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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芮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理论视角ꎬ文明时代 ３０００ 多年的淮河文化发展历程ꎬ可以唐宋为大致分

界ꎬ分为前期与后期两大历史阶段ꎮ 前期自春秋战国至隋唐ꎬ约 １６００ 年历史ꎬ又可分为春秋战国时期、汉淮南国

时期和魏晋三个时段ꎮ 在前期历史阶段ꎬ淮河文化大传统以其多元思想成果与独特的人文精神ꎬ引领淮河文化

走向辉煌ꎮ 然而ꎬ两宋以后到近现代ꎬ淮河文化的“大传统”逐步衰落ꎬ民间文化“小传统”逐步成长壮大ꎬ最终一

枝独秀ꎮ 淮河文化“衰落”的过程是漫长的ꎬ蜕变的原因是复杂的ꎮ 现阶段淮河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文

化扶贫、文化产业、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三个层面ꎮ
〔关键词〕淮河文化ꎻ芮德菲尔德ꎻ大传统与小传统ꎻ文化模式ꎻ道体儒用ꎻ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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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文化”概念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皖北

学者率先提出的ꎮ〔１〕３０ 多年来ꎬ研究成果渐渐丰

厚ꎮ 在对“淮河文化”进行大量个案、专题性研

究基础上ꎬ一些学者力图对“淮河文化”进行宏

观性把握ꎬ如对其起源与历史发展变迁的全面考

察ꎬ对“淮河文化”内涵外延与基本特征的理论

概括ꎬ探讨淮河流域文化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地

位等ꎬ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ꎮ〔２〕

这些研究成果多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
民俗学等学科视角来考察、分析、界定“淮河文

化”ꎻ而从文化人类学视角ꎬ深入淮河文化有机体

内部进行考察与剖析ꎬ似乎还有待加强ꎮ 一种文

化ꎬ不管是民族文化还是地域文化乃至乡社文

化ꎬ尽管表面事项纷纭复杂ꎬ其内在精神(或曰核

心价值系统)往往简明而通达ꎮ 因而笔者认为ꎬ
在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基础上ꎬ我们可以借助文

化人类学理论工具ꎬ对淮河文化作进一步的内在

分析ꎬ从而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淮河文化内在

的精神运动与文化机体的有机架构及其复杂的

历史变迁ꎮ
１８７１ 年ꎬ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出版«原始

文化»一书ꎬ提出以“文化”研究为坐标ꎬ对人类

各种族、各民族作整体的考察与研究ꎬ从而催生

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文化人类学ꎮ ２０ 世纪以

来ꎬ各国学者又具体凝结出十多种文化人类学理

论体系ꎬ推动这门学科走向成熟ꎮ〔３〕 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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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著名学者钟敬

文、汤一介、李亦园、叶舒宪等ꎬ借鉴域外研究成

果ꎬ在自身神话学、文艺学、民俗学及中国文化各

领域研究中ꎬ形成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学理

论ꎮ 这些也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借鉴以研究淮

河文化的理论成果ꎮ (我国著名文化学家钟敬文

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干流”理论ꎬ著
名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对域外大、小传统理论创

造性的重构ꎬ对笔者的淮河文化探讨都有极大的

启发ꎮ 笔者拟另撰文论述ꎮ)
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ꎬ“淮河文化”是个结

构复杂、历史蜕变甚巨的文化复合体ꎮ 多元文化

的交汇性、南北之间的过渡性、历史环境的巨变

性ꎬ造成“淮河文化”脸谱的多变性及其不同历

史阶段的巨大差异性ꎮ 这使大家对淮河文化的

种种理论界定往往捉襟见肘ꎬ很大程度上只能是

外在描述性的ꎮ〔４〕 同时ꎬ对淮河文化的历史发展

变迁ꎬ一些学者认为ꎬ“淮河文化”历经先秦、两
汉至北宋、南宋至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等历史阶段ꎮ 笔者以为ꎬ此有以一般中国历史

时段来框定淮河文化发展特殊历程之嫌ꎮ
因此ꎬ本文的宗旨ꎬ是着眼于“研究视角”或

“研究方法”的探讨ꎬ即尝试以特定理论工具ꎬ对
“淮河文化”及其历史变迁作新的层面、新的视

角的考察和把握ꎬ以期对淮河文化精神、有机构

成及其历史变迁有新的认识ꎮ 由于历史的悠久、
地域的广阔、内涵的复杂ꎬ尤其是历史变迁的巨

大ꎬ“淮河文化”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沧
海桑田”般的历史蜕变ꎬ以至于她在我们面前呈

现出差异巨大的多副面孔ꎬ使任何具体考察与外

在描述ꎬ都很难全面把握她的基本精神ꎬ把握其

内在结构与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ꎮ 因此ꎬ在已有

研究成果基础上ꎬ借助于特定理论工具ꎬ对淮河

文化展开宏观性、整体性的内在研究ꎬ是十分必

要的ꎮ 通过加强对淮河文化宏观性理论研究ꎬ增
强淮河文化研究的学理性ꎬ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继

承与扬弃淮河文化遗产ꎬ促进淮河文化在新的时

代新的历史蜕变ꎬ充分发挥其作为当今淮河流域

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文化资源或“软实

力”作用ꎮ ———当然ꎬ和黄河文化研究、长江文化

研究、齐鲁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等地方文化研

究相比ꎬ淮河文化研究起步较晚ꎬ总体上可能还

处于原始素材积累阶段ꎬ所谓“宏观性学理研

究”还为时尚早ꎬ但宏观性学理研究毕竟是任何

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ꎮ
本文拟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ꎬ尝试着借用

具体的理论工具ꎬ考察淮河文化内在精神结构ꎬ
考察其精神统摄下的有机体系ꎬ考察其外在历史

蜕变的内在逻辑ꎮ

一、大、小传统理论与文化模式理论

１９５６ 年ꎬ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

德(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出版«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

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ꎮ 他在该书中提出

“大传统和小传统”(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两个概念ꎬ以此作为考察视角ꎬ研究人类的

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ꎬ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ꎮ 他

写道:
在某一种文明里面ꎬ总会存在着两个传

统ꎮ 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

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ꎮ 其二是一个由

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

造出的一种小传统ꎮ 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

之内培育出来的ꎬ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

出来的ꎬ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

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

下去ꎮ〔５〕

在此前后的论述中ꎬ芮德菲尔德还分别运用

了“高文化” “低文化”ꎬ “古典文化” “民俗文

化”ꎬ“上流社会传统” “通俗传统”ꎬ“等级制文

化”“世俗文化”等概念ꎬ来分别指代大、小传统ꎮ
余英时先生最早把芮氏的大、小传统理论引

入华人学术界并获得广泛认同ꎮ 余先生对芮氏的

大、小传统理论又作了更为通俗而具体的阐释:
大体来说ꎬ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

层知识阶级的ꎬ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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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ꎮ 由于人类学

家和历史学家所根据的经验都是农村社会ꎬ
这两种传统或文化也隐涵着城市与乡村之

分ꎮ 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学校和寺

庙ꎬ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ꎻ小传统以农民

为主体ꎬ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ꎮ〔６〕

综上ꎬ我们可知:所谓大传统ꎬ是国家政权与

社会上层知识阶层创造和信守的主流文化传统ꎮ
它产生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ꎬ主要是以经典

文本为载体的哲学、宗教、审美、政治等领域的精

神生产成果ꎬ并往往作为社会意识形态ꎬ在整个

社会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ꎮ 小传统是广大乡村

农民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传统ꎬ它起源于乡村与田

野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ꎬ反映着缺乏系统教育的

乡民们日常生活与劳动中的思想愿望、行为方式

与审美情趣ꎮ 它在日常生活与劳动中自然传承ꎬ
具有鲜明的自发性、自在性与世俗性ꎮ “一般地

说ꎬ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固然相互独立ꎬ
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ꎮ 所以大传统中的

伟大思想或优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ꎬ而大传统既

形成之后ꎬ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间ꎬ并且在

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不及的改变ꎮ” 〔７〕 大传统以

民间文化传统为母体ꎬ一旦成熟壮大ꎬ便以其深

邃的思想、精致的价值系统及庄严的形式ꎬ成为

官方意识形态ꎬ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体系ꎬ反过来

对民间文化给予全面渗透与规范ꎬ产生深远的影

响ꎮ 同时ꎬ一些民间文化传统也通过种种途径

(比如朝廷和官僚衙门的“采风”ꎬ文人的借鉴

等)ꎬ融进官方和主流文化系统中ꎬ接受其改造与

“提升”ꎮ 与欧洲历史相比ꎬ中国古代社会ꎬ贵族

与平民之间并非壁垒森严ꎬ泾渭分明ꎻ中国文化之

大、小传统之间ꎬ具有更密切而全面的联系ꎮ 一部

中国文化史ꎬ往往就是大、小传统互渗互动、相互

促进的历史ꎮ 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ꎮ
芮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理论ꎬ着眼于考察

人类文明时代大传统(庙堂文化、主流文化、精英

文化)与小传统(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大众文

化)之间在空间并置关系上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

趋向ꎬ为文化研究———不管是民族文化还是地域

文化的研究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ꎬ诸多研究成果

已显示出这一考察视角的学术意义ꎮ 因而ꎬ如果

我们考察淮河文化自商、周进入文明时代以来

３０００ 多年的发展轨迹与历史蜕变ꎬ芮氏的大、小
传统理论应该是恰当的理论工具之一ꎮ

１９３５ 年ꎬ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

(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出版了她的代表作«文化模式»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ꎬ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模式”
理论ꎮ 她认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ꎬ是一种或

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ꎮ 各种文化都

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ꎬ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

类型的社会所共有ꎮ 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

些文化目的ꎬ一步步强化了自己的经验ꎬ并根据

这些文化内趋力的紧迫程度ꎬ各种异质的行为也

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ꎮ 一组最

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ꎬ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

合完好的文化中ꎬ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形态转

变ꎬ体现了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ꎮ 我们只有首

先理解了一个社会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导潮

流ꎬ才得以理解这些行动所取的形式ꎮ” 〔８〕

简言之ꎬ所谓“文化模式”ꎬ就是民族文化众

多的复杂的文化元素围绕该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念ꎬ或者说总体目标组成一个结构复杂、功能齐

全、和谐有序的有机整体ꎮ 它是各种文化元素的

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相加ꎬ从而体现该民族成员

思想情感、心理趋向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统一

性ꎬ这种特殊目标却是其他民族或地域所没有的

或不占主导地位的ꎮ 以唯物史观看ꎬ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ꎬ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

(文化精神)一旦形成ꎬ它对整个社会文化实体

就产生出统摄性、规范性乃至强制性的力量ꎬ从
而形成某种稳固的“文化模式”ꎮ “精神”对“物
质”的反作用ꎬ往往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ꎮ

二、一路辉煌:前期淮河文化大传统及其历史演变

依芮氏大、小传统理论视角ꎬ文明时代 ３０００
多年的淮河文化发展历程ꎬ可以唐宋为大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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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ꎬ分为前期与后期两大历史阶段ꎮ 前期自春秋

战国至隋唐ꎬ约 １６００ 年的历史ꎬ又可分为春秋战

国时期、汉淮南国时期和魏晋时期三个时段ꎮ 在

前期历史阶段ꎬ淮河文化大传统以其多元思想成

果与独特的人文精神ꎬ引领淮河文化走向辉煌ꎬ
为我们今天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与不可磨灭的

历史记忆ꎮ
唐宋以后迄今约 １０００ 年ꎬ为淮河文化的后

期历史阶段ꎮ 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复杂因素ꎬ
淮河流域逐渐被边缘化ꎬ富庶的两岸逐步沦为灾

荒、动乱与贫瘠的原野ꎮ 庙堂文化、精英文化失

去了生长的土壤而全面衰落ꎬ民间文化、村社文

化则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繁衍、壮大ꎬ最终取代“大
传统”成为淮河两岸的主体文化ꎮ 淮河文化因而

失去了她往昔的诗意品格与精神殿堂ꎮ 直至近

现代ꎬ淮河两岸展现在人们面前的ꎬ仍然是这种

安贫守旧、缺乏进取、蛮野无文的“乡民世界”ꎮ
淮河文化也与“贫困文化”划上等号ꎬ以致一些

学者曾认为ꎬ淮河文化没有研究和复兴的价值ꎮ
下面笔者拟对淮河文化“大传统”三个历史

发展阶段基本精神、基本结构分别作初步考察与

梳理ꎮ
(一)商、周至春秋战国ꎬ淮河文化的“多元

共生”
最初的文化元素逐步汇集于此ꎬ成为淮河文

化的底色与渊源ꎮ 此时期淮河流域以道家为核

心、儒道互补的精英文化ꎬ成为引领整个社会文

化格局的“大传统”ꎮ 虽有原始巫术与神话思维

的潜在影响ꎬ但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ꎬ成为其核

心文化精神ꎮ 与此同时ꎬ淮夷文化、浪漫楚骚、吴
越巫风ꎬ构成淮河流域尤其是江淮地区的“小传

统”ꎬ展现出原始率真的生活情态与热烈浪漫的

精神世界ꎮ 总之ꎬ黄淮地区的文化大传统与江淮

地区的民间地方小传统并立而互动互渗ꎬ构成此

时期淮河文化主题与有机结构ꎮ
五帝时期ꎬ东方夷人以太阳为图腾ꎬ少皞氏

部落逐渐由太阳崇拜演化为鸟崇拜(认为鸟是太

阳之精)ꎬ他们因而被称为“鸟夷”ꎮ 其中的一些

部落因战乱南迁进入皖北平原ꎬ有一支以“祝

鸠”为族名或图腾的夷族沿皖北大河及其各水系

而居ꎮ 因“祝鸠”这种短尾鸟总称为“隹”ꎬ他们

也被称为“隹夷”ꎮ 因其沿河而居ꎬ“隹夷”便逐

渐演化而成“淮夷”ꎬ其所依居之河也成为“淮
河”ꎮ〔９〕周初大规模“封邦建国”ꎬ淮水及江淮地

区没有周王室的诸侯国ꎬ显示出淮夷民族与中原

王朝之间政治与文化的疏离ꎬ从中也传达出淮河

流域文化与周王朝礼乐文化之间相对独立性的

信息ꎮ
淮夷各部落在淮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小国ꎬ其

中以南迁皖北的徐国为代表ꎮ 后长江流域的楚

国逐步北上ꎬ扫灭淮夷诸国ꎬ但淮夷各部的图腾

崇拜、神话传说、仁德思想等文化遗产ꎬ融进淮河

文化血脉之中ꎮ
春秋时期ꎬ蔡、楚两国一为中原礼乐文明世

界的成员ꎬ一为江淮大地荆楚文化的载体ꎮ 两者

的融汇互补ꎬ成为后世淮河文化成长的沃土ꎮ 蔡

国先祖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蔡叔度ꎮ 自立国以

来屡遭挫折ꎬ由上蔡而新蔡最后迁都下蔡(即州

来ꎬ今安徽省凤台县)ꎬ由中原进入淮河流域ꎬ带
来了先进的西周礼乐文化ꎮ〔１０〕 西周至春秋ꎬ楚人

逐步认同华夏文明ꎮ 在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汇地

带ꎬ参与孕育灿烂的淮河文化ꎮ 楚人的来源有

二:一是尧舜时代居住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

的三苗各土著部落ꎬ他们成为楚国社会中下阶层

的主体ꎻ另一部分来自中原华夏民族ꎬ他们构成

楚国统治阶层、贵族阶层ꎮ 他们的后代“或在中

国ꎬ或在蛮夷”ꎬ〔１１〕其中鬻熊事奉文王甚勤ꎬ成王

之时册封其后熊绎于楚蛮(江汉流域)ꎬ成为封

地最小(不足百里)ꎬ地位最低(子爵)的诸侯国ꎬ
跻身于华夏世界的边缘ꎮ 随之楚国开始对外扩

张ꎮ 至楚成王时ꎬ楚之公族(贵族)成为南方楚

文化的主导者和主要承载者ꎮ〔１２〕 这决定了楚文

化的基本模式:主流文化精神(政治、哲学、艺术

等)与中原文化内在相通ꎬ高居庙堂ꎮ 充满荆蛮

“化外之地”的神巫文化及其浪漫精神的民间文

化(宗教、民俗、歌舞等)则流行于乡野ꎮ 一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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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之ꎬ以中原礼乐文化为主导ꎬ南方土著巫觋文

化为主体ꎬ构成楚文化基本结构ꎮ 这也可视之为

楚国本土内的大、小传统格局ꎮ
道体儒用ꎬ道儒互动ꎬ成为淮河文化大传统

的精神架构ꎮ
２０ 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

以全球视野提出“轴心时代”理论ꎮ 他认为ꎬ公
元前 ８００ 年至前 ２００ 年ꎬ以公元前 ５００ 年为高

峰ꎬ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及古希伯来等

世界上几乎相互隔绝的文明区域ꎬ差不多同时发

生持续数百年的精神革命ꎮ 各文明区域文化先

贤们对各自的文明遗产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与批判ꎬ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精神大厦ꎬ影响了

此后 ２０００ 多年人类文明的发展ꎮ 这个历史时期

被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期”ꎮ〔１３〕 余英时

先生借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
ｓｏｎｓ)的说法ꎬ称之为“哲学的突破”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或 “ 超 越 的 突 破 ” (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ꎮ〔１４〕 这种 “突破” 在中国ꎬ表现为

“礼崩乐坏”背景下ꎬ出现老子、庄子、孔子、墨
子、孟子等思想巨人ꎮ 他们以不同的阶级与文化

立场ꎬ在对西周礼乐文明遗产进行全面反思基础

上构建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系统ꎬ形成儒、墨、
道、法等各家学说并展开思想竞争ꎮ 儒、道两家

成为此后 ２０００ 多年中国思想文化的枢纽与基本

架构ꎬ也成为淮河文化“大传统”的基本内涵ꎮ
道家思想发端于淮河上游的涡河一带ꎬ它也

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一生长于南方楚地的

思想体系ꎮ 有学者考证ꎬ道家创始人老子诞生于

相距 ８０ 公里的河南鹿邑与安徽涡阳之间ꎬ道家

思想体系的建构者庄周一般认为诞生于涡河之

畔的蒙城ꎬ一生也主要活动于涡淮流域ꎮ〔１５〕 因而

可以说ꎬ道家文化是淮河流域的本土文化与主流

文化ꎮ
儒家学说诞生于齐鲁大地ꎬ南下而传播于淮

河流域ꎬ成为淮河文化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据文献记载ꎬ孔子年轻时曾向老子求教ꎮ〔１６〕 儒家

思想在南下淮河流域过程中ꎬ受到道家思想的浸

润ꎬ应该是没有疑问的ꎮ 纵观中国思想文化史ꎬ
“道体儒用” “儒道互补”ꎬ是贯穿其前期各历史

阶段精神文化大传统的基本结构ꎮ
在“礼崩乐坏”背景下ꎬ如何对待西周礼乐

文明传统ꎬ儒、道两家形成鲜明对比和尖锐冲突ꎮ
儒家学说建立在对西周礼乐文明全面继承、改造

创新基础上ꎮ 对于传统礼乐ꎬ孔子宣称自己“述
而不作”ꎮ 他认为三代之礼是相互因革关系ꎬ而
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则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殷
因于夏礼ꎬ所损益可知也ꎻ周因于殷礼ꎬ所损益可

知也ꎮ 其或继周者ꎬ虽百世可知也ꎮ” 〔１７〕 “周鉴于

二代ꎬ郁郁乎文哉ꎬ吾从周”ꎮ〔１８〕 他以 “仁” 释

“礼”ꎬ以“亲亲”为原则宣扬人之五伦及其普世

价值ꎮ 儒家是传统礼乐文明的维护者ꎬ并在传统

礼乐文明系统内进行创造性重构ꎮ
道家则以彻底的反传统姿态显示其思想特

质ꎮ 道家以预设性的“道”为宇宙自然与人类社

会的总根源ꎬ而把礼乐文明视为人类社会违背大

道走向纷争、堕落的结果ꎮ 他宣称:“大道废ꎬ有
仁义ꎻ智慧出ꎬ有大伪ꎻ六亲不合ꎬ有孝慈ꎻ国家昏

乱ꎬ有忠臣ꎮ” 〔１９〕“失道而后德ꎬ失德而后仁ꎬ失仁

而后义ꎬ失义而后礼ꎮ 夫礼者ꎬ忠信之薄而乱之

首”ꎮ〔２０〕如何回到大道之自然本真状态? 庄子提

出“坐忘”:忘仁义ꎬ忘礼乐ꎬ忘却一切文明事项

乃至忘却自身ꎬ“堕肢体ꎬ黜聪明ꎬ离形去知ꎬ同于

大通”ꎮ〔２１〕道家推崇的“圣人”ꎬ是那精神与形体

达到绝对自由、超越世俗的“真人” “神人”:“肌
肤若冰雪ꎬ绰约若处子ꎬ不食五谷ꎬ吸风饮露ꎻ乘
云气ꎬ御飞龙ꎬ而游乎四海之外ꎮ” 〔２２〕

显然ꎬ在疏离中原文明的淮河流域成长起来

的道家ꎬ首先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ꎮ 其全部

学说就是建立在否定“礼乐” “仁义”基础之上ꎮ
作为与庙堂文化相对立的精英文化ꎬ又有着叛逆

性与非正统性ꎬ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淮河文化在

中国文化大格局中的非正统特性ꎮ 其次ꎬ老庄的

“逍遥游”境界ꎬ使淮河文化表现出强烈的高扬

个性、追求超然与自由境界的浪漫主义精神ꎬ表
现出博大的思想境界与洒脱不羁的诗意品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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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汉—魏晋历史阶段有着精彩的展现ꎮ
综上所述ꎬ春秋战国时期ꎬ是淮河文化的构

建阶段ꎮ 道家思想以“大道”为宗ꎬ最初型塑了

淮河文化崇尚个性与精神自由、海纳百川的文化

气质ꎮ 儒家文化以“大同”为最高政治理想ꎬ具
体设计着现实社会伦理与文化秩序ꎮ 道为体ꎬ儒
为用ꎬ儒道互补ꎬ相反相成ꎬ形成淮河文化的“大
传统”ꎬ主导着淮河流域文化精神与历史走向ꎮ

南迁的夷人为淮河流域带来了古老的宗教

信仰、图腾崇拜ꎬ带来了古老的礼仪及在以后中

原文化中发扬光大的“仁”性意识ꎮ 南方江淮地

区的楚文化仍处在原始巫术与神话思维历史阶

段ꎮ 巫觋当国ꎬ巫风盛行ꎻ崇尚蛮力与神秘ꎻ耽于

浪漫幻想与情感张扬ꎬ推崇个性而能歌善舞ꎮ〔２３〕

在西周政治强权与文化霸权下ꎬ黄淮地区的

淮夷文化与江淮地区的民间巫觋文化及民俗文

化ꎬ成为淮河文化的“小传统”ꎮ 战国时期以屈

原为代表的楚辞、汉代«淮南子»博大精深的浪

漫主义思想体系ꎬ无不是这种“小传统”在精英

文化(大传统)有机体内的延传与发扬光大ꎮ
(二)汉淮南国文化的辉煌

汉代淮河文化“大传统”的辉煌ꎬ主要体现

在汉初淮南国文化ꎮ 它以 “牢笼天地ꎬ博极古

今”的«淮南子»为代表ꎬ充分展示出汉初淮河流

域文化海纳百川的气魄与辉煌成就ꎬ成为淮河文

化发展史上承先启后、光照千古的历史段落ꎮ
公元前 ２０２ 年ꎬ大汉王朝正式建立ꎮ 刘邦采

取黄老“无为”治国学说ꎬ逐步恢复和发展生产ꎬ
对外奉行“和亲”政策ꎬ换得较为有利的外部环

境ꎮ 至武帝时代ꎬ大汉王朝走向强盛ꎮ
然而在政治体制上ꎬ因历史原因ꎬ汉初实行

西部郡县制和东部分封制(郡国制)并行的双重

体制ꎬ引发延绵近百年的政治动荡ꎮ 其间经历了

铲除异姓王、削弱同姓王、镇压“七国之乱”、除
灭淮南国等高潮ꎬ至武帝后期方告暂息ꎮ 淮南国

自高祖五年(前 ２０３)建立ꎬ至武帝 １９ 年(前 １２２ꎬ
淮南王刘安 ４３ 年)灭国ꎬ风风雨雨共 ８１ 年ꎮ 四

任淮南王就有三位(英布、刘长、刘安)死于“谋

反”罪名ꎮ 汉淮南国文化就是诞生于汉初政治动

荡的血雨腥风之中ꎮ 其雍容博大、入世而又超越

的文化精神也是淮河文化非正统性与现实超越

性品质的体现ꎮ
当初ꎬ刘邦以战功在东方分封一批异姓诸侯

王ꎬ六人(今皖西六安市)英布以战功成为淮南

国第一任国王ꎬ都六ꎮ 此时的淮南国ꎬ拥有九江、
庐江、衡山、豫章四郡五十县ꎬ版图覆盖今安徽、
江西、湖北大部分地区及河南、江苏、湖南部分土

地ꎬ是汉初东方一流的诸侯大国ꎮ 至刘安ꎬ淮南

国被一分为三ꎬ刘安继承的新淮南国仅领九江

郡ꎬ国土限于今安徽的江淮之间ꎮ 刘安不仅是淮

南国在位最长的一位国君(前后凡 ４３ 年)ꎬ也是

淮南国学术事业和文化建设的实际组织者和推

动者ꎮ 他即位后ꎬ在淮南国招贤纳士ꎬ著书立说ꎬ
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ꎮ 数千文人方士汇聚淮

南ꎬ使淮南国成为与长安并立的东方文化中心ꎮ
宾客中的“八公”应该是数千文人中的佼佼者ꎮ
他们围绕在刘安身边ꎬ以国都寿春为中心ꎬ往来

唱和ꎬ著述立言ꎮ 东汉高诱在«鸿烈解叙»中具

体列出其人名:“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ꎻ于是遂

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

等八人ꎬ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ꎬ工讲论道德ꎬ总
统仁义而著此书ꎮ” “八公”主要为黄老之学、黄
白之术的专家ꎬ“大山” “小山”之徒则主要为儒

生队伍ꎮ “绝代奇书”(胡适语)«淮南子»等就诞

生在刘安与这些文人墨客手中ꎮ
淮南国文人群体及其文化创造活动的意义ꎬ

首先意味着汉代江淮大地上精英文化创造主体

的形成ꎮ 这个庞大的文人群体ꎬ自觉地承担起汉

王朝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ꎬ这正是春秋战国时代

“士志于道”传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发扬光

大ꎮ 其次ꎬ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传统

短暂而辉煌的再现ꎮ 刘安倾淮南国之财力聚集

文人墨客从事大规模文化建设之举ꎬ最终成为

“阴结宾客”以谋反的铁证ꎮ 他 １６ 岁即位ꎬ为王

４３ 年ꎬ其与宾客们的学术与文学创作活动延续

约 ３０ 年ꎮ 正是这短短数十年ꎬ刘安与他的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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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化成果ꎮ 刘安组织宾客

编撰的卷帙浩繁的«淮南»著作系列ꎬ铸造了淮

南文化哲学、文学、政治、法治、养生、科技等领域

的理论大厦ꎮ 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载ꎬ计“«内书»二十一篇ꎬ«外书»甚众ꎬ又有«中
篇»八卷ꎬ言神仙黄白之术ꎬ亦二十余万言”ꎮ
«淮南»内书即我们今天看到的«淮南子»ꎮ 刘安

原初取名«鸿烈»ꎬ故又称«淮南鸿烈»ꎮ 它以道

家思想为核心ꎬ有机融合儒、法、阴阳、兵、农等诸

家思想ꎬ形成博大精深思想体系ꎮ 从某种意义上

说ꎬ«淮南子»集中体现了淮河文化博大、开放、
多元、形上品格ꎬ是古代中国文化思想一次大融

合的成果ꎮ
首先ꎬ«淮南子»是一部自然哲学ꎮ 它在老

庄自然哲学体系基础上ꎬ对天道自然规律作了进

一步的全面探索ꎬ把老庄对自然的消极顺应转变

为创造性的积极互动ꎮ 其次ꎬ«淮南子»是一部

政治哲学ꎮ 它融合诸子政治学说ꎬ深刻阐述了

“无为”原则下的积极有为ꎬ探索德政、法制、民
本等政治方略ꎮ 其三ꎬ«淮南子»是一部生命哲

学ꎮ 它探索个体生命与天道自然的内在贯通之

道ꎬ探讨生命永恒与人生幸福ꎬ探讨个体对现实

的超越ꎮ 由此ꎬ延伸出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

形态———养生文化与神仙文化ꎮ 第四ꎬ «淮南

子»是一部科学著作ꎬ它在天道自然原则下深刻

论述了生态规律、农业技术、天文现象ꎬ尤其是对

二十四节气的总结等ꎬ某种意义上使该书成为中

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汇集之作ꎮ 古人用“牢笼天

地ꎬ博极古今”来形容这部哲学巨著ꎬ当之无愧ꎮ
«外书»共 ３３ 篇ꎬ内容较为驳杂ꎬ可能在隋唐

以前已经失传ꎮ «淮南中篇»共八卷ꎬ分“神仙”
和“黄白”两类ꎮ 前者即通过养生手法实现长生

不老ꎬ达到生命的完善境界———仙界ꎻ后者指用

化学方法于矿物中提炼黄金、白银ꎬ以炼成丹药

等养生药物ꎮ
淮南国文学创作渊源于楚国辞赋ꎬ刘安开创

了«楚辞»研究的先河ꎮ〔２４〕据«汉书淮南衡山济

北王传»载ꎬ武帝即位次年(前 １３９)ꎬ刘安入京向

武帝献«淮南内篇»ꎬ年轻的武帝甚爱之ꎻ使之作

«离骚传»ꎬ才思敏捷的刘安半日内挥毫而就ꎮ
揭示出屈原«离骚»文辞简约ꎬ托意深远而志向

高洁的品质ꎮ 这实际上也暗示了淮南文人集团

以屈原为宗ꎬ以楚国辞赋为主调的文学风范ꎮ 刘

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本身既是伟大的哲学著

作ꎬ也是绚丽多彩的文学典范ꎮ 据«汉书艺文

志»记载ꎬ“«淮南王赋»八十二篇ꎬ«淮南王群臣

赋»四十四篇ꎬ«淮南歌诗»四篇ꎮ”可惜的是ꎬ这
些作品大多失传ꎮ 梁代萧统主编的«文选»收录

有题名刘安的«招隐士» (王逸的«楚辞章句»则
署名“淮南小山”)ꎬ«古文苑»中收有刘安的«屏
风赋»等ꎮ 透过残存的篇章ꎬ我们仍能大体领悟

到淮南国文学的楚风汉韵ꎬ体会淮南文化潇洒浪

漫的精神风貌ꎮ 博大精深的哲学、绚丽飘逸的文

学等ꎬ构成淮南文化多姿多彩的哲思—审美精神

文化园地ꎮ
刘安与淮南国文人集团的文化创造ꎬ以其

“牢笼天地ꎬ博极古今”的精神高度与宏观视野ꎬ
构成了汉代前期淮河文化的“大传统”ꎮ 它上承

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而形成博大精深的理论

体系ꎬ下启人本主义的建安文学与魏晋玄风ꎬ在
历史的嬗变中延续着淮河文化以道为宗、以人为

本、诗意超越的伟大传统ꎮ
与此相应ꎬ江淮大地上民间文化丰富多彩ꎬ

与潇洒飘逸的思想文化大传统互为映衬ꎬ相得益

彰ꎮ 长袖善舞的“淮南舞”ꎬ融中原与楚地风格

为一体的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等也都走向成熟ꎮ
南方丛林与原野间ꎬ巫觋引导下的祭祀仪式与巫

术活动神秘莫测ꎬ并形成千姿百态的乡风民俗、
民间歌舞ꎮ 豆腐则集中体现淮南文化的物质文

明成果ꎮ 相传豆腐为刘安发明ꎬ是其炼丹制药以

求成仙飞升的产品ꎮ 豆腐以菽(即豆)为材料ꎬ
质地细腻柔嫩ꎬ成本低廉易取ꎬ工艺简单ꎬ营养丰

富兼有食疗功效ꎬ为农业民族极佳的日常食品ꎬ
成为纯真质朴农业文明精神的象征ꎮ

随着刘安的自杀ꎬ淮南国的覆灭ꎬ寿春庞大

文人集团的星散ꎬ淮河中游不再是汉王朝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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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ꎮ “淮南国文化”走向衰落ꎮ 淮河文化

在两汉大一统文化殿堂的边缘ꎬ悄然进入下一个

历史发展时期ꎮ
(三 )魏晋时期淮河文化精神谱系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ꎬ是中国历史上政治

分裂、内忧外患频仍、思想解放的重大变革时代ꎮ
自然灾害、政治混乱与军阀混战ꎬ导致东汉王朝

的灭亡ꎮ 曹操集团崛起并统一中国北方ꎬ建立曹

魏政权ꎮ 司马氏家族以残酷手段消灭曹魏政权ꎬ
建立西晋ꎬ接着便是“八王之乱”ꎻ北方的“五胡

乱华”ꎬ导致黄淮地区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ꎬ汉
民族持续地大规模南迁ꎮ

在这大背景下ꎬ两汉以来的官方哲学儒学急

剧衰落ꎮ 人的觉醒与纵情自然成为时代主旋律ꎮ
活跃于黄淮地区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及正始玄

风ꎬ代表了魏晋前期(汉魏时期)淮河文化的精

神图谱ꎬ体现着大、小传统之间的独特关系ꎮ
开时代先声的ꎬ是东汉末年或更晚一些流传

于黄淮地区及北方的民歌ꎮ 贯穿于«古诗十九

首»的基本音调ꎬ“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

悲伤”:“生年不满百ꎬ常怀千岁忧ꎮ 昼短苦夜

长ꎬ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ꎬ何能待来兹?”
(«生年不满百»)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ꎬ对人生短促

的感慨、喟叹ꎬ从建安到晋宋ꎬ从中下层直到皇家

贵族ꎬ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ꎬ成
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ꎮ 而以“三曹” “七子”
及后来的竹林贤士为代表的精英文化集团的后

来居上ꎬ使这种音调更具有时代大合唱的引领意

义ꎮ “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ꎬ人生几何ꎬ譬如朝

露ꎬ去日苦多’” (曹操)ꎻ“人亦有言ꎬ忧令人老ꎬ
嗟我白发ꎬ生亦何早” (曹丕)ꎻ“人生处一世ꎬ去
若朝露晞ꎬ自顾非金石ꎬ咄唶令人悲” (曹

植)ꎻ阮籍有“人生若尘落ꎬ天道邈悠悠孔圣

临长川ꎬ惜逝忽若浮”ꎻ“表面看来似乎是如

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ꎬ深藏着的恰恰是它

的反面ꎬ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

求和留恋”ꎮ “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ꎬ

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

件下ꎬ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
索、把 握 和 追 求ꎮ 这 是 一 种 新 的 态 度 和 观

点”ꎮ〔２５〕

与此同时ꎬ以“三曹”为精神领袖的文人群

体更有面对现实、关怀民生ꎻ建功立业ꎬ实现人生

价值的儒家思想情怀ꎮ 作为身经百战的军阀首

领ꎬ博得了巨大功名的曹操在作品中反复咏唱、
感慨不已的ꎬ却是人民的苦难:“白骨露于野ꎬ千
里无鸡鸣ꎮ 生民百遗一ꎬ念之断人肠”ꎮ («蒿里

行»)他一方面感慨“神龟虽寿ꎬ犹有竟时ꎮ 腾蛇

乘雾ꎬ终为土灰”ꎬ同时更慷慨高歌:“老骥伏枥ꎬ
志在千里ꎮ 烈士暮年ꎬ壮心不已”ꎮ («龟虽寿»)
一方面哀叹“对酒当歌ꎬ人生几何ꎮ 譬如朝露ꎬ去
日苦多”ꎬ同时以“山不厌高ꎬ海不厌深”的胸怀ꎬ
憧憬“周公吐哺ꎬ天下归心”的政治理想ꎮ («短

歌行»)
这个时期淮河文化的大、小传统格局及其互

动ꎬ主要表现为文学创作中ꎬ士人阶层的思想感

情与汉乐府民歌形式的完美结合ꎮ 自西汉武帝

时代“乐府”设立以来ꎬ其所搜集整理的民歌(乐
府歌辞)原属于存在于民间村社的小传统ꎻ为统

治者搜集、整理与谱曲后ꎬ在学堂与社会上推广ꎬ
成为承载思想教化ꎬ指正政治得失“大传统”的

组成部分ꎻ淳朴的民间艺术形式也在这融汇过程

中走向雅化与精致化ꎮ 在思想上ꎬ“大传统”往

往把民歌形而下的具体叙事、具体抒情ꎬ升华到

人生哲理的高度ꎬ“即认为个体生命不仅在社会

中存在ꎬ而且ꎬ从更高的意义上说ꎬ也是面对整个

宇宙存在的ꎬ因此ꎬ他们的诗歌颂了在个体

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解脱ꎬ追求‘适己’‘快
意’的生活”ꎮ〔２６〕

总之ꎬ以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为代表的汉魏

主流文化ꎬ充分体现出关怀人生、渴望功名、留恋

个体生命而求精神超越的三重主题ꎮ 文化精英

们对民间艺术形式的全面借用与改造ꎬ小传统以

其民间形式负载大传统的宏大叙事并由此而获

得精神境界的提升ꎬ是这个时期淮河文化大、小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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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基本关系ꎮ
魏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ꎬ是当时社会的精英

阶层———名士ꎬ所谓“魏晋士风”则是它的集中

体现ꎮ “所谓士风ꎬ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

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士大

夫’)的思想ꎬ一是他们的行为ꎮ 就思想言ꎬ其特

色是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ꎻ就
行为言ꎬ其特色则是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

一种‘任诞’的风气ꎮ” 〔２７〕

玄学意为“玄远之学”ꎮ 即超越形下万物、
通达宇宙本源之学ꎬ超越具体纷争领悟终极真理

之学ꎮ 魏正始年间ꎬ何晏、王弼引«老»«庄»阐述

玄理ꎬ建立哲学本体论ꎬ标志玄学正式形成ꎬ取代

儒学(名教)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ꎮ 汉武帝以

来被压抑和冷落的道家思想ꎬ接续原始老庄和汉

淮南国以后中断的文化大传统ꎬ以玄学形式重新

走向历史舞台中心ꎬ以“道体儒用”文化格局重

构淮河流域追求超越、自然无为的文化精神ꎮ 玄

学开创者、贵无派领袖王弼提出“以无为本”“崇
本息末”哲学命题ꎬ建立起新时代的哲学基础ꎮ
在此基础上ꎬ王弼阐发言不尽意玄学认识论ꎻ阐
述无与有、本与末、体与用的辩证关系ꎻ提出“名
教出于自然”ꎮ 这是魏晋时代哲学基本问题ꎮ 王

弼虽生长于齐鲁ꎬ然其思想学说基本元素ꎬ则来

自淮河文化资源ꎬ又随着玄风的南下而浸润江淮

大地ꎬ成为此时期淮河文化精神的基本构成ꎮ
孔融、阮籍、嵇康、山涛等放浪形骸、鄙弃礼

法、蔑视权贵ꎬ把任诞风气下“人的觉醒”时代主

题推向极致ꎬ也实践到极致ꎮ 曹魏时代“建安七

子”之首的孔融便有惊世骇俗之论:
父之于子ꎬ当有何亲? 论其本意ꎬ实为情

欲发耳ꎮ 子之于母ꎬ亦复奚为? 譬如寄物瓶

中ꎬ出 则 离 矣ꎮ («后 汉 书» 卷 七 十 « 孔 融

传»)
西晋初ꎬ这种任诞狂悖之举多体现在竹林七

贤(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向秀、山涛、王戎)身
上ꎮ 这既是反叛之姿ꎬ也是避祸之策ꎮ “两晋名

士纵酒放达ꎬ不拘礼法ꎬ隐逸山水等风气ꎬ实由竹

林七贤所开端ꎮ” 〔２８〕而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

醒ꎬ人的外在容貌美、形体美与内在精神气度美ꎬ
也成为名士阶层趋之若鹜的审美对象ꎬ这正是魏

晋时期淮河流域人文精神的体现ꎬ如: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ꎬ风姿特秀ꎮ 见者叹

曰:“萧萧肃肃ꎬ爽朗清举ꎮ”或云:“肃肃如松

下风ꎬ高而徐引ꎮ” 山公曰:“稽叔夜之为人

也ꎬ岩岩若孤松之独立ꎻ其醉也ꎬ傀俄若玉山

之将崩ꎮ”(«世说新语容止»)
那么ꎬ魏晋文化与“淮河文化”有着怎样的

关系呢?
首先ꎬ两者有着共同的文化承载者ꎮ 开创玄

学的大批名士ꎬ如何晏、荀粲、夏侯玄、钟会、嵇
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等ꎬ出生于淮河

流域ꎬ尤其多出生于淮河上游的涡淮地区ꎬ范围

大致在今皖西北与河南一带ꎮ 此处正是淮河文

化主要发祥地ꎮ 他们在此继承老庄思想遗产ꎬ开
创魏晋玄风ꎮ 因而在他们身上ꎬ淮河文化的逍

遥、浪漫精神与魏晋士风的任诞不羁气质合而为

一ꎮ 也就是说ꎬ两者在基本内涵与文化精神上ꎬ
可谓同质同构的文化形态ꎮ

其次ꎬ就文化源流关系看ꎬ淮河文化大传统ꎬ
是魏晋玄学与魏晋士风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ꎮ
淮河文化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哲学ꎮ 淮河上游的

道家思想与自齐鲁大地南下的儒、墨、阴阳等诸

家学说相融通ꎬ形成道体儒用的思想格局ꎮ 至西

汉淮南国时期ꎬ更形成包容开放、道统万有的文

化格局ꎮ 汉魏之际ꎬ何、王引老、庄入玄学ꎬ建立

玄学本体论ꎮ 魏晋时代ꎬ传统道家的基本命题ꎬ
在玄学架构中得到全面而深入的探讨ꎬ何、王之

“贵无”、裴頠之“崇有”、郭象之“独化”ꎬ从不同

角度阐发了无与有、名教与自然、道与万物等重

大哲学命题ꎮ 在西晋那严酷的政治环境中ꎬ名士

们清谈、纵酒、服药、隐逸、长啸等种种任诞之举ꎬ
无疑是老子那逍遥无为的“圣人”、庄子那藐姑

射之山“肌肤若冰雪ꎬ淖约若处子ꎮ 不食五谷ꎬ吸
风饮露ꎬ乘云气ꎬ御飞龙ꎬ而游乎四海之外”(«庄

子逍遥游»)之“神人”风姿在魏晋时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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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ꎮ 其中的精神品格一脉相传ꎮ
第三ꎬ在文化内涵上ꎬ玄学崇本息末ꎬ致力于

社会、宇宙本源与终极真理的探求ꎬ具有突出的

形上品质ꎻ文化结构上ꎬ道体儒用ꎬ海纳百川ꎻ核
心价值系统ꎬ是以人为本ꎬ强烈追求个性与精神

自由ꎬ追求人格独立ꎮ 因而可以说ꎬ魏晋玄学是

全面继承淮河流域主流思想体系(老、庄)ꎬ在新

的社会环境(司马氏当权)和新的文化资源(道教

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文化体式ꎮ 某种意义上说ꎬ
它是淮河文化精神传统的呈现者ꎮ 这是淮河文化

大传统在其发展演变历史长河中最后的闪光ꎮ
魏晋时期ꎬ在门阀制度下ꎬ各地豪强庄园经

济异常强大ꎬ圈地蓄奴ꎬ霸占资源ꎮ 农民多在动

乱中失去土地ꎬ辗转流徙ꎬ最终多依附于地主豪

绅封闭式庄园ꎬ一定程度上失去人身自由ꎮ 北方

和中原的持续战乱ꎬ更加重了民众的流离失所ꎮ
田园荒芜ꎬ村社萧索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乡村社会

难以成长与壮大ꎬ更难以孕育出成熟的乡土文

化ꎮ 因而这个时期ꎬ民间文化(小传统)萎靡不

彰ꎮ 此不详述ꎮ
隋唐以后ꎬ淮河流域文化大传统全面衰落ꎬ

民间文化小传统则逐步发育成熟ꎬ并最终取代大

传统而一枝独秀ꎮ 淮河文化从内在精神、基本结

构直至外在具体内涵ꎬ都发生了历史性蜕变ꎮ 隋

唐两宋ꎬ淮河文化逐步走进它绵延一千多年的第

二个历史段落———民间文化小传统“一枝独秀”
的近世历史阶段ꎮ 这ꎬ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贫

穷落后为表征的“淮河文化”ꎮ 变化之巨ꎬ真可

以“沧海桑田”形容之ꎮ

三、沧海桑田:近世民间文化兴起与淮河文化转型

纵观前期淮河文化发展演变的三个历史阶

段ꎬ贯穿其中的思想红线ꎬ是以“道”为宗ꎬ包融

诸家ꎬ体现出博大、开放的精神品格ꎬ同时以执着

的理想追求ꎬ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超越

浪漫情怀ꎮ 其次ꎬ它因其激烈反传统的文化基

因ꎬ在诞生之际就充满着怀疑、叛逆与批判精神ꎬ
而与庙堂文化保持着某种疏离与紧张ꎻ不像黄河

文化那样ꎬ以强烈的“正统”意识俯瞰天下ꎮ 也

不似南方荆楚大地的巫觋文化ꎬ长期在神话王国

驰骋狂热的想象ꎬ沉醉于巫术的迷狂ꎮ 它以

“道”的憧憬和现实关怀ꎬ显示着“轴心时代”的

理性精神与自由精神ꎮ 最后ꎬ它以平原的胸怀、
水的柔顺ꎬ默默显示着滋养万物的伟大力量ꎮ

然而ꎬ两宋以后到近现代ꎬ淮河文化从文化

结构到文化精神、从创造主体到社会载体ꎬ都发

生了历史性裂变:淮河文化的“大传统”逐步衰

落ꎬ民间文化“小传统”逐渐成长壮大ꎬ最终一枝

独秀ꎮ 淮河文化由大、小传统的两极互动结构蜕

变为单一的民间文化、乡社文化形态ꎬ其生存的

社会空间也从庙堂、学堂、精英文化殿堂转移到

市镇与乡野ꎬ从而形成淮河文化发展演变的后期

历史阶段———民间文化阶段ꎮ 这即是淮河文化

“衰落”的实质ꎮ 其“衰落”的过程是漫长的ꎬ蜕
变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ꎬ是精英文化创造主体的沦落ꎮ 这是

“人荒”ꎮ
一种文化形态的成长及其发展演变ꎬ取决于

其创造主体———特定社会群体的精神运动及其

社会实践成果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淮河文化大传统

的创造主体ꎬ是“诸子百家”的道、儒、墨、阴阳诸

家及其引领时代潮流的“争鸣”ꎮ 汉代文化大传

统的创造者ꎬ一是董仲舒为代表的庙堂儒士ꎬ一
是淮南国刘安文人群体ꎮ 汉末魏晋ꎬ以“三曹”
为领袖的士人阶层引领时代潮流ꎬ唱出“人的觉

醒”时代主题ꎮ
魏晋时代ꎬ名士群体大胆反叛名教纲常ꎬ张

扬自我ꎬ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ꎬ孔融以惊世

骇俗之论发表人的解放宣言ꎬ嵇康临刑以一曲

«广陵散»ꎬ阮籍以独特的“醉酒”艺术ꎬ表达着自

己的人生价值观ꎮ 他们“非汤武而薄周孔” “越
名教而任自然”ꎬ表现出崇尚自我、率性而为、刚正

不阿的名士风流ꎬ凝成后世景仰的“魏晋风骨”ꎮ
然而与此同时ꎬ在那失去伦常约束ꎬ人们的

言行举止放诞不羁的情形下ꎬ更多的名士们则是

精神颓靡ꎬ沉湎酒色ꎬ放浪形骸ꎬ寡廉鲜耻ꎬ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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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文化创造的思想高度与审美品位ꎮ 当时

便有人对此丑诞现象予以指斥:
蓬发乱鬓ꎬ横挟不带ꎬ或亵衣以接人ꎬ或

裸袒而箕踞ꎮ 朋友之集ꎬ类味之游ꎬ莫切切进

德ꎬ訚訚修业ꎬ改过弼违ꎬ讲道精义ꎮ 其相见

也ꎬ不复叙离阔ꎬ问安否ꎬ宾则入门而呼奴ꎬ主
则望客而唤狗ꎮ 其或不尔ꎬ不成亲至ꎬ而弃之

不与为党ꎮ 及好会ꎬ则狐蹲牛饮ꎬ争食竞割ꎬ
横拨淼折ꎬ无复廉耻ꎮ 以同此者为泰ꎬ以不尔

者为劣ꎬ终日无及义之言ꎬ彻夜无箴规之益ꎮ
诬引老庄ꎬ贵于率任ꎬ大行不顾细礼ꎬ至人不

拘检括ꎬ啸傲纵逸ꎬ谓之体道ꎮ (葛洪«抱朴

子疾谬»)
晋室南渡之后ꎬ魏晋玄风南移长江流域ꎬ淮

河流域精英文化流脉湮灭殆尽ꎮ 淮河文化从此

向民间小传统一枝独秀的历史方向迈进ꎮ
第二ꎬ南北战争与军事对峙ꎬ毁坏了淮河流

域文化创造的沃土ꎮ 这是人祸ꎮ
近 ２７ 万平方公里的淮河流域ꎬ地处我国东

部之中ꎬ地势以平原、丘陵为主ꎮ 土地肥沃ꎬ水系

纵横ꎬ经济发达ꎬ人口稠密ꎬ是我国历史上开发较

早的传统农业区ꎬ也是连接我国东西南北、尤其

是南北方的交通要道ꎬ同时也是我国北方政治中

心与东南经济—文化中心往来交通的必经之地ꎬ
因而战略位置非常重要ꎮ 一旦出现内乱或割据

政权的争雄ꎬ它立刻成为四战之地ꎮ 我国历代分

裂与割据形势ꎬ大多以淮河为界ꎬ南北对峙ꎮ 有

学者考察ꎬ历史上先后有三国魏与蜀吴、东晋和

前秦、北朝魏和南朝宋、北朝魏和南朝齐、北朝东

魏西魏与南朝梁、北朝周齐和南朝陈、五代与十

国的吴和南塘、南宋和金等的南北战争或军事对

峙ꎮ 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ꎬ是魏

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金宋蒙之间的战争与对

峙ꎮ 由于淮河流域无险可守ꎬ对峙各方多采取

“以战为守”策略ꎬ故战事频仍且异常激烈ꎮ “贯
穿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决战ꎬ都是在介于中国本

土内两大主要地区之间的淮河流域这一狭长地

带之中进行的”ꎮ 就此军事意义而言ꎬ黄河与长

江流域相对于淮河流域ꎬ都为之逊色ꎮ〔２９〕 持续不

断的大规模战争造成生灵涂炭ꎬ王朝更迭ꎻ外族

入侵、中原板荡ꎻ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ꎮ 流民

盈野ꎬ精英南迁ꎬ经济文化重心亦随之南移ꎮ 如

此社会环境ꎬ生存尚且不保ꎬ如何进行高端文化

的传承与创造?
第三ꎬ长期的黄河泛淮ꎬ把淮河流域由富庶

繁盛之地变成贫瘠荒芜之乡ꎮ 这是天灾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淮河流域就已得到较好的开

发ꎮ 秦汉时期已成为重要的农业区ꎮ 至唐宋ꎬ更
成为著名的天下粮仓ꎬ故民间流传著名谚语:“走
千走万ꎬ不如淮河两岸ꎮ”然两宋以后ꎬ黄河泛滥ꎬ
夺淮入海ꎬ淮河流域因灾荒频繁而逐步走向衰落ꎮ

黄河上游之水夹带大量泥沙东下ꎬ渐渐淤积

河床ꎬ致使中下游不断决堤ꎬ泛滥成灾ꎮ 尤以南

泛夺淮入海ꎬ最为严重ꎮ 迄今所见黄河最早南泛

入淮成灾的记载是汉文帝十二年(前 １６８)ꎬ此后

河决泛淮事件不断见诸史籍ꎮ 北宋以后ꎬ黄河屡

屡南泛ꎬ成为影响淮河流域人民的重大自然灾

害ꎮ 如北宋熙宁十年(１０７７)黄河决口夺淮ꎬ坏官

亭、民舍数万ꎬ田三十万倾ꎮ 南宋光宗绍熙五年

(１１９４)ꎬ黄河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ꎬ经封

丘、长垣、曹县、商丘、砀山ꎬ至徐州ꎬ入泗水ꎮ 康

熙六年(１６６７)ꎬ黄河于萧县等地决口ꎬ淹没鲁、
皖、苏等数省之地ꎬ乡民溺毙数万ꎮ 直到咸丰五

年(１８５５)黄河北决ꎬ才基本结束了黄河近 ７００ 年

的夺淮历史ꎮ〔３０〕

黄河的长期南泛夺淮ꎬ使淮河流域自然环境

和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ꎮ 人民大量死亡ꎬ或流

离失所ꎮ 淮水水系被破坏ꎬ河床被抬高ꎬ又促使

了水旱灾害的频频发生ꎮ 最终使淮河两岸沦为

贫穷落后之乡ꎮ 贫瘠荒芜土地上与冷落萧索村

社间ꎬ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村民群体中ꎬ无法

产生超越性的思想和以信仰为宗旨的宗教及陶

冶情操为品味的艺术ꎮ 质朴、粗犷、带有原始野

性趣味、以生存为尚的乡民文化ꎬ就在人们的辛

勤劳作与生存竞争过程中ꎬ慢慢成长、壮大ꎻ随着

灾民队伍的流浪乞讨ꎬ散播四方ꎻ随着乡民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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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恶化而逐渐劣质化ꎮ 这ꎬ就是今天我们所

看到的鲜活的“淮河文化”ꎮ
第四ꎬ华夏大地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

及精英文化创造主体的消失ꎬ是导致两宋至近世

淮河文化逐步沦落为乡民文化的历史命运ꎮ 它

是上述几重因素造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ꎮ
“三代”至春秋战国ꎬ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

与文化重心皆在黄河流域及中原地区ꎮ 淮河流

域以上游涡淮地区的老庄文化、下游泗水南下的

儒墨文化及中游江淮地区的荆楚文化ꎬ参与“轴
心时代”中华文明精神大厦的历史性构造ꎮ 文、
景、武帝时期的大汉王朝ꎬ长安京畿地区和淮河

中游江淮大地ꎬ形成两大文化中心ꎮ 魏晋以降ꎬ
以洛阳为京畿ꎬ黄淮大地上形成以建安、正始士

人群体为核心的文化创造主力军ꎮ 然政治黑暗

与长期战乱ꎬ导致淮河流域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消

失ꎬ文化创造主体的星散ꎬ历史性地造成了淮河

文化大传统的衰落以致消失ꎬ造成文化传统的

“断裂”ꎮ
隋唐北宋时期ꎬ政治统一ꎬ社会安定ꎬ近世西

北或北方政治中心和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

大格局逐步形成ꎬ趋向稳定ꎮ 由于人口的大量南

迁ꎬ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全面开发ꎮ “江南”“苏
杭”等名词不再是具体的地域称谓ꎬ更蕴含了经

济与文化意义ꎬ成为温柔富庶之乡的代称ꎮ 此时

的淮河流域作为东部的“天下之中”ꎬ虽处在两

个中心相互流通的必由之路上ꎬ经济相对繁荣ꎬ
人口繁庶ꎬ但在“天下” 视域里ꎬ其自身不再是

“中心”ꎮ 南宋以后ꎬ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

完全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ꎮ 当时

流传的“上有天堂ꎬ下有苏杭” 的谚语ꎬ就是对

“江南”繁华富庶的生动写照ꎮ 淮河流域作为南

北割据的分界线ꎬ在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棋盘

上被彻底边缘化ꎮ 庙堂文脉、精英传统在这战乱

不息、远离“中心”的土地上逐渐消失ꎮ 社会文

化形态渐向平民化、世俗化转型ꎮ 这为乡民文化

的兴起ꎬ提供了适宜的历史环境与文化土壤ꎮ
元、明、清三代ꎬ天下一统ꎮ 北方政治重心、

东南经济文化重心的大格局趋向稳固ꎮ 黄河南

泛夺淮入海ꎬ继续把淮河流域变成千里赤贫之

地ꎮ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ꎬ把原本以开封为

南北枢纽的大运河ꎬ改造为由大都直接南下ꎬ跨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ꎬ成为贯

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ꎮ 淮河流域进一步失去

“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条件ꎬ被更严重地边缘

化了ꎮ
２０ 世纪初ꎬ现代铁路运输的发展ꎬ更进一步

剥夺了淮河流域传统的水运功能ꎬ同时也有力地

改变着“淮河文化”的空间布局ꎮ 面对现代化运

输网络与现代城市布局ꎬ淮河流域更深地沦为封

闭隔膜、贫穷落后的“乡民社会”ꎮ 近代以来ꎬ展
现在我们眼前的“淮河文化”ꎬ实际上就是数百年

来贫穷荒芜土地上已劣质化的“乡民文化”图谱ꎮ
文化大传统萌发于民间小传统ꎬ接受民间文

化沃土的滋养ꎬ最终又成为支配小传统、在社会

生活中居正统地位的主流文化形态或官方意识

形态ꎮ 大传统以其丰厚的社会资源和强有力的

统治地位及其强势话语ꎬ对其小传统母体进行全

面渗透和规范ꎬ使之最大限度地符合于自身的思

想信仰、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ꎬ并使之在文化品

格上不断得到“提升”ꎮ 民间文化也在这过程中

不断渗入大传统的肌体ꎬ获得新的生存空间ꎮ 春

秋时期各国“国风”进入«诗»三百ꎬ楚地巫觋文

化全面融进«楚辞»ꎬ汉乐府文学殿堂对“采风”
传统的全面继承ꎬ以及汉代艺术对“楚风”的全

面吸收等ꎬ无不如此ꎮ
居庙堂、学堂之高的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阶

层所秉持的文化形态ꎬ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

主流价值观ꎬ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ꎬ规范着全社

会的文化精神ꎬ代表着民族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

水准ꎬ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民族文化发展的趋

势或方向ꎮ 因而文化大传统往往既是统治阶层

国家意志的体现ꎬ也是全民族共同信奉的精神坐

标所在ꎮ 处江湖之远的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民

间文化形态ꎬ则生动体现了以生存、劳作为核心

的乡村世界淳朴的生命意志与世俗愿望ꎬ展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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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千姿百态的生活样式ꎮ 从而与“大传统”
构建了民族文化的高与低、雅与俗、主流与边缘

有机结构ꎮ
因而ꎬ两者既互相独立ꎬ又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ꎮ 由于大传统的主导或引领地位ꎬ一个社会的

停滞ꎬ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衰落ꎬ某种意义上ꎬ
就是文化大传统的衰落或断裂ꎮ 从而使该文化

区域在世俗而本能性的日常生活中ꎬ失去了思想

的超越性ꎬ最终失去文化的创造力ꎮ ———当然ꎬ
另一方面ꎬ脱离了民间生活热土与人生趣味的

“大传统”ꎬ也必将变成僵化而专断的思想教条ꎬ
如南宋程朱理学ꎮ 此不赘言ꎮ

所以ꎬ今天许多淮河文化研究者所谓的“淮
河文化衰落”说ꎬ实质上就是由于淮河文化大传

统历史性的退场与缺席ꎬ使淮河流域在战乱、贫
穷与边缘化历史进程中ꎬ沦落为停滞、封闭、守旧

的“乡民世界”ꎮ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ꎬ淮河流域

由于长期天灾人祸造成社会生产的落后与人民

生活的普遍贫困化ꎬ并由普遍的物质贫困造成普

遍的文化贫困ꎬ最终造成近现代淮河流域难以改

造的“贫困文化”ꎮ 这大概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

“淮河文化”实际情形ꎮ
与整个民族文化大传统一样ꎬ淮河文化大传

统多以文化经典、历史文献、思想学说、审美理

想、社会政治制度等形式存留于史ꎬ延传于世ꎮ 其

民间文化小传统则多以生活原生态形式ꎬ活在当

下乡村日常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过程中ꎬ成为

我们可以实地考察、具体观摩、零距离接触的“活
化石”ꎮ 乡民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世俗生活遵循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

惯ꎮ 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民俗文化ꎮ 它是民间日常生活原生态的直接

表现ꎬ集中了民间生活的主要内涵ꎮ 它包括衣食

住行、婚丧嫁娶、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地方节庆

及各种禁忌等ꎮ 这些内容贯通着乡规民约、行为

方式、思维模式、文化心态等文化层面ꎬ形成有机

统一的文化肌体ꎮ
第二ꎬ世俗普遍认同的一般信仰系统与价值

系统ꎮ 民间文化的信仰系统ꎬ一是国家或民族宗

教ꎬ如儒教、道教、佛教等ꎬ这是“小传统”依附于

“大传统”ꎬ接受“大传统”规范与制约的体现ꎮ
同时ꎬ乡村社会往往还流行着地方性的民间祭

祀、鬼神与祖先崇拜、巫术卜筮等与原始宗教具

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五花八门迷信活动ꎮ 这些迷

信活动多以祈福禳灾为宗旨ꎬ具有鲜明的现实功

利性ꎬ谈不上什么超越性的“信仰”ꎮ 因而乡民

可根据现实需要ꎬ选择或更换不同的祭拜对象ꎮ
这是乡民文化世俗性的体现ꎮ 其价值系统亦是

一分为二ꎮ 一是追随“大传统”的价值范畴ꎬ如
高度认同儒家的忠、孝、仁、义价值体系并自觉运

用于现实生活之中ꎮ 这是大传统向全社会投射

官方能量ꎬ引导、规范民间社会生活的结果ꎬ它对

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国家认同、民族文化认同ꎬ
具有积极意义ꎮ 二是基于宗族立场、血缘关系及

乡土感情ꎬ而形成是非观念ꎬ决定亲疏向背ꎮ 它

往往导致人们在亲情与盲从中违背普遍正义原

则ꎮ 这使得在乡村文化中ꎬ基于普遍正义原则的

人道主义精神的薄弱ꎮ
第三ꎬ高度普及的一般社会知识和技术ꎮ 毛

泽东曾说过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ꎮ 在数千年历史

长河中ꎬ在黄土地上祖祖辈辈辛勤劳作的芸芸众

生ꎬ不断深化着对自然环境和自然奥秘的认知ꎬ
对天人关系的体会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生产、生
活知识ꎬ形成神奇的生产劳动与生活技巧ꎮ 这些

来自感性经验ꎬ未得科学分析与理论总结的知识

与技术ꎬ成为民间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比如天

气观测和预报、神奇的治病药物与偏方、各种工

艺制作等ꎮ 豆腐制作工艺ꎬ则是淮河乡村文化标

志性成绩ꎮ 独特的知识系统和工艺、技术ꎬ常使

人由衷感慨:高手在民间!〔３１〕

第四ꎬ民间文艺的绚丽多彩ꎮ 生产生活知识

与技术技巧ꎬ是劳动人民生存智慧的结晶ꎬ民间

文艺则是人民群众生活意趣与审美情趣的载体ꎮ
如果说大传统以严谨的学说与政治伦理的教化、
超越性的思想建构ꎬ展现出主流文化的博大精深

与至高无上ꎬ民间文艺则以千姿百态的艺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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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表现着人民大众在艰辛劳作过程中的生命意

识与生活态度ꎮ 从各种口头文学、歌舞戏曲、绘
画雕塑ꎬ到各种工艺制作等ꎬ构成乡村突破礼教

束缚、充满生命意趣的艺术世界ꎮ 剪纸、泥塑工

艺、各类民间小调ꎬ特别是盛行于皖北淮河两岸

的凤阳花鼓、泗州戏、花鼓灯及推剧等场院与舞

台艺术形式ꎬ起源于乞讨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ꎬ深受广大民众喜爱ꎮ 作为流民逃荒要饭的

“乞讨艺术”ꎬ花鼓灯以男女共舞、对舞表演的形

式ꎬ欢快喜庆的美学风格ꎬ形成富于中国民族风

情的“狂欢” 文化形态ꎬ展现超越现实、苦中求

乐、热爱人生的处世态度以及坚韧而率性的民族

性格ꎮ 这是道家逍遥无为人生态度与道教修道

成仙宗教理想对民间精神世界的渗透与引导ꎮ
同时ꎬ消极流徙、缺乏奋进精神与某些低级趣味ꎬ
也是这些民间艺术与生俱来的文化糟粕ꎮ

与居于主流地位的“大传统”相比ꎬ乡民世

界“小传统”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
第一ꎬ鲜明的地域性ꎮ 这是民间文化最突

出、最本质的特性ꎮ 任何乡土文化ꎬ都是在特定

范围内形成的ꎮ 以宗族、家族为生产单位ꎬ在相

对封闭、稳定的区域内世代延传ꎬ缺乏对外交流ꎬ
最终形成各自鲜明的地方(地域)特色ꎮ 它既表

现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与思维方式ꎬ也表

现在语言、服饰及风俗习惯构成的生产与生活方

式ꎮ 封闭性的世代延传所积淀的历史记忆与文

化心态ꎬ使其地域特色一脉相传ꎬ难以改变ꎮ 这

往往又造成乡村文化的保守性ꎮ
第二ꎬ自发性与约定俗成性ꎮ 乡村文化是劳

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ꎬ在世代经验和知识

积累中自然而然产生的ꎬ具有突出的经验性、实
践性、具体性ꎬ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与概括ꎮ 因

而乡村文化各要素(风俗、信仰、知识与技术等)
只具体存在于日常生活过程和劳动实践中ꎬ具有

鲜明的感性特征ꎮ
第三ꎬ由于这种经验性、具体性的感性特征ꎬ

乡村文化一般来说缺乏对自身的传统与文化模

式的反思、批判与矫正能力ꎮ 存在的就是合理

的ꎬ“从来如此”的就是真理ꎬ祖宗传下的都是不

能怀疑和改变的ꎮ 任何违背传统的言行ꎬ都是大

逆不道ꎬ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ꎮ 这是乡村社会

常常沦于“愚昧”“保守”“落后”境地的内在原因ꎮ
第四ꎬ由于上述原因ꎬ乡村文化表现出强烈

的现实功利性ꎬ缺乏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精神超

越ꎮ 一代又一代ꎬ乡民们企望的是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牛羊满圈、四世同堂ꎻ热衷的是置地发

家ꎬ光宗耀祖ꎮ 此外再无更高远的人生诉求、更
高尚的人文情怀ꎮ 乡村生活由功利性而狭隘世

俗ꎬ由世俗性而庸碌无为ꎮ 贫困中的人们因循守

旧ꎬ不思进取ꎬ往往安贫乐道ꎻ或小富即知足ꎬ大
富而豪横ꎮ 这是小农村社在自足、和谐中陷于停

滞、僵化的内在原因ꎮ

四、余论:淮河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淮河文化研究ꎬ和其他文化研究一样ꎬ都是

以特定社会现实需要为推动力而不断发展的ꎮ
笔者以为ꎬ现阶段淮河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ꎬ或
现实需要ꎬ可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文化扶贫、文
化产业、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ꎮ

“文化扶贫”ꎬ是我国扶贫工作由消极的物

质救济ꎬ向“人”的精神扶贫转变ꎬ以实现农村自

身的“可持续发展”ꎮ 如上所述ꎬ由于复杂的历

史原因ꎬ近世淮河流域逐步沦为远离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的“乡民世界”ꎮ 由于天灾人祸的频

繁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ꎬ人民生存艰难ꎬ流离失

所ꎻ更由此造成“文化贫困”ꎬ形成独特的“贫困

文化”ꎮ 这种“贫困文化”表现为“科学知识匮

乏”(包括主流社会的思想道德知识和科学文化

知识)、“文化资源匮乏”、“文明制度的缺失”ꎮ
“贫困者的精神世界空虚、甘于贫困、意志消沉、
心里孤独、自卑、无助感严重等”ꎮ〔３２〕 表现为“听
天由命的人生观ꎬ逆来顺受的人际观ꎬ安于现状

的价值观和重农轻商的经济观”ꎬ〔３３〕 或“不重扩

大再生产ꎬ有钱就吃ꎬ吃喝成风”ꎻ“民风粗悍ꎬ轻
死而易斗ꎬ匪气十足”ꎻ“不重乡土ꎬ穷则逃逸的

流民意识” 〔３４〕等等ꎮ 文化扶贫ꎬ就是发掘乡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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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优良传统ꎬ如勤劳务实、积极进取的人生观ꎬ
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价值观ꎬ独立自强的生活

观ꎬ放眼未来的超越精神等ꎬ逐步改变人们懒惰

消极、无所作为的精神风貌ꎮ 这是目前淮河文化

研究的重要领域ꎮ
发展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ꎬ应该是淮河文化

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或现实需要ꎮ 文化产业通

过对文化成果尤其是民间文化的再包装、再阐

释ꎬ把它改造为文化产品ꎬ通过各种营销途径获

得利润ꎬ具有经济效益和文化普及与传承的双重

价值ꎮ 独具风情的民俗文化、民间戏曲与歌舞

(泗州戏、推剧、花鼓灯)等审美文化、剪纸等工

艺美术以及各种历史文化遗址等等ꎬ都是文化产

业发展的广阔领地ꎮ 地方经济建设以本土文化

作支撑ꎬ从而获得人文精神底蕴ꎬ成为经济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ꎮ
淮河文化研究对于当前淮河生态文明建设ꎬ

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支撑意义ꎮ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ꎬ并拓展为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
位一体”模式ꎮ 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作为基础融注

于其他各领域建设之中ꎬ又标志着“五位一体”
建设模式的最终实现ꎮ 而其中的“文化建设”ꎬ
作为各项建设的“灵魂”ꎬ为整个生态文明建设

工程提供价值支撑ꎬ因而具有着本体性意义ꎮ
２０１８ 年ꎬ经国务院批准的«淮河生态经济带

发展规划»出台ꎮ “淮河生态经济带”以淮河干

流为枢纽ꎬ面积 ２４ 万多平方公里ꎮ 它将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ꎬ促进淮河流域

上中下游要素聚集ꎬ将淮河建设成为连接中东部

地区的黄金通道ꎻ促进流域经济社会与人口、资
源、环境全面协调发展ꎮ

这在淮河地区便形成区域地理范围、区域生

态经济建设和区域文化的“三个重合”ꎮ 淮河流

域是客观的地理环境ꎬ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是人

类与自然互动、造福自身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建设

工程ꎬ淮河文化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给我们留

下的人文财富ꎮ 淮河文化顺应自然、生态和谐的

宇宙观ꎬ互补共存、协调发展的社会观ꎬ抱雄守

雌、刚柔相济的人生观ꎬ崇本息末、返璞归真的哲

学观等大智慧ꎬ对于今天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ꎬ必将成为未来淮河流域社

会进步、经济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软实力ꎮ
理论的武器ꎬ可帮助我们超越纷繁表象ꎬ深

入文化有机体内部ꎬ对淮河文化基本精神、有机

构成及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进行宏观把握ꎬ为
我们的淮河文化研究提供开阔的视野、学理的高

度与正确的思路ꎮ 另一方面ꎬ淮河文化研究ꎬ与
其他文化研究一样ꎬ也不是与现实需要脱节、空
洞的坐而论道ꎮ 它应以当今淮河流域生态文明

建设的需要为立足点和出发点ꎬ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ꎮ 因而本人理解的淮河文化研究的宏观视

野是服务于淮河流域现代化建设与自身的“文化

重建”有机统一ꎬ相互促进ꎮ 以“文化扶贫”和地

方文化产业发展为平台ꎬ推动乡村与地方乡社文

化建设ꎬ从而优化、重建淮河流域乡村文化小传

统ꎻ以淮河生态文明建设为大舞台ꎬ发掘淮河文

化大智慧ꎬ接续、重整淮河文化大传统ꎮ 在两者

互动态势下ꎬ在生态文明条件下构建淮河文化新

模式ꎬ构建新时代淮河流域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与

现代精神家园ꎮ

注释:
〔１〕郭学东:«坚持淮河文化研究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方向»ꎬ

«学术界»２００４ 年增刊ꎮ 陈立柱、洪永平:«浅谈“淮河文化”概

念»ꎬ«学术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ꎮ
〔２〕以上所述研究成果参见陈立柱、洪永平:«浅谈“淮河文

化”概念»ꎬ«学术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ꎻ杨育彬、孙广清:«淮河流域

古文化与中华文明»ꎬ«东岳论丛»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ꎻ金荣权:«新石

器时期淮河上游的族群迁徙与文化融合»ꎬ«中原文化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ꎻ高广仁、邵望平:«试论淮系史前文化及裴李岗

古文化的主源性»ꎬ«燕京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７ 期ꎻ李良玉:«淮河

文化的内涵及其技术层面的研究»ꎬ«安徽史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ꎻ
房正宏:«淮河文化内涵与特征探讨»ꎬ«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ꎻ吴圣刚:«论淮河流域文化的特征»ꎬ
«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ꎻ陈立柱:«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

与反省»ꎬ«学术界»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ꎻ陈琳、陈丽丽:«淮河文化的

成因与特色»ꎬ«江苏地方志»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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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参见日本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ꎬ中
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ꎬ
１９８８ 年ꎮ

〔４〕如“安徽省社科联课题组”集体撰写的«淮河文化概念

的进一步思议»对淮河文化的界定:淮河文化ꎬ即淮河流域居民

上古以来创造的历史文化ꎬ以其地理上的平旷开阔ꎬ连南接北ꎬ
族群上的夏夷交互ꎬ战争融合ꎬ早期形成道、儒两家为代表的学

术流派ꎬ重视和合ꎬ富有总结、反省与融通精神ꎬ尚德轻智ꎬ以做

人、治世、养生为主要ꎬ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层面ꎬ影响中国

社会、历史与生活各方面ꎻ比较其他文化ꎬ淮河文化更多平原文

化的特点ꎬ广博有余ꎬ专门不足ꎬ文人干才多ꎬ训诂考据等专门之

才少ꎬ俗尚整体性感悟式的“以道观之”ꎻ宋以后历史趋向尚智重

生ꎬ事功经济为世所重ꎬ而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大多遭到破坏ꎬ
精英文化颓萎ꎬ民俗文化粗犷ꎬ整个社会逐渐贫困化ꎬ未能实现

文化转型ꎮ (程必定、吴春梅主编:«淮河文化纵论»ꎬ合肥:合肥

工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１ － １２ 页ꎮ) 陈琳、陈丽丽:«淮河

文化的成因与特色»对“淮河文化”的概述:淮河文化以流域地

区界定ꎮ 分水岭内ꎬ东至黄海ꎻ北至沂蒙山和黄河南堤ꎻ西至伏

牛山、桐柏山ꎻ南至大别山和皖山余脉ꎻ淮河两岸和凡是流进淮

河的支流地域生存的文化ꎬ均可称之为“淮河文化”ꎮ 由于淮河

流域面积广袤ꎬ有着华夏“天中”的优越地位ꎬ域内与各方接壤的

地区出现文化交融ꎮ 其东北连齐鲁、西北接中原、西南接荆楚、
东南通吴越ꎬ因而融合了这些地区的文化精华ꎬ形成了古文化多

元性、丰富的一大特色ꎮ 淮河文化包括了商周时代的东夷(包括

淮夷)文化、涡淮两岸产生的老庄文化、先秦时期荆楚文化、吴越

文化以及两汉和北宋之后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际兴起的淮

扬文化ꎮ 因此ꎬ淮河文化的定义应是以流域内自然地理环境为

生存条件ꎬ在淮河主干流地区ꎬ以楚、明文化的底蕴ꎬ兼容中原文

化而形成的区域文化ꎮ
〔５〕〔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

对文明的一种诠释»ꎬ王莹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９５ 页ꎮ

〔６〕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１７ 页ꎮ 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

学校和寺庙”ꎮ 笔者以为“寺庙”指的应该是“庙堂” “朝堂”ꎬ即

国家政权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力量ꎮ
〔７〕〔２７〕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１９、３５７ 页ꎮ
〔８〕庄锡昌主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ꎬ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２５ 页ꎮ 相关内容另见〔美〕露丝本尼

迪克特:«文化模式»ꎬ王炜等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２ 页ꎮ

〔９〕楚樵:«淮南古代史研究简编»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７ 页ꎮ

〔１０〕张新斌:«蔡文化初论»ꎬ«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６ 年第１ 期ꎮ
〔１１〕司马迁:«史记楚世家»ꎮ

〔１２〕刘玉堂、尹弘兵:«楚蛮与早期楚文化»ꎬ«湖北大学学

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ꎻ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关系新探»ꎬ«求

索»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ꎮ
〔１３〕〔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ꎬ魏楚雄、

俞新天译ꎬ北京:华夏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ꎮ
〔１４〕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９ － ２４、６０２ － ６０７ 页ꎮ 余英时先生在后来的研究文

字中多用“轴心突破”代替上述两个名词ꎮ
〔１５〕陈广忠:«淮河传»ꎬ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０６ － １１６ 页ꎮ
〔１６〕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天运»ꎮ
〔１７〕«论语为政»ꎮ
〔１８〕«论语八佾»ꎮ
〔１９〕«老子第十八章»ꎮ
〔２０〕«老子第三十八章»ꎮ
〔２１〕«庄子大宗师»ꎮ
〔２２〕«庄子逍遥游»ꎮ
〔２３〕参见启良:«中国文明史»(上)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８３ － ２９２ 页ꎮ
〔２４〕陈广忠:«淮南文集»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２５〕李泽厚:«美的历程»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８７、８８、８９、９０、９３ 页ꎮ
〔２６〕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卷)ꎬ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３０３ 页ꎮ
〔２８〕郑师渠总主编:«中国文化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ꎬ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７ 页ꎮ
〔２９〕盛险峰:«论淮河在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分界地位»ꎬ见

程必定、吴春梅主编:«淮河文化纵论———“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

会”论文选编»ꎬ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３０〕郭学东:«北宋以来淮河流域重大历史事件述评»ꎻ吴

海涛:«淮河流域人地关系演变的历程简析»ꎻ盛险峰:«论淮河

在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分界地位»ꎮ 程必定、吴春梅主编:«淮河文

化纵论———“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ꎬ合肥:合肥工

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３１〕此处参考王建:«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新论———以两

汉社会文化为例»(«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一文对乡民

文化内涵的归纳ꎬ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论述ꎮ
〔３２〕乔咏波、龙静云:«贫困问题的文化和伦理审视»ꎬ«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３３〕子平:«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ꎬ«紫光阁»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３４〕陈立柱:«研究淮河文化要为流域经济发展服务»ꎬ安

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集»ꎬ
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４ － ２７ 页ꎮ

〔责任编辑:陶婷婷〕

—１３—

淮河文化精神结构与历史蜕变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