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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

黄亚洲：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王旭烽：时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著名女作家

薛家柱：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一级作家

徐关兴：时任东方文化园董事长

聂 震：时任《安阳日报》总编辑

任 伟：时任郑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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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特质的湘湖文化 萧山的精神气质
记者 金烽邱芳

2006年4月20日，由萧山日报和杭州日报联合举办的“古都文化使者湘湖论道”在湘湖的掬星岛举行，为4月21日湘湖一期开园预热，为4月22日
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开幕助兴。这是萧山人“圆梦湘湖”迎来的第一场全国性的大型论坛。

谈古论今话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文化使者们心中的净土。这一天，来自西安、开封、洛阳、郑州、安阳、南京、北京、杭州的“古都文
化使者们湘湖论道”，从江河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京都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开篇，说一说古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论一论休闲文化的走向和趋势，
为湘湖的保护与开发出谋划策。

值此湘湖迎来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将当年记者专访文化使者的实录重新进行整理，系统集中呈现出来，很感叹今天我们依然能领略到当年文化使
者们对文化见解之深远，对湘湖文化之关切。

“一弓一箭”射出中华千年文化

萧云儒：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我觉得可以用
一条纬线和一条经线来概括，这两条线写就了中
华灿烂文化的上篇和下篇。

纬线，由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咸阳串联起
来，构成夏、商、周、秦、汉、唐等的都城，是中国历
史上的辉煌时期，是中华民族有为精神发挥最恣
意汪洋的时期。礼乐的秩序化，秦朝制度的管理
化，汉代儒学的精神提升，才有了隋唐帝国的辉
煌。

杭州、南京、北京构成了一条中国历史的经
线，宋、元、明、清在此立都，这是一条古运河线，成
就了中华民族另一个时期的辉煌。

这“一弓一箭”射出了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与历
史，织就了中国历史文化灿烂的锦缎。杭州是处
于经线的最南端，西安处于最西端，北京处于最北
端，这是一个鼎足之势，是否可以说，这样一个“三
角”构筑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稳态。如果八大古都
多加强联系和互动，必定能让世界注目。

每个城市 都要有自己的魂魄

叶广芩：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之前是在西安
的周至。

周至，是我挂职六年的地方，我在那担任县委
副书记。我住在县委大院，晚上推开窗户，树影婆
娑，看着藤蔓进进出出缠绕着，就想起了白居易。
县委大院自汉朝以来一直都是县衙的所在地，白
居易也曾在这里待过。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来
到了周至当官。白居易在山外挖了一棵蔷薇花种
在了南墙下，写了一首诗：“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
庭前一种春。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
人。”在这诗句里，在院子里，我感受到了白居易当
年的些许心绪，也许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魂魄。

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魂魄。一个城市的文
化分为三个档次，一是风光建筑，二是习俗或文
化，三是城市性格，人民的集体性格，这就是城市
的魂魄。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人们的脚步是否
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让历史的灵魂追上来，用我们
的心去感受。西湖有副名联：面面有亭环水抱山
山抱水，心心相印引人传意意传人。面对祖先留
给我们的文化财富，我们要更为持重，更为谦虚，
更多珍惜。

萧山的湘湖与西湖是姐妹湖，湘湖有着自己
的别样的魂魄，这也是萧山的魂魄。

文化发展要与人们的需求结合

宋继敏：白居易曾在西安当过官，在杭州当过
官，也在洛阳居住过，这也许就是大家的一种缘
分。

古都文化的发展需要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
我觉得古都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面
对这种财富，我们要敬畏，我们要保护，还要让大
家了解。这就需要与现代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和
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结合起来。

洛阳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据考证，先
后有夏、东周、东汉、隋、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
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古都。提
起洛阳，人们肯定会想到牡丹。洛阳的特色是“千
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有1000多个牡丹品种。
洛阳人，到牡丹花开的时候，有一个相约赏花的习
俗。赏花是一种雅趣，当这种百姓的需求与经济
发展结合起来的时候，洛阳推出了洛阳牡丹花卉
节，不仅将这种文化传承下来了，而且获得了比较
好的经济效益。

今天，我们在杭州，在萧山，在湘湖，我们感受
到的无论是吴文化，还是越文化，都带有强烈的经
济因素和时代的因素。

江南文化适合休闲

王永平：我离开萧山的时间和在萧山生活的
时间一样长，也许在萧山人看来我是北京人，在北
京人看来我是萧山人。所以，我从一个文化看客
的角度谈点北京和杭州两地文化上的差异会比较
客观。

北京文化，有一种威严，它的山、水、路、桥，让
人充满敬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博大。以北
京的戏曲京剧来讲，这些脸谱都是不让人亲近的，
让人看着还有些害怕，而不像江南的越剧，温柔婉
约。江南的文化更具有亲和力，是没有距离感的。

江南文化打造休闲文化更有基础，萧山现在
正在向这个方向进发。休闲说起来更多的是心态
上的一种享受，是要放松的。休闲其实要有经济
实力，是要花钱的，而且是非商品性的，只是一种
体验。从杭州、萧山来讲 ，经济是有基础的，这里
的人也比较会享受的。要注意的问题是，休闲既
是商品性的，也是文化性的，要从细节上规划，要
精致，要更有特色，休闲产业还要立足本地的市
场。

保留文化特色方具魅力

胡阿祥：早上我们在湘湖转了一圈，觉得文化
内涵很丰富了，湘湖有山文化、水文化、历史文化、
建筑文化、历史人物的文化。

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在文化上的道，就是
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心态。中国人讲究一些传统的
东西，许多东西自古到今不变。从物质文化到制
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我觉得都有变化，但是中国人
的心态从古到今不变，因此中国文化也不会变成
外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种有容乃大的文化，一种有变
有不变的文化，那么，今后的发展，我们最重要的
是怎么保持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在全球化
的时代，依然要保持我们民族的东西、传统的东
西、本土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本。

从区域文化说南北差异，北方人追求大同，南
方人追求变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主角的
是北方人，但如果没有南方各个区域的文化，没有
中华民族各个区域的文化，那么我们会失去很多
的精彩。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及各个区域的特色应
该保持和发扬，这样中华文化才是常青的，才是充
满魅力的、有活力的文化。

湘湖如处子 清纯脱俗

吴坚：清晨湘湖泛舟，真是一种雅趣，也让我
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湘湖。对于江南一带来说，水
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文化。

南京闻名的是秦淮河，杭州闻名的是西湖，绍
兴有鉴湖，而萧山有湘湖。山水对湘湖来说是一
大幸事。曾经听说过这么几个比喻，很有意思：杭
州是华美的少妇，婀娜多姿；鉴湖是大家闺秀，刚
强坚毅；湘湖有如处子，清纯脱俗。也有人说，西
湖是名士，集文雅于一身；而湘湖是村姑，野味十
足。

湘湖要“嫁出去”，要开发成一个景观，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喜欢，就要更多地挖掘她内在的东西，
比如说野趣，比如说清秀的风光等等。

文化需要包容

魏吉安、孙润田：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很大的包
容性，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不断地吸收和消化外
来的文化，学习外来的东西，这样使我们的文化越
来越丰富，历史越来越厚实。比如说二胡，本来是
一种外来的乐器，改良后成为中国传统的东西，在
世界上演出吸引了许多外国友人的目光。

中原地区的开封在宋代是一国之都，又是南
北文化碰撞的地方，集南北之大成，而在传承中开
封也把那些古代的传统的烙印改良了，这也是一
个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城市。

南方城市，比如说杭州，比如说萧山，比北方
城市更加与时俱进，更加灵活，经济更发达，这也

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还湘湖原始景观

陈桥驿：“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这是萧山籍诗人贺知章的名句，看来我也是
一样。我是绍兴出生，在古代绍兴与萧山同属越
国，所以到现在我一直都讲不好普通话。

我对湘湖很有感情。二十年前，也就是1986
年的时候，我接待了一个外国的进修学者美国瓦
尔巴莱索大学历史系主任萧邦齐，陪同他整整花
了六个月时间走遍了湘湖的每个角落。萧山人对
我很客气，专门安排了一层楼给我们住。萧邦齐
掌握了湘湖的许多资料，写了一本《湘湖——九个
世纪的中国世事》。

湘湖是可以“做文章”的，也是一个值得保护
和投资的地方。从地理位置看，湘湖湖盆狭长，周
边有越王城山，形状若葫芦，风景十分优美。湘湖
可以贯通西兴古运河，南面临近浦阳江，有着很好
的航运条件。应该说，从古到今，从河到山，湘湖
所拥有的地理优势都不亚于西湖。今天我们来恢
复和投资湘湖，可以说是个明智的选择。“暮春三
月，江南草长”，这是江南风光的典型描写，我们不
要移山造海，而应该还湘湖原始景观，那才是真正
美丽的东西。

越文化具有变革特质

黄亚洲：这是我第一次坐在我祖先生活过的
地方。我出生在西湖边，我爷爷出生在湘湖边，我
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嘉兴南湖边。我常常会回忆祖
先生活的地方。最近知道原来有八千年历史的跨
湖桥在湘湖，这让我更加莫名兴奋。

湘湖是越文化的代表，西湖是吴文化的代
表。我发现吴文化跟越文化确实有很大的不一
样。杭州的西湖，跟我所经常看到的南湖和今天
看到的湘湖不一样。西湖是非常和谐、典雅的，她
就像吴文化的特征，含蓄、婉约、收放自如、收放有
度。

越文化的特点是开拓进取、刚健务实、勤思善
变，思变性很强。从它的地域来看，生活空间非常
窄小，因此充满向外拓展的愿望，所以这儿出思
想，有很多新的想法，要变革自己。越文化更多的
是革命性的文化，吴文化更多的是改良的文化。
因而，越文化的思想家包括鲁迅、沈雁冰，还有古
代的王阳明、浙东学派等，向整个中原文化里正统
的东西发起挑战。

湘湖在文化上绝不输于西湖。西湖有很多限
制，不能游泳，不能垂钓，湘湖的水面很开阔，将来
可能还要更开阔。湘湖的旅游要结合吴文化和越
文化两种不同的特点，做成老百姓参与性更强一
点的特色。湘湖里有越王城山，越王曾在这里屯

兵，能不能造个宾馆，设一个卧薪尝胆室，有谁在
商场、官场、情场失意，想要东山再起，可以到这里
尝试。

文化 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

王旭烽：过去很多年，萧山留给我的印象是一
个经济发达的地方。以前读杭州大学历史系，想
到萧山看文化，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多少。现在
萧山正在进行一场文化洗礼，重新深刻认识自己
的文化。对文化，要挖掘它、喜欢它、痴迷它、热爱
它，觉得它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文
化才能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文化是人类生
存的一个灵魂，人和其他动物不同，是因为有文明
的传承。萧山开发湘湖，挖掘湘湖文化，这种想法
非常好。

一个地方要有自己的定位。比如杭州，是国
际旅游城市，长三角重要城市，省内经济文化中
心。萧山如何定位，需要思考。十多年前，湘湖还
是一个砖瓦场，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这里的跨湖
桥有着八千年文明史，是一个亮点，是否可以以此
作为一个定位。历史上的吴越春秋文化中，萧山
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我们挖掘出来，保管起来，
整理起来，非常重要。当然，宣传也很重要，这次
文化使者湘湖论道活动，别开生面，很有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薛家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湘湖这方水土养
出了萧山的这方人。

南方的文化怎么定位呢？我觉得北方文化是
黄土高原的文化，是黄土文化，雄浑深厚。南方是
水的文化，萧山正是水文化的代表之一。杭州是
吴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过了江就是越，就是萧
山。

萧山的人文、萧山的文化怎么定位？萧山的
水文化，是吴越文化的交融，湘湖灵秀，钱江潮壮
观，因此萧山的人文里，既有阴柔、聪灵，又有弄潮
儿的精神。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在这
个文化中尤为突出，就像萧山的经济非常发达。
为什么萧山能够在全国百强县市区中排名第七，
这里也有萧山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

湘湖地区发现了跨湖桥文化遗址，这很了不
起。我在休博园杭州馆的解说词中开篇就写到跨
湖桥文化遗址，希望萧山今后越来越好。

要为湘湖开发出点力

徐关兴：我出生于湘湖，是在湘湖边听杨岐钟
声长大的。我们原来住在一个岛上，周围全是水
草和芦苇，非常漂亮，可以说是“风吹草低现野
鸭”。这种景色让我至今难忘。因为有这样一种
渊源，所以我对湘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之前，因
为种种原因，湘湖不断缩小，甚至变成了一个砖瓦
场，但是经过政府部门的大力改造，今天我们看到
的湘湖已经出落得非常漂亮了。两面青山，一片
绿湖，这与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湘湖越来越接近了。

一个地方要有文化才有灵气，而湘湖不仅有
风景，也有跨湖桥遗址这八千年历史积淀，有越王
勾践的故事。湘湖的开发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
大事，希望我也能为湘湖开发出一点力。

古老文明与现代文化同行

聂震：开发古代遗迹，要把古老的文明和现代
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萧山，我看到了有机的结
合，如东方文化园用周易八卦来建设。其实周易
源自安阳。文化是有灵性的，值得传唱的，而这需
要融合到生活当中。安阳有“三根”之说：文字之
根，文化之根，民族之根。文字之根是甲骨文，文
化之根是周易，民族之根是三皇五帝其中两位在
安阳建制。这些文化需要传承和保护，但也不能
仅仅传承保护，而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今天来到萧山，谈古都文化，我觉得就是要让
古老文明和现代的文化同行，谁能把两者结合得
比较好，谁就能趁势而上。

文化需要相互交流

任伟：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原文化非常重要。
河南少林寺有个石碑，是儒、道、佛三教合成一碑，
说明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容乃大，是一个包容兼并
的文化。郑州有一段厚重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在古书中，中国分为九州，河南居九
州之中，而郑州被认为是“天中地心”。3500多年
前，殷商王朝建都于此，商王朝遗留下来的商文化
底蕴厚重。在古代，郑州的商文化和江南的吴越
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郑州，一些出土的文
物，包括一些青铜器、瓷器，都是古代从江南运过
去的，说明当时两地的文化交流很频繁。所以，文
化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着发展。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传统文化分不开。19世
纪是工业时代，有人说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信
息时代，有人说是美国的世纪；而有人预言21世纪
是文化的世纪，有着深厚文化的中国，一定能把文
化传承发扬光大。

记者范方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