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越国的天文科学相
当发达，已发现的石刻星象

图有5幅。钱元瓘墓中石

刻星象图所刻星象位置准
确，尤其是图上刻有基本坐
标线，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很
少见的。

3 4 吴越国时，明州（今宁波）已是
中国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到
宋代，更成为全国建造大型海船的
重要基地，史载，当时明州曾建造

4艘“神舟”，载重各在500吨以

上，其中2艘开到高丽（朝鲜）后，

高丽“举国耸观，欢呼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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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元和年间吴越境内有

370940户，到宋太平兴国三

年（978 年）钱弘俶“纳土归宋”

时，吴越境内有 550680户，

比元和年间增加 179740户，

相当于元和时户数的1.4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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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杭州史，半部在上城。杭州市上城区
是吴越国文化的核心区之一，有着厚重的历史
积淀和丰富的人文记忆，辖区内众多人文景点
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西湖边的钱王祠就
是这样一个City Walk“打卡地”。这座祠宇是
为纪念吴越国的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
倧、钱弘俶三世五王的功绩而建，占地1.13万
平方米，祠内不仅恢复了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
的塑像、功德崇坊等主要景观，还利用声、光、
电、影再现历史场景，让古韵重现。

钱镠在位期间，修建杭城、筑捍海塘、疏浚
西湖、发展农桑⋯⋯杭城至今还流传着他“保
境安民”的小故事。钱镠的重民、爱民、亲民、
恤民，充分体现了《尚书》所言的“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往事越千年，吴越国虽已远去，但钱
镠的齐家治国理念依旧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作为吴越国文化、宋韵文化重要承载地和
南宋皇城大遗址所在地，上城区拥有全杭州超
过一半的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历史街区和各级
文保单位。近年来，全区聚焦“最杭州 新上
城”，聚力文化强区建设，深入挖掘吴越国文化
和宋韵文化等历史文脉，以人文经济赋能全区
高质量发展，实现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有机
融合。打造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把鼓楼、闸口白
塔、龙山河、钱塘第一井等吴越印记“串珠成
链”，推出杭城文化City Walk精品路线，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来“打卡”体验。打造文化“旧改”惠

民工程，不断挖掘西湖、钱塘江、玉皇山、钱王
祠、孔庙等吴越元素，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运用
街景小品、城市雕塑、城市家居等空间，将文化
元素进行具象化，使得文化可观可感。打造文
化“城市IP”，将吴越国文化和宋韵文化融合利
用，做好文化基因解码，持续举办“梦溪杯”“夏
衍杯”等文化创意综合性赛事，衍生文化产品10
大系列5000余件，不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文化不是要简
单复古，城市建设会不断融入现代元素，但必
须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
历史文脉。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在保护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
中华文化基因上积极探索，充分展现上城的
独特韵味和别样精彩。

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宣传部李佳——

挖掘历史文脉赋能城市发展
在临安这片土地上，我时常能够感受到吴

越国文化的浓厚气息。
每当漫步于校园之中，便能仰望不远处的

钱镠墓。那里，是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安息的
地方。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仿佛是一位历史
的见证者，向我们讲述着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
如何在战乱中保境安民，并使这片土地“富庶登
丰之久，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的动人故事。

大学教授们的讲解，也让我对吴越国文化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
化学院名誉院长王旭烽教授曾向我们讲述吴越
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吴越国是中国南部第一个
和契丹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国家，贸易的主要
货物就是茶叶。吴越国和契丹之间的茶叶贸
易，让双方都获利良多，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
发展。到十世纪，契丹人操着本族语言，把茶叶
传播到俄罗斯境内。十七世纪，中俄之间开始
了频繁的茶叶贸易，“万里茶道”由此建立。吴
越国还是连接东南亚与中国北方的“中转站”。
契丹和吴越两国后期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
行。满载着数万吨茶叶和奇珍异宝的船只从杭
州港出发，顺着钱塘江扬帆起航，开拓海路，形
成了“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的繁盛之景。
南来北往间，运输的不只是茶，还有丰饶的物
产、交换的习俗、互鉴的文明。

浙江农林大学吴越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王长金教授则引领我们探寻《钱氏家训》如何

从一族家训上升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
财富的奥义。《钱氏家训》的可贵之处在于，通
过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个层面，建立了一
条传统理想人格的连接纽带。《钱氏家训》有着
清晰的框架，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道德理想一一对应。由小我而大我，由
家而国，是一种情怀，也是镌刻在中国人血脉
深处的精神谱系，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吴越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文
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却是永恒的。其以国为本、

“善事中国”，开创江南千年繁华的保境安民策
略，以家为根、祖训传世，孕育钱氏千年望族的
家训文化，以及以城为业、扩城兴市，奠定杭城
千年风貌的营城理念，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
究、传承与弘扬。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研究生钟睿——

感受吴越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唐宋之交，在今江浙地区有一个独特的
地方政权，这就是钱镠创建的吴越国。吴越
国前后延续虽然不足百年，却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历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创造的历史经验很值
得总结与借鉴。

吴越国的政治体制与方针

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唐昭宗授钱镠
镇海军节度使之职。镇海军的治所本在润州，
由于钱镠镇守杭州，遂请求移军至杭州。从这
一年起，钱镠治下的政治体制是藩镇体制，即
最高政权机构为节度使府，有节度使、副使、行
军司马、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等职官。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 年），后梁册封
钱镠为吴越王；后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
年），又加封钱镠吴越国王，从而奠定了吴越
国的政治基础。《资治通鉴》载：“镠始建国，
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
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
惟不改元，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从这时
起，吴越国的政治体制遂变为王国体制。这
一政治体制一直持续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公元 978 年）钱弘俶纳土归宋为止。这种
王国体制类似于西汉分封制的诸侯王国，只
是职官名称与职能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即
唐五代时期的职官制度的特点。

吴越国政治包括多个方面，除了政治体
制外，主要还是其政治方针的确立，这就是
立足两浙，尊奉中原。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方
割据政权大都称帝，唯有吴越、南平、楚国始
终没有称帝。不过吴越与其他两国又有所
不同。其他两国在政治上并不一致，前后都
一度与中原王朝交恶，又向南方其他政权称
过臣，而吴越国始终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
没有左右摇摆的现象发生。即使在唐末藩
镇跋扈的局势下，钱镠也始终尊奉中原王
朝，维护其中央政府的地位。钱镠本来是董
昌麾下的一员骁将，董昌僭称尊号，封他为
两浙都将，而钱镠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
命”，反戈一击，擒董以献朝廷。唐昭宗非常
高兴，于是，乾宁四年（公元 897 年）八月，赐
他金书铁券。铁券之上的金字诏文，写了唐
昭宗赐给钱镠的爵衔、官职、邑地，以及褒奖
他平定董昌的事迹。此后在后梁、后唐、后
晋、后汉、后周诸朝统治时期，吴越国一直秉
持“善事中国”这一政策。

吴越国还执行了一条睦邻政策。早年
因与杨行密争夺江浙地区，吴越国长期与吴

国处于战争状态。南唐建立后，双方和睦相
处，保持数十年相对和平的局面，这有利于
两国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稳定，同时为发展文
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吴越国的经济政策与成就

吴越国的经济政策也是钱镠制定的，并
为后世君王所延续。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
是重视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增长，轻徭薄赋，
兴修水利，发展贸易。这一政策的长期推
行，极大地促进了境内经济发展，使吴越国
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地。

首先，农业生产获得快速的发展，水利
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采取的措施包括：
募民垦荒，发展圩田、营田，使耕地面积大大
增加；大兴水利，设立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
水利事业，募集兵卒，按军队编制，称“撩浅
军”，分布于太湖四周，数量达七八千人，极
大地减少了水患。又大力加固钱塘江堤岸，
修筑捍海石塘，防止江潮对两岸耕田的侵
害。同时，还整治了西湖、镜湖、柘湖、淀山
湖等湖泊，涝时泄洪，旱时灌溉，保证了农业
生产的顺利进行，粮米每斗仅有十文。

其次，大力发展手工业。吴越国的手工
业主要有：造船业、矿冶业、制瓷业、丝织业、
雕版印刷业、煮盐业、制茶业、造纸业等，其中
以制瓷业、雕版印刷业、制茶业最为著名。吴
越国所造青瓷不仅是贡品，而且畅销于国内
外；雕版印刷业规模很大，已出土的吴越国时
期印刷品，数量之多、印刷之精美，为学界业
界瞩目；江浙早在唐代就盛产名茶，如紫笋、
东白、鸠坑、云雾等，至吴越国时茶叶的种植
与制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产茶叶运销各
地，也是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必需品之一。

第三，商业都市增加，商业贸易繁荣。

吴越国时期商业都市发展很快，主要有杭
州、苏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台
州、温州等。其中杭州的发展最为明显，在
唐代其规模不如苏州、越州，经过钱镠的三
次扩建，使其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并为
南宋定都杭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明
州，则是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这一时期吴越国除了与中原地区以及周边
各国进行贸易外，还通过海路积极进行对外
贸易，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与朝鲜半岛。日
本自唐开成三年（公元 838 年）最后一次派
遣唐使来到中国以后，不再与唐朝发展官方
关系，五代时期仍是如此。这一时期与其有
贸易关系的仅有吴越等国的民间商人。此
外，吴越国还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有贸
易往来，在各国出土的大量青瓷残片就是明
证，从而维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吴越国的文化特点及成就

吴越国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在文学、教
育、科技、儒学、史学、宗教、书法、建筑、造像
艺术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就，具有鲜明的
区域特征与时代特色。吴越国文化在我国
文化史中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所谓“承
前”主要是继承和延续大唐文化的精髓，所
谓“启后”就是奠定了两宋文化的基础，这在
儒学、教育、史学、宗教、建筑等方面表现得
最为明显。任何一种文化都并非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吴越国文化亦是如此，都是在前
代基础上延续并发展起来的。比如教育，吴
越国对唐末战乱时期遭到破坏的官学进行
了修葺。此外，民间私学也有较大程度的恢
复与发展，为吴越国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的
人才。钱弘俶纳土归宋、南宋定都杭州，都

推动了吴越国文化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为两
宋文化增添了江南独有的气质。

其二，具有文化创新的特点。在天文学
方面，钱氏王族墓葬出土了多幅天文星象
图，这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准确度也是相
对较高的。在制瓷技术方面，吴越国的青瓷
消除了瓷色青中微黄的不成熟色调，改造成
一泓清漪的湖绿色，秘色瓷更是青瓷中的上
品。瓷器的纹样也比唐代时更加丰富，发展
了雕瓷、镂空等技法，并将金银器与制瓷技
法结合起来，创制出金银青瓷等。在雕版印
刷方面，杭刻名满天下，杭州是两宋时期全
国著名的印刷中心之一。书写、刻字、印刷
等不同工序的分工，对提高印刷质量、推动
我国古代印刷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在建筑技术方面，著名匠师喻皓在技术
上有不少创新，其所著《木经》三卷，直接影
响了宋代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

其三，宗教思想与理论的创新。有感于
当时禅宗只重直观而忽略经典的流弊，延寿
编集了《宗镜录》100 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
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著作。天台宗亦有较大
的发展，出现了中兴的态势。吴越国时期天
台名僧相继涌现，吴越国王派人赴日本、高
丽寻求已在中国散失的天台宗经典，天台宗
经典大备，致使天台宗十分兴旺。吴越钱氏
还对道教经典的整理作出了贡献，如钱弘俶
曾资助道士朱霄外编成金银字《道藏》200
函，藏于天台桐柏宫。

吴越国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作用

吴越国虽然只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偏
居于江浙地区的小国，却在中华文明的传承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上，尊崇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
实行保境安民之策，为社会发展创造了稳定
的政治环境。在条件成熟时，纳土归宋，有
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在经济上，吴越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
这一地区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促进了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为两宋经济的腾飞奠定
坚实的基础。

在文化上，由于与中原文化长期进行交
流，使得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高度融合。随
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我国文化重心也开始南
移，南移的方向为江淮、两浙、川蜀地区，其中，
两浙地区是最主要的方向。吴越国还推动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内陆文化与海洋
文化进一步交融。宋韵文化就其内涵而言，
在不少方面都可以看到吴越国文化的影响。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高中时期，我便
从老师口中获得一些
关于吴越国的历史知
识，对历史上那片经济
繁荣、文化昌盛的土地
充满无限遐想。

2023年9月，我有
幸考入上海社会科学
院，师从叶舟老师攻读
古代史硕士学位，对吴
越文化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龙华寺的钟声、
七宝寺的古朴、钱氏宗祠的庄严等，无一不在讲述吴越国过往的
故事，成为吴越国文化在上海留下的独特的文化符号。

暑假的一次实地考察，让我懂得了钱氏家族家风家训的
深刻内涵。我有幸参观了钱学森图书馆和长城大厦的钱氏
家训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钱氏家族如何通过代代相传的家
风家训引导家族成员的行为。尤其是钱学森先生，他一生践
行“善事国家”的家训，激励了无数青年学子为祖国的事业
奋斗。

为了进一步满足好奇心，在钱运春老师的指导下，我踏上了
对“上海钱氏名人的家教践行”的研究之旅，先后收集整理了66
位钱氏名人的家教践行事迹。这些名人包括明代上海第一位状
元钱福、清代学术大师钱大昕、一生献给水利水电事业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钱正英等。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切体会到，一个能够传
承千年、人才辈出的优秀家族背后，有着优秀家族文化的有力
支撑。

通过对吴越国文化的不断研究，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吴
越国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怎样宝贵的财富。这份财富不仅
仅是物质层面的富饶——吴越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两
宋以来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为如今江浙地区的富裕奠定
了重要基础；更是文化层面的滋养——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开放包容、崇文尚学等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深深熔铸在江浙
地区的区域文化中，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从而转化为现实力
量，为如今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动力。我将继续化好奇心为行动力，推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让更多的人了解吴越国文化、学习吴越国文化、传承和弘扬吴
越国文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生刘米兰——

在探秘吴越国文化中获得力量

我来讲故事

国际留言板

捷克外籍教师路越嘉

作为一名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书多年的外籍教
师，我对吴越国有着浓厚的兴趣。

吴越国王钱镠“好吟咏，通图纬学，喜作正书”。吴
越国统治者对文化建设非常重视，文臣如罗隐、林鼎、
沈崧、皮光业等都得到重用。其中罗隐在文学上的名
气比较大，他所著的《谗书》，据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
经典名作。我在翻阅材料时看到，他的诗被评价为抒
泄 感 情 、平 淡 自 然 ，篇 篇 都 有 喜 怒 哀 乐 ，为 读 者 所
喜爱。

有关吴越国的诗词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
是了解当时社会历史、文化风貌的重要窗口。我希望
能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教学与研究，让更多的
人了解和欣赏。

吴越国文化的历史成就
杜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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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江农林大学读书期间，我学习到很多与茶相关的
知识，还到茶园里采茶制茶，体验茶叶种植生产的过程。其
中，吴越国的茶文化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一千多年前，吴越国与当时的中原王朝保持着纳贡
和经贸往来，其中茶叶是主要的贡品和货物。吴越国与当
时北部大草原契丹人的茶叶贸易，还为欧亚茶叶之路的开
辟作出了贡献。一片小小的茶叶，在五代十国时期掀起南
北交流的浪潮，南来北往间，运输的不只是茶，还有丰饶的
物产、交换的习俗、互鉴的文明。

饮茶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体现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然之美的感悟。我认为，在今
天，吴越国的茶文化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是我们了解中
华茶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品味生活滋味的一种独
特方式。

俄罗斯留学生洛狄

身为钱氏后裔，我会不自觉地想去了解吴越国王钱镠
的故事。

江南民间留下“钱王射潮”的传说，家喻户晓，流传至
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我曾有机会去海宁和杭州领略
过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的气势，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魅
力。相传在吴越国时期，为除江潮之患，钱镠主持修建捍
海石塘，但“潮神作乱，修好就冲毁”。于是钱王就制箭三
千，亲自带领五百弓弩手，各持六支箭矢，面对汹涌而至
的钱塘江放箭，潮来一次，箭发一支。三千支箭射向潮
头，逼得潮头不敢往岸边冲击。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的决心和气势，深深地打动着我。钱王射潮，这种由地方
统治者率领百姓直接进行经济建设的政绩，在历史上也
是罕见的。

我为自己身为钱氏后裔而感到自豪，希望看到吴越国
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澳大利亚籍钱氏后裔钱巨宁

浙报制图：潘泓璇

杭州西湖。 本报记者 姚颖康 摄

杭州江城路吴越国捍海塘考古发杭州江城路吴越国捍海塘考古发
掘现场掘现场((原刊原刊《《杭州文物精萃杭州文物精萃》》))

2 后梁开平四年（910年），

钱镠发动 20万民工修建海

塘，开始用版筑之法，只花了
2 个月时间即告完成。海塘
自 六 和 塔 至 艮 山 门 ，堤 长

338593丈，世称“钱氏捍

海塘”或“钱氏石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