过国际的文化交

流与艺术对话，构建人类文化艺术共同体，让世界

了解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全面深刻精准的

认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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