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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作了精准概括，认为中华文明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与和平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表现在，
即使在国家分裂时期，中华文明仍绵延不
绝，得到存续和发展。这一特点在五代十国
时期吴越国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
文化的具体表现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由钱镠以今浙江
为中心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从后梁开
平元年（907）钱镠受封吴越王开始，至宋太平
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共历72年，传
五主，是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

首先，吴越国文化明显具有承唐启宋的
特点。吴越国因政治原因没有实行科举制
度，但儒学依然得到传承。吴越国王钱镠喜
读《春秋》，他去世前留下遗训，里面多处引用

《论语》，强调“化家为国”。《钱氏家训》的基调
就是儒家思想。吴越国也曾设置学校。蔡襄
在《福州修庙学记》中就说，福州历史上的学
校建设是从吴越国开始的。唐末一些士大夫
投身钱氏政权，也有一些士大夫如孙郃、韩
必、方昊、朱滋等人，隐居乡野，在民间讲学，
为吴越国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在宗
教思想领域表现得也较为明显。闾丘方远是
吴越国道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是唐代名
道司马承祯的后学，是道教南岳天台一系传
人。在佛教文化上，吴越国对传承中华文化
的贡献尤其突出。当时北方周世宗抑制佛
教，而吴越国三世五王崇佛，各个宗派在吴越
国汇聚，得到蓬勃发展。

其次，吴越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创新精
神。吴越国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延续，并不是
简单地从唐朝继承，传递给宋朝，而是有变
化、有发展、有创新。如在政治制度上，吴越
国创设了知机务、通儒院学士、择能院等机
构。这种创新在科技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如
吴越国采用“竹笼沉石”法修筑捍海塘，较唐
代的版筑土塘是一大进步，到元代后又被

“木柜石塘”取代。从版筑土塘到竹笼石塘，
再到木柜石塘，呈现阶梯式进步的趋势。其
他如吴越国秘色青瓷既继承汉唐青瓷的传
统，又开启了龙泉青瓷的新发展，表现出吴
越国文化连珠式传承、阶梯式进步的特点。

吴 越 国 在 传 承 延 续
中华文化上的特殊作用

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传承延续中华
文化上有其他地区政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尊崇中原王朝的立国之策使吴越

国与中国主流文化更自然地接近和融合。在
五代十国各个政权中，中原王朝实力最强，最
后也由中原王朝统一中国，它们代表了当时
中国的主流文化。吴越国在政治上实行尊崇
中原王朝、保境安民的政策，最后以纳土归宋
的方式自行除国，支持宋朝完成国家统一。
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在制度上、文化上非常贴
近中原王朝。纳土之后，吴越国官员得到留
用甚至擢升。吴越文人在宋初文化界有特殊
的地位，他们与宋朝主流文化非常合拍。以
文学为例，宋初两大诗派，一派尚自然，追求
山野；一派尚博雅，讲究辞藻。这两派都有出
自吴越国的代表人物。前者如林逋，他祖父
曾在吴越国为官，他则成为宋代隐逸诗人的
代表；后者如吴越国王钱俶之子钱惟演，是西
昆诗体的代表作家。

其次，吴越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向海洋发
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唐宋时，随着吐蕃、党项
等少数民族政权崛起并控制西域，陆上丝路
受阻，海上丝路开始发展。吴越国在其建立
与巩固过程中，一直受到邻国南吴及其后继
者南唐的军事威胁。他们切断了吴越国与中
原地区进行交往的陆上通道。吴越国只好改
走海道与中原维持朝贡关系。然而，这反过
来却促进了吴越国航海技术的进步与海外贸
易的发展。吴越国时期前往南海、印度洋沿
岸的南线航路得到开辟，从那里进口了香料、
猛火油（石油）等商品。海外贸易也促进了文
化交流，吴越国从日本、高丽找回国内失传的
天台宗典籍，促成了五代、宋初天台宗的复
兴。当时正值朝鲜半岛后三国时期，高丽与
后百济之间争战不断，吴越国王钱镠还曾派
遣使者调停双方冲突。在当时北方战乱，中
原王朝与海外交往受限的情况下，吴越国部
分取代了中原王朝的地位，在延续与发展中
华海洋文化上扮演了特殊角色。

其三，吴越国为宋代中国科技高峰的形
成作出了特殊贡献。五代十国各政权在文
化发展上各有特色，吴越国以科技发达闻名
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大兴寺塔、园
林，吴越国建筑技术处于领先水平，产生了

喻皓这样的著名匠师。喻皓曾著《木经》三
卷，对宋代《营造法式》影响很深。又如印刷
术上，吴越国大批量印制佛经，使杭州成为
五代、两宋时期全国的刻书中心。后来毕昇
发明活字印刷术，也受益于吴越国印刷业打
下的深厚基础。其余如制瓷、造船等技术，
吴越国都对两宋施予影响。甚至宋代科学
的代表人物沈括，他的曾祖父曾在吴越国为
官，沈括是在吴越国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科学家。宋代时西欧处于中世纪，中国的科
技独步天下，达到一个相对顶峰。吴越国在
传承中华科技文明上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
文化的历史原因

吴越国之所以能在中华文明延续中发
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吴越国文化的发展
顺应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脉动与趋势。

首先是顺应了庶民文化兴起的历史趋
势。唐宋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文化
主体下移，庶民阶层在文化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随着士族阶层消亡，大庄园退出
历史舞台；同时，随着吴越国商品经济发展，
市民阶层也成长起来，与市民文化相适应的
园林建筑应运而生。杭州、越州、苏州都兴建
了大批园林，傲视天下的苏州园林就发端于
吴越国之时。唐宋时期文化主体下移的另一
个表现是宗教世俗化、大众化。禅宗与净土
宗在吴越国拥有广泛信众，传世石刻文献中
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其次是顺应了儒释道文化交融的历史趋
势。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块基石。
唐代是中国佛教建宗立派的时代，也是儒、
佛、道三家文化交汇融通的时代。宋代新儒
学的发展乃至理学的产生，都深受佛道文化
影响。吴越国文学家罗隐出身儒士，晚年从
闾丘方远学道，他的《两同书》就体现出半儒
半道的特点，希望用道家的手段达到儒家所
追求的盛世境界。吴越国师德韶在讲法时非
常强调佛法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宣传“天

下太平”与“国王万岁，人民安乐”。他的弟子
延寿同时被禅宗和净土宗奉为祖师，主张禅
教一致。宋僧智圆主张援儒入佛，他的佛学
著作虽完成于宋初，但他是吴越国天台宗山
外派的传人，深受吴越国佛教文化的影响。

第三是顺应了唐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
南移的趋势。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战乱，大
量士人南迁。吴越国地处南方核心地带，在
唐末承接了这种区域文化转移，为中华文化
的重构作出了贡献。钱镠曾派“鸾手校尉”
沿江搜罗北方人才。文献中有很多北方士
人南下吴越的事例。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
文化的本质

除了中原地区，吴越国与其他地区的人员
流动也非常活跃。由于吴越国实行睦邻政策，
来自南方邻国的移民非常多，史籍中有很多福
建、江西因乱移民吴越的事例。吴越国丞相沈
崧和林鼎都来自福建。在南方诸国的文化交
流中，佛教僧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
吴越国与闽国间的僧侣流动非常频繁，吴越国
初期的很多僧人是闽地高僧义存的弟子。不
仅佛教，吴越国道教的区域交流也非常活跃。

吴越国与南吴、南唐之间长期互为敌人，
甚至不通商旅，但政治上的分裂并未阻止区域
文化的交流。甚至与相隔辽远的楚国、蜀国与
新兴的契丹王朝，吴越国都与其互遣使节。吴
越国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区域交流与互动中发
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越国文化所传
承、所延续的并不仅仅是浙江区域文化，而是
这个区域文化的母体——中华文化。

实际上，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分裂时
期，不仅是吴越国，所有分裂政权都在以不
同的方式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它们在文
化发展上各有所长，在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
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如南唐、两蜀富于词
章之美，对后世文学影响很深，在宋朝出现
了很多文学家。辽朝一方面继承契丹民族
传统，另一方面也采用唐朝制度，创造性地
实行“一国两制”，为中华文明发展作出别样
贡献。他们和吴越国一样，彼此交流，共同
作用，推动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创新与
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这是吴越国传
承与延续中华文化的本质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华文明连续性
时特别提到“大一统”。他说，中华文明具有
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
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
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
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
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吴越国在五代十国
分裂时期，在相对艰难的政治局面中，吸收
各种区域文化，延续与传承中华文化，是中
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生动体现。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
的“上城人”。历史上杭
州作为都城，开端于吴越
国；杭州城市风貌的初
现，始成于吴越国。而上
城区作为吴越王宫的所
在地，更是吴越文化的重
要承载地。

我儿时关于吴越文
化的印象，更多是停留在
书本上。钱镠王从临安
白手起家，铸下“一剑霜
寒十四州”的宏图伟业；吴越国的三世五王，凭借“射潮筑塘”

“三筑杭城”“疏浚西湖”“富甲东南”“善事中国”“纳土归宋”等
文治武功，成为杭州历史的高光时刻。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加强对西湖文
化的保护》一文中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
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
去，发扬光大。杭州既有吴越文化、宋韵文化的千年文脉，又散
发着阔步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生机活力，如何在保护发展的
同时让历史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是需要我们潜心思考、努
力破题的方向。

近年来，上城区坚持打造文化传承标杆区，以杭州“城市客
厅”的定位，打好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三张牌”，特别是依托韵
味百巷工程、Citywalk沉浸式体验游等新思路、新形式、新举
措，加强遗址保护、擦亮文化标识、赋能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吴
越文化的辐射面和影响力。现如今，在杭州，漫步西子湖畔，钱
王祠、孔庙、雷峰塔等吴越国胜迹星罗棋布、串珠成链；徜徉钱
塘江边，六和塔、白塔等吴越国时期的建筑杰作，依旧是游客青
睐的“打卡地”；走进江南红巷，在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培育基
地”之一的钱学森故居中，蕴含着智慧之光和品格薪火的《钱氏
家训》，更是吸引着许多参观者驻足品读⋯⋯

我想，我们应该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更好地把吴越文化保护好、利
用好、传承好。

杭州市上城区“红巷新声”宣讲员何嘉成——

更好地把吴越文化传承下去

我来讲故事

我是土生土长的临安人，小时候经常
听长辈讲：临安历史上有位“大英雄”，他
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镠。他
既能打胜仗，又能守一方水土，还会写“陌
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浪漫情书。对于
我们临安人来说，吴越国的那段历史早已
具象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值得深入
研究。

文化的力量可以穿越千年。《钱氏家
训》作为吴越国文化的宝贵财富，至今仍
然凝聚着一代代钱氏后人乃至更多的人
在各行各业发挥力量。

2018年，我与吴越国文化的交集更深
了一步，我成为临安博物馆的馆长。一个
区级博物馆，如何能够承担起传播和弘扬
吴越国文化的重任？博物馆有钱镠母亲
水丘氏墓出土的三件国宝级秘色瓷以及
一众吴越国时期的文物，通过人工智能、
AR互动、三维影像制作等技术，我们在博
物馆打造沉浸式的交互体验，自 2019 年
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达 200 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千里迢迢走进这
里，了解这段历史文化，让我倍感欣慰。

我的家乡“吴越元素”变得越来越多，
入城口巨大的钱镠雕像、吴越文化公园和
正在打造的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等
一批标志性建筑陆续呈现，《钱氏家训》也
进入每个临安小学生的教材里，临安作为
钱镠的出生地和归息地，正发展成为吴越
国文化的传播高地。

现在，我正在为吴越博物馆的新馆开馆
做最后的冲刺筹备工作，届时更全面、更立体
的吴越国历史文化将呈现在大家眼中。

（本报记者 刘俏言 整理）

临安博物馆馆长鲍伟华——

守好一方文化根脉
临安博物馆馆长鲍伟华——

守好一方文化根脉

国际留言板

吴越国与日本平安朝曾经展开文化上的双向交流。
唐末至北宋的五代十国战乱频发。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政
权稳定，对外交往十分兴盛。

吴越国第五位国王钱俶向高丽和日本寻求在唐末
动乱中丢失的天台宗典籍。在日本，日延带回的大量
书籍对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寻
求有关中国新撰写、抄写和出版的书籍的信息。这一
时期的海外交流，从中国到周边国家的文化并非单向
通行的关系，而是具有双向的特征。近年来，日本对吴
越国的研究取得了进展，泷朝子编的《吴越国——十世
纪东亚盛开的文化国家》（勉诚出版社，2022 年 10 月出
版）是一项重要成果。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院教授吉原浩人

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 MASHANLO
ABDURAKHMAN

我来浙江农林大学已经三年了，浙江农林大学在美
丽的杭州临安，在这里，我了解到了吴越国文化。

吴越国的建立者叫钱镠。他出生在现在的临安，21
岁参军，后来当上镇海军节度使，再后来建立了吴越国。

吴越国的“三世五王”对杭州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为杭州后来成为“东南第一州”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钱镠对他的后代要求很严格，制定了《钱氏家训》，所
以他的后代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名人，比如钱学森、钱三
强、钱钟书等。

如今的杭州已成为世界闻名的城市，吴越国文化也
将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知道。如果你想到杭州临安来，
我可以带你在临安游玩，为你介绍吴越国文化。

我在苏州这座城市里待了许多年，去了许
多地方，知晓了许多事情。苏州名园迭出，风
景清丽，确实不负叶圣陶先生所记，是“不该错
过”的地方。但要问苏州历史上最大的一处园
林——南园，则不得不叹息：它已经和它的主人
钱元璙一道，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钱元璙，字德辉，是吴越国王钱镠之子，也是
当时的苏州刺史、中吴建武军节度使。他的儿子
钱文奉，也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两人共在苏州主
政了一个甲子。钱元璙父子在位的这六十年里，
称得上是苏州发展的黄金时代。

除却上文提到的南园，跨越千载，吴越国
依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园林遗产和文化遗
产。因宋徽宗偏爱其中的花石而败落的南
园，其东南角成了苏州府学的一部分，又为现
在的苏州中学所继承；钱文奉精心营造的东
圃，如今也是苏州大学本部所在之地。历史
种种巧合，不由得引人遐想。钱氏父子手下
的宾幕“丁陈范谢”，子孙皆至大官，甚至有如
范仲淹般惊才绝艳之辈。自北宋以降，苏州
文脉繁盛、人才辈出，或许与之相关？

苏州人郏亶在《吴中水利书》中盛赞吴
越国时期的农田水利工程，并以此为蓝图着

手治理两浙地区的水患。太湖平原地势卑
湿，水网稠密，而聪明的钱氏父子反而以此
为依托，修造堤岸，置闸开闭，建立起一套兼
具抗御旱涝和便利排水的塘浦圩田系统。
此后的一千年里，太湖的农业景观基本以圩
田为主，直至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才开始
逐渐消失。

我们的城市有许多的历史记忆，我们的文
化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千百年后，人们依旧能
透过历史的刻痕，回忆起那个璀璨的吴越国，
品味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

苏州大学历史系学生许昕——

姑苏城中吴越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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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境东南 传承文明
何勇强

《《学习学习有理有理》》特别策划特别策划““思想思想的力量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⑤⑤

航海贸易：《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钱佐传》说吴越国“航

海所入，岁贡百万”。足见其航海贸易规模非同一般，在五代
十国当中，堪称航海大国。

雕版印刷：唐末战乱频仍，《大藏经》有缺失，钱俶特致书日

本，奉黄金五百两，求写真本，抄得后雕版刊行。浙江多处考古发
现了钱俶时刊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有显德三年（965）刻本、开
宝八年（975）刻本。《陀罗尼经》经卷，全长二点一一米，有礼佛图，
有经文，共二千七百多字，共造此经八万四千卷。

瓷器：20 世纪末期以来，在印尼爪哇海域发

现了两艘年代分别为 10 世纪中叶和 10 世纪后半
叶的沉船——印坦（Intan）沉船与井里汶（Cire-
bon）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在印坦沉船发
掘登记的 7309 件瓷器中，越窑的产品约占 20%~
30%；在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中，越窑青瓷
占了绝大多数，数量应逾30万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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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在唐朝和宋朝之间起到了
文化桥梁的作用。虽然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因海上贸
易的发达，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东亚的经济和文
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吴越国与朝鲜半岛也有交流，主要通过海
上贸易与后三国时代的高丽和后百济频繁互动。例如，
吴越国曾授予后百济的甄萱爵位。此外，通过佛教进行
的文化和宗教交流也十分频繁。吴越国与高丽的僧侣们
互相交换佛经或共同研究学问。高丽时代的僧侣曇真

（昙真）访问吴越国，学习了禅宗的重要元素，并将其传播
到高丽，对高丽禅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吴越国在
东亚佛教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中国、韩
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角网络。

此外，吴越国对韩国陶瓷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早期
高丽青瓷的技术特征据推测受到了吴越越州窑技术的影
响。当时朝鲜半岛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茶具，随着茶具
需求的增加，本土化的必要性凸显。此时，后百济的甄萱
引进了中国吴越地区越州窑青瓷的生产技术，随后代表
高丽的高丽青瓷便诞生了。

由此可见，吴越国以海上贸易为基础，对当时包括朝
鲜半岛在内的东亚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

韩国留学生 NOH HYEONCH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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