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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人文历史成就及其地位与贡献

李嘉球

吴中人文历史，可以用 16 个字来概括：历史悠久、丰富多彩、

人才辈出、成就卓著。吴中人民聪明、勤劳，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为

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三山岛旧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太湖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地

区旧石器文化遗址和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分布上的空白

太湖流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曾是原始华夏

族伏羲氏生活的地方。据古代典籍记载，远古时的华胥氏、伏羲就

活动于太湖地区。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就生活在雷泽（即太湖）。伏羲

是华夏族神话中最早的英雄，华胥则是华夏族的始祖母亲。从华胥

到伏羲，后来逐渐扩展分化。一支南行，成为后世东南各族之祖；一

支北行，发展成炎黄———夷夏诸族。伏羲氏生活的时代，处于结绳

为网、渔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而这个旧石器时代在太湖流域的最

早源头，考古工作者已经在位于太湖之中的吴中区东山镇三山岛

上找到。

1982年春天，三山岛的村民在大山、小姑山采石时，发现了含

有哺乳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85年 5月起，南京博物院、苏州博

物馆、吴县文管会联合对大山的裂隙堆积进行发掘。同时，根据村

民提供线索，发掘人员在岛上西北端的清风岭下一溶洞前的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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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砾石层中，发现了一处面积 720平方米的旧石器地点。发掘面积

仅仅 36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却多达 5 263 件。

三山岛文化的发现，把吴地历史推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填补了太湖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旧石器文化遗址和更新世哺乳

动物群分布上的空白，从而更加奠定了长江下游地区也是中华文

明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二、 直张陵山遗址，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吴地先民已熟练地掌

握了先进的生产工艺水平

在光福虎山、郭巷尹山、 直张陵山等地都有新石器时代的遗

址发现。其中张陵山原是一处原始社会晚期人类祖先生活的重要

遗址。1956年，江苏省文管会调查发现，在张陵山西山陆续出土玉

镯、玉瑗、玉管、穿孔玉斧、石斧及少量陶器等崧泽、良渚文化时期

文物，认定张陵山是太湖地区一处距今 5 500年左右的重要文化遗

址。1957年，张陵山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前，当 者 对 对著 道高亘陵山员员故 玉 宅出故排虑 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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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先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艺水平。有专家曾这样

评价道：张陵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时代之早、数量之多、制作之精是

同时期其他文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这种以大量巧夺天工的玉器

为代表的文化和我国黄河中上游孕育的青铜文化一样，对中华文

明史的发展起着经久不衰的影响。

三、澄湖遗址，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水底世界”

1974年，车坊农民在围湖造田工程中，发现了许多古井和陶

器。文物管理部门配合工程进行抢救性发掘，挖出古井 150 多口，

出土和征集到新石器时代至宋代之间各个时期的文物达 1 200 多

件。年代从 5 500年前至 800年前之间，时间跨度长达 4 000 多年，

在国内考古史上实属罕见。2000年后，因高速公路取土，再次对澄

湖进行考古发掘。

根据出土的文物特征，考古专家将它们分成为三个文化遗存，

即原始文化遗存（包括崧泽、早期良渚、典型良渚三个类型）、几何

印纹陶遗存（包括马桥文化、华利湾文化、戚家墩三个类型）、汉至

宋各代的文化遗存。在原始文化遗存器物中，有件刻有陶文符号的

鱼篓形陶罐尤引人注目。这是一件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器壁很

薄，造型规整，质地坚硬，厚薄均匀，足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黑陶相

媲美。在其腹中部表面有 4 个刻划符号，呈左高右低形式横向排

行，曾引起专家的极大兴趣与关注。李学勤先生研究后，认为“符号

是在陶器烧成后，用锋刃器刻出的……其结构非常接近殷墟甲骨

文，似乎可以释为‘巫钺五偶’这四个字”。它是研究汉字原始形态

不可多得的绝好材料。

132



四、木渎地区春秋古城遗址，揭开了吴国历史的谜团，“吴文

化”辉煌的历史篇章由此肇始

200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联合组成的一支考古队来到吴中，发现了若干处重要的遗存，对城

址结构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定名为木渎古城址。它位于苏州西南

部的山间盆地内，包括木渎镇、胥口镇和穹窿山风景区三地的部分

地区，四周环绕一圈山脉，通过四个山口与外相通。西南通过胥口

与太湖连通。城址呈不规则形状，城墙大致沿盆地边缘而建。北城

墙位于木渎镇的五峰村一带，残长 1 150 米，有城墙、城门、护城河、

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一般居址、墓葬、窖藏等各类遗存。专

家们初步确认，木渎古城址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

城址，规模宏大，面积达 24平方公里。

2011年 6月 9日，木渎古城遗址在全国 56 个候选名单中脱颖

而出，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列

第四。参与评选的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点评说：“吴国历史

舞台的中心在哪里，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

尽管古籍文献对此有所记载，但是多语焉不详，有的虽言之凿凿却

只是演义。建于春秋晚期木渎城址的确认，为上述一系列发现找到

了归宿。”

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是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吴文化课

题的深入提供了新材料。苏州“吴文化”辉煌的历史篇章，在吴中太

湖东北边的山区肇始。

五、吴中聚集着一大批吴地早期文化，是“吴文化的核心区域”

吴中太湖地区聚集着一大批吴地早期文化，著名历史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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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称之为“吴文化的核心区域”。

（一）大禹治水至此，曾藏“素书”于林屋洞

远古时，“舜耕历山，渔雷泽（太湖）”。黄帝曾访道所幸太湖。夏

禹治水，来到西山岛，在禹期山召集各部落首领共商治水大计，最

终采取堵疏并举，以疏为主的方法，开凿三江，引导入海，成功治好

水患，“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相传，大禹曾将治水的“素书”藏于林

屋洞。春秋时，吴王曾派灵威丈人入洞探险，灵威丈人秉烛昼夜行

十七日（一说七十日），来到了一个高可二丈的石室，石几上有“素

书”三卷。吴国人都不认识，于是去请教孔子。孔子经过一番考证，

认定“素书”就是当年大禹的“石函文”。林屋洞外崖壁上，至今刻有

清末学者俞樾所写的“灵威丈人得大禹素书处”的篆书大字。

明代王鏊《震泽编》记载，唐元和九年（814年）道士李公佐于洞

中石穴中取得《古岳渎经》，“文字奇古，编次蠹蚀”，书中有关于大

禹治水情况的记载。至今西山有禹期山、禹王庙。太湖平台山也有

禹王庙，渔民至今祭祀。

（二）吴国君王重要活动地区

吴中山水佳美，成为吴国君王的重要活动地区。吴王阖闾、夫

差在太湖周边筑姑苏台、馆娃宫，修南宫，种香草，设御苑，养虎豹；

西山有消夏湾、明月湾、画眉池、渡渚山、鹿城、马城、练渎、可盘湾、

烽火墩等遗迹，东山武山、光福虎山是吴王养虎之地。当年吴越“夫

椒之战”就发生在此。

据相关资料记载，姑苏台始建于吴王阖闾时，经过三年聚材，

又花了五年才建成。台高三百丈，宽八十四丈，横亘五里，有九曲路

以登临，登台可望见三百里。越国攻败吴国时，姑苏台被焚，变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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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汉代司马迁曾“登姑苏（台），望五湖”。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等曾

到此访古寻幽。

（三）伍子胥、孙武等吴国大臣在此活动

“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当年专诸刺吴王僚，掌握

吴王僚喜欢吃炙鱼的情报后，特地到太湖边向渔民学炙烤鱼的方

法。从前，香山（今度假区）就有座炙鱼桥。

吴国大臣伍员（伍子胥），曾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

曾经主持建阖闾城新都（今苏州市），荐孙武于吴王阖闾，并助吴王

整饬内政，加强武备，使吴国日渐强盛。后因谏诤吴王，劝其拒绝越

国求和请求并停止伐齐，而被赐死。后人为纪念伟人，把太湖边的

河道、渡口、山头，称之为胥江、胥口、胥山。

著名军事家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曾与伍子胥率

吴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孙武给后人留下了

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十三篇，把军事战争提高到哲

学的高度，其军事思想博大精深、缜密完整，被誉为“兵学圣典”。他

是一位“超时空，超国界”的中国古代哲人智将。太湖边的教场山是

他当年拜将练兵处，穹窿山里有“孙武苑”。

此外，在西山杜圻有越国范蠡宅，在消夏湾诸家河有越国大臣

诸稽郢的墓，现为吴中区文保单位。

六、丰富而独树一帜的区域文化，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

吴中太湖，山环水抱， 绝人寰，身入其中，如游仙界。俗话道

“天下名山僧占多”。吴中因此成为道教、佛教的重要场所。西山林

屋洞，居“十大洞天”之第九。古代传说中的“雨神”赤松子曾在穹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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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领风骚的洞庭帮、香山帮两大区域人群

吴中太湖钟灵毓秀，催生了两大特色鲜明的区域人群———洞

庭商人、香山匠人，成为整个太湖流域的特色。这两大独树一帜的

区域人群，足与苏州状元相媲美。

洞庭东西两山人，以善于货殖著称，明代冯梦龙在《醒世恒言》

中写道：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

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与徽商等并称雄于商坛，“遍地

徽商，钻天洞庭”，挤身于中国“十大商帮”之列，曾经出过夏元富、

王惟贞、翁笾、席端樊兄弟等名声煊赫的商人富豪。近代，洞庭商人

成功地转向现代金融市场，并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席氏买办世家”。

据统计，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外商在上海开设大小银行 34

家，其中著名的银行有 17 家，均由席家或其亲戚担任买办；国内的

4 家著名银行和上海中央造币厂、江海关监督等高级职位也都为席

氏家族人员担任。在上海滩留下了“宁波人狠狠狠，见了山上人也

要忍一忍”的谚语。

太湖穹窿山麓走出来的“香山帮”，源于春秋，形成于唐宋，鼎

盛于明清，集古典建筑全部工种于一体，历代能工、巧匠、名师辈

出。蒯福能大营缮，永乐中为木工首；蒯祥技艺精湛，累官工部左侍

郎，皇帝叫他“蒯鲁班”。以蒯祥父子为代表的香山匠人，将江南建

筑艺术运用于宫城的营造，赢得“江南巧匠皆出于香山”的美名。清

代，徐正明心灵手巧，曾制造“飞机”；近代姚承祖著有“南方中国建

筑之唯一宝典”———《营造法原》，赢得“一代宗师”的赞誉。香山匠

人还跨出国门，传播中国建筑技艺和友谊。

作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 9月，香山帮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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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誉满天下的邓尉香雪海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与象征

光福邓尉香雪海梅花,在江南历史最久、范围最大、名气最响、

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因而也最著名。

南宋淳 年间（1241—1252），籍安徽休宁人查莘在西碛山东

南买地，种梅结屋，自名“梅隐庵”。山里花农们纷纷仿效查莘，开始

栽植梅花，并以此为业，“望衡千余家，种梅如种谷”。至宋元之际，

邓尉山就以梅花之盛扬名吴地。至成化初（1465—1487）形成“香雪

海”奇观，杨循吉《吴邑志》云：“吴邑梅，光福山中尤多，花时香雪三

十里，物外奇赏也。”清代诗人孙原湘有“入山无处不花枝，高低远

近路不知”之句。康熙皇帝到此探梅赏胜，赋诗歌颂，乾隆皇帝六次

探梅邓尉，六赋《香雪海歌》长诗。

七、人才辈出、成就卓著的吴中名人

吴中大地，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为苏州吴地文化、华夏文化增

光添彩。

（一）发迹于光福的江南第一大族顾氏

古代苏州有顾、陆、朱、张“四大姓”（或称“四大族”），这四大

姓氏中，陆、朱、张三姓都来自中原，只有顾姓是江南的土族。汉朝

时移居光福，先是在太湖边的聚坞（今属潭东村），后来搬迁到光

福龟山。

顾氏出了东吴宰相顾雍等许多名人，南北朝时的顾野王，为顾

氏第三十世孙，被誉为顾氏家族的“中兴之祖”。南宋后，出现“十二

分宗”迁徙江南四面八方。顾炎武曾说过“江南无二顾”，意思是说

江南姓顾的人都是同一个祖先。光福铜观音寺旁有“顾黄门祠”，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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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中兴之祖”顾野王，两旁配他五个儿子的塑像。

（二）出生于穹窿山的西汉辞赋家朱买臣

距今 2128年前的朱买臣（？—前 115）是吴中大地上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文人。他出身贫贱，靠砍柴卖樵为生，但酷爱读书，志向

高远。直到 50 岁才由同乡严助推荐到朝廷为官。曾为汉武帝说《春

秋》《楚辞》，拜为中大夫。曾任会稽太守，与横海将军韩说击破东越

有功，入京为主爵都尉。穹窿山上有他当年的“读书台”，山下有纪

念他的“藏书庙”。

（三）出生于香山的唐朝“塑圣”杨惠之

唐时，香山杨惠之由学画改从雕塑，最终成为一代“塑圣”，与

“画圣”吴道子并驾齐驱，当时流传“（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夺得

僧繇神笔路”之谚。

（四）宋朝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范成大

范仲淹是享有“万世师表”之称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西夏人

对他的军事才能十分佩服，称其为“小范老子”。边疆百姓唱道：“军

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是位改革家，庆历三年（1043

年）参知政事（副相）后，认为国家必须改革，提出了 10 项改革内

容，经朝廷颁布实施，史称“庆历新政”。他抒写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为历代传颂。

南宋范成大身上能充分体现苏州人外柔内刚的人文精神。他

冒死出使金朝，不辱使命，全节而归。其诗歌成就“几乎达到了唐代

新乐府诗人王建以后人所不能攀登的高峰”（周汝昌语）。他“以文

学著称当时，其诗尤为天下所爱，后世为诗者，每诵法之，以谓（为）

宋诗人之杰”。与陆游、杨万里、尤茅合称南宋四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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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朝文学家王鏊及其家族

东山王鏊，字守溪，连中解元、会元、探花，官至宰相；其文章尔

雅，议论明畅，他的八股文体制质朴，气象阔大，书理纯密，言辞渊

雅整饬，命义正大弘远，破题简洁明了，议论平缓不迫，层层展开，

结构紧凑，对偶工整，被誉为八股文的开山祖师。唐伯虎称他“海内

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不是没有道理的。吴敬梓《儒林外史》第

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中有一段关于他的描写。清代俞长城

《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

陵，书法之有右军。”将王鏊比作史学家司马迁、“诗圣”杜甫、“书

圣”王羲之。其八股文，明清读书人无不奉之为圭臬，读书人家几乎

家家都备其《守溪文稿》。

王鏊家族出过状元、探花，出过宰相，出过文学家、哲学家、数

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等等。

（六）清末思想家冯桂芬、王韬

清末，吴中出了冯桂芬、王韬两位思想家。榜眼出身的冯桂芬

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重研究西学，他虽曾为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出

谋划策，但对清廷腐败统治不满，曾多次上书改革，他认为要使国

家富强，必须发展农业，改革漕运。著成《校 庐抗议》，全面、系统

地提出了变法主张，鲜明地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其思想

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王韬是一位政论家、改革家。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

刘肇均，献攻取上海之策。被清政府以“通贼”罪通缉，在英国领事

的庇护下，逃往香港。后游历英、法、俄等国，应邀在著名的牛津大

学发表演讲，成为中国登上牛津讲演第一人。回港后，创办《循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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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中国人自

己在香港创办的第一份报刊。王韬主张变法自强，提出“富强即

治国之术”，认为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开通贸易，开煤矿，

修铁路，兴纺织，造轮船；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认为“官办

不如民办”。

王韬是中国近代史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之一，是近代史上著

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论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王韬率先喊出

“振兴中国”的口号。王韬在香港乃至中国的新闻、出版、文化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稿由苏州市社科联推荐）

李嘉球，1954年 10月生，江苏吴县人。现为苏州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副秘书长、苏州

市吴文化研究会理事、苏州市吴中区吴地历史文化研究会

理事。曾任《苏州日报》新闻研究室副主任、《苏州日报》社志

编纂办公室主任。

长期从事吴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出版《苏州状元》《苏州梨园》《苏州名

伶》《姑苏宰相》《苏州科举那些趣事》等专著 12 部。曾担任《吴县志》《吴地

文化一万年》《苏州日报社志》《吴地迷踪》等书的副主编、主编。曾参与《江

苏省志·人物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苏州）》《中国昆剧大辞典》等

典籍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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