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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到南与自东祖西

—
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考察

周振鹤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以南北的地域 差 异 为 主

流
,

近代以来
,

由于先进的工业文化由沿海向内地

的传播和辐射
,

已逐渐 形成 了东西 地域的文化差

异
。

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似乎没有足 够 的认

识
,

在解放以来的头三十年中
,

甚至还过急地想要

消除这种差异
,

结果反而对全国整个现代化进程起

了阻碍的作用
。

回顾一下历史上我国文化地域差异 的 变 迁 过

程
。

对于今天制定与执行现代化的战略方针
,

或许

不无好处
。

农业文化重心从北到南的转移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农业文化发生发展兴盛衰落

的历史
,

小而言之也是一部农业文化重心从北到南

转移的历史
。

在铁器未曾发明的远古
,

黄土高原的

土质松软
,

易于耕种
,

自然成为中华文化的摇篮
。

即使到了战国时代
,

人们把九州大地的土壤分成九

等
,

黄土高原的土壤依然被认为是上上等
,

北方的

其他地区则分别为上中等
、

上下等和中三等
,

而南

方— 即淮水秦岭以南地区都是下三等①
。

从气候

来看
,

秦汉以前也是南不如北
: “

江南卑湿
,

丈夫早

夭
” 。

北方气候凉爽
,

雨水虽少但集中
,

龄旱地作

物勉强够用
。

因此自远古直到秦汉一统时代
,

北方

的农业文化得到有利的发展
。

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方面都对南方显出压倒的优势
。

当着夏商周三代崛起于北方之时
,

南万并没有

同样水平的政权出现
。

.

接着在春秋战国时期
,

北方

列国林立
,

政治中心密布
,

而南方先 后只 有楚
、

吴
、

越三国
。

这一时期百家争鸣
,

学派林立
,

但是

几乎所有的名人都出在北方
,

孔孟
、

老庄
、

申韩
、

扬墨
、

孙 (武 ) 吴 (起 )
、

管 (仲 ) 商 (轶 )
、

苏

(秦 ) 张 (仪 ) 无一不是北方人
。

南方 则 只有屈

原
、

范鑫等风毛麟角
。

秦汉时期
,

北方已形成关中与山东两大农业经

济中心
。

尤其
“
关中地于天下三分之一

,

而人众不

过什三
,

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

而南方楚越之地却

“ 地广人希
,

饭稻羹鱼
,

或火耕水褥
。 ” 在农业社

会里
,

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
,

人口数量是农业文化

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
。

西汉元始二年 (公元二年 )的

人口统计表明南北人口 比例为 1 : 3
.

2
。

就人才而言
,

两汉时代的三公九卿
,

儒林文苑人物也都集中在北

方
,

南方近乎空白②
。

因此
,

炎汉盛世的文化可以

说是北方为主的文化
。

虽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
,

南方的农业经济也

在逐步向前发展
,

但是速度很慢
。

例如牛耕技术直

到东汉时期才传播到淮南地区③
。

然而魏晋以后中

国社会的大变动大大加速了南方的开发过程
,

使南

方的农业文化水平不但赶上而且超过北方
,

实现了

文化重心由北到南的转移
。

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
,

北方曾经出现过几次

大动乱
,

边疆游收民族入据中原
,

迫使黄河流域人

民南迁到淮汉
、

长江以至闽岭以南地区
,

又造成几

度南北政权分裂对峙的局面
。

南迁的人民不但给南

方增添了大量劳动力
,

而且带来先进的 技术和 文

化
,

移民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快速传播的过程
。

同时
,

分裂的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也要积极发

展经济
。

这两个因素都促使南方的开发速度比正常

的一统时期要快
。

在南下的移民长河中
,

有三次蔚为大 观 的 浪

潮
,

使南方农业文化的发展出现三次飞跃
。

第一次

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丧乱之后④
,

南来的北方侨

民大都集中在淮水以南
、

太湖以北地区
,

使江淮地

区的农业文化在东晋南朝时期取得长足的进步
,

将

三国东吴以来南方已经加速开发的势头更加推向前



进
,

以至时人将江南比作昔之关中
: “

会土带海傍

湖
,

良畴亦数十万顷
,

膏肤之地
,

亩直一金
,

鄂
、

杜 (长安附近二县名 ) 不能比也
。 ”

但其时北方在

十六国的混乱之后
,

也相对安定百余年时间
,

使黄

河流域传统的优势继续向前发展
,

因此魏晋南北朝

时期
,

南方农业文化尚未完全赶上北方
。

南北朝之

后
,

隋唐重又建立一统宇内的大帝国
,

黄河流域重

新得到繁荣
,

关中仍称沃野
,

南北方文化都臻于昌

盛
。

天宝初年
,

南北户口之比达到四比五之谱
,

双

方相去不远
。

盛唐文化堪称南北共荣的文化
,

而北

方仍略占优势
,

如唐前期北方进士人数就明显多于

南方
。

⑤

但是
“
渔阳擎鼓动地来

” ,

天宝末年的安史之

乱将北方诸道化为千里萧条荒无人烟的灾区
,

大批

难民蜂拥至淮汉以南地区
,

形成了第二次 移 民 浪

潮⑥
。

这次大移民散布面比第一次要宽
,

在苏南浙

北
、

江西北中部和鄂南湘西北三个地区都集中了相

当数量的移民
。

南方农业文化的发达从江淮一带向

西扩展到中南地区
,

因此唐后期
, “
每岁县赋入倚

办
,

止于浙西东
、

宣款
、

淮南
、

江西
、

鄂岳
、

福建
、

湖南等八道
。 ” ⑦换句话说

,

整个淮水以南至南岭

以北地区成了维持唐后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
。

农业经济的发达
,

促进封建文化水平的提高
。

荆州在唐前期的科举中从无一人中式
,

时 人 号 为

“
天荒

” 。

店后期大中年间始有刘蜕其人以荆州解

及第
,

遂称为
“
破天荒 ”

.

,

以后接连数 人得 中 进

士
,

荆州于是号为
“
衣冠蔽泽

” 。

南方文化以安史

之乱为转折点
,

已足与北方文化抗衡
。

北宋初年的

人口统计表明南北户口之比已为三比二
,

也从侧面

证明了这一点
。

五代末期
,

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得 以 恢 复 发

展
,

但通观北宋一代
,

南方的经济力量已经完全超

过北方
,

所谓
“
今之沃壤

,

莫如吴越闽蜀
” ,

尤其
“
东南诸郡

,

饶实繁盛
” ,

所以中央政府一直执行
“
竭三吴以奉西北” 的方针

。

南方的人材也 日见其

多
,

以文学而言
,

南方的词人比北方多出一倍
。

但

是从整体来看
,

南方的文化还不能完全凌驾于北方

之上
。

首先
,

开封和洛阳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
,

南

方尚无城市可与之领顽
。

其次
,

高层政治人物在北

宋前期一直是北人为多
,

到后期这一现象才有所改

变 , 道学儒林人物也是北方超过南方 (南北为四与

七之比 )
。

理学三派
,

洛学
,

关学都在北方
,

只有

镰学在湖南
。

此外
,

在商业方面
,

北方之发达不让

南方
,

单开封一地
,

崇宁间商税年收入就达四十万

贯
,

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也

是南方城市所不及的
。

但是靖康之难消除了北方仅有的一点优势
,

使

文化重心完全转移了南方
。

靖康元年
,

金人南侵
, 、

宋王室辗转南逃杭州
,

大批各阶层的北方人随之南

迁
,

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
,

使南方文化再度加速发

展⑧
。

苏南浙江聚集移民最多
,

农村和城市经济发

展至为迅速
。

尤其苏杭
,

人称天堂
,

繁盛之貌
,

国

际闻名
。

苏浙以外
,

福建
、

江西
、

湖南以至岭南地
`

区
,

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
。

相反
,

在北方
,

由于战争

的影响经济受到破坏
,

文化日见萎缩
。

即以人才而

论
,

南宋在经学
、

史学
、

文学
、

地理学方面都有众

多杰出人才群体的涌现
。

道学派别除北宋的关洛漆

学以外
,

又有闽学
、

陆学 (在江西 ) 和浙东学派的

繁荣
。

仅以道学儒林人物为例
,

宋史所载南宋著名

学者有四十五人之多
,

而金史却连道学儒林二传亦

不立
。

南北封建文化水平的高下十分明显
。

此时之

南方文化已经完全压倒北方
,

恰与春秋 战 国 时 相

反
,

北方人才已是月落星稀
。

金宋以后的元明清一统王朝
,

除了政治中心依

然在北方而外
,

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固着南方不可移

易了
。

元代
“
百司庶府之繁

,

卫士编民之众
,

无不

仰给于江南
。 ”

南北差距更日益扩大
,

明代全国三

十五个工商业城市
,

就有二十四个在南方 , 明初科

举
,

南人中式的十倍于北人
,

以至不得不采用南北

分卷制
,

以勉强维持南北人数的均 衡
。

所 以 到 清

初
,

顾炎武评论北方文化的衰落时说
: “

岑日北方

有二患
,

一日地荒
,

一曰人荒
。 ” 地荒是物质文化的

退步
,

人荒是精神文化的不如
。

与顾炎武的话相映

成趣的是康熙帝的诗句
: “

东南财赋地
,

江左人文

蔽
。 ”

以财赋而言
,

明代苏州一府垦田数不足全国

的九十分之一
,

而税粮的征收却几占全国的十分之

一 , 以人文论
,

有清一代江苏状元约占全国一半
,

而苏州状元又近乎江苏的一半
。

更重要的是著名学

者— 包括先进思想家和乾嘉考据派绝大多数都是

南方人
。

其中对中国思恕界起着重大影响的思想家

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
、

黄宗羲
,

王夫之
,

清代中叶

的经今文学者和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派龚自珍
、

魏源等人均出自苏
、

浙
、

湘诸省
。

因此可以说
,

与

秦汉文化相反
,

明清文化是南方为主的 文化
。

要之
,

南宋以还
,

封建的农业文化重心已从北方

转移到南方
,

完成这个转移的全过程从东汉末年至

9 0



两宋之际
,

历时八百年
。

到了清代中期
,

农业文化本

身也已经发展到自己的顶峰
,

走到了尽头
。 “
康乾盛

世
”
以后的衰落不是有清一代的衰落

,

而是整个中

国农业文化的衰落
。

嘉道之际
,

西方工业文化已经

从海上屡次叩击中国的大门
,

然而我们这个过于成

熟的文化仍然满足于
“
天朝大国

,

无所不有
”
的自

给自足型的小农经济
,

并无改弦更张之思
,

不愿意

主动实现向工业文化的转型
。

然而
,

鸦片战争终于

使西方文化直接与东方文化发生撞击
,

工业文化与

农业文化产生的冲突
,

使沿海地带首当其冲
,

并被

迫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
,

向内地传播和福射这一巨

大的冲击波
。

工业文化自东到西 的传播

以失败的鸦片战争为标志
、

中国开始步入了近

代
。

这以后的八十年历史进程
,

表现出 极端错 综

复杂的面貌
。

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人民残

酷的侵略
、

压迫和掠夺
,

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文

化
,

在外来的工业文化冲击下缓慢地被 改 造 和 同

化
。

我们既不愿象日本那样忍受一时之痛实现这一

转型
,

便只好蒙受长期的屈辱
,

被迫在现代化的道

路上艰难曲折地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地实 现 这 一 转

型
。

所以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页工业文

化由沿海向内地蔓延
、

渗透的历史
。

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实行开放的直接目的
,

首先

是通商贸易
,

因此在以南京条约为始的一连串不平

等条约中
,

不断地要求增辟通商口岸
。

由沿海地带

到沿长江一线
,

由边境到某些内地城镇
,

至五四运

动前夕
,

各类口岸已达九十二处⑨
。

通商口岸的增

多
,

一方面表明帝国主义侵略程度的加深
,

另一方

面也说明西方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
。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香港的割让和上海
、

宁波
、

福州
、

厦门
、

广州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
。

第二次鸦

片战争后
,

除了在东南沿海增加台南
、

淡水
、

汕头

和琼州 (今海口 ) 四 口外
,

还向北方沿海和长江沿

线延伸
,

开辟了天 津
、

芝呆 ( 烟 台 )
、

牛庄 (营

口 ) 和汉口
、

九江
、

镇江等六口
。

此后不平等条约

接踵而来
,

沿海口岸越来越密
。

温州
、

北海
、

拱北三

处相继开辟
,

长江中游的宜昌
、

重庆
,

下游的芜湖

也辟成口岸
,

于是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
,

】

形成了以

沿海一线和沿江一线为骨架组成的丁字 形 的 通 商

口岸体系
。

甲午战争失败
,

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
,

帝国主义

一方面将通商口岸向内地推进
,

一方面又掀起了割

地狂潮
,

沿海良港大连湾
、

胶州湾
、

威海卫
,

广州

湾以及九龙半岛均被强行租借
。

这些通商口岸 (包

括其中的租界 ) 和租借地组成外国资本吮吸中国人

民血汗的孔道
,

同时又成为西方文化和 传 统 文 化

的撞击点
。

尤其是沿海的口岸
,

在作为贸易中心的

同时
,

又是西方文化的展览橱窗
,

也是新式的工业

基地
,

还往往是新思想
、

新知识和新事物的策源地

(当然另一方面也往往是罪恶的渊蔽 )
,

因而这些

口岸在向内地渗透
、

传播工业文化的过程中
,

起着

重要的作用
。

值得指出的是 1 9 8 6年国务院宣布对外

开放的十四个城市
,

除了连云港和南通外
,

全在这

些沿海口岸和租借地中
。

南京条约的签订
,

虽然只是打开一条门缝
,

但

是西方的商人
、

传教士和外交官立即侧身而入
,

在

东南五口建立起他们的滩头阵地
。

思想敏锐的中国

人从西方的工业文化与传统的农业文化的鲜明对照

中触发了后来称之为改良主义的最初念头
,

王韬正

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
。

1 8 4 8年
,

他二十一岁
,

从江

苏长洲老家来到上海
。

在震惊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

余
,

他写了 《 赢懦杂志 》 一书L
。

该 书 的 第 六卷

几乎是西方文明的一曲颂歌
,

从邻舍西妇的缝纫机

到墨海书馆的印刷车床
,

从精利的火器到便捷的电

报
,

从博物馆到新闻纸
,

以至洋楼
、

路灯
、

照像
、

戏剧无不极口称赞
,

心向往之
。

十年以后
,

比王韬

年长的冯桂芬也到达上海
,

在这里写出 了著 名 的

《 校邢庐抗议 》
,

提出了包 括 《 采 西 学议 》 在内

的一系列维新变法建议
,

这无疑也与他直接和西方

文化的接触有关
。

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的

郭篙熹
,

五六十年代之际也在上海居留过
,

显然也

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对其先进性产生了深刻的认

识
、

而成为晚清最不为顽固派所容的先进思想家
。

通

商口岸作为西方文化橱窗的这一作用是很明显的
。

作为贸易中心
,

通商口岸把中国市场纳入了世

界范围
,

并逐渐改变我国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
。

洋

货从口岸深入内地
,

农产品从内地输往 口 岸 的 体

系
,

直接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

例如 咸 同 年

间
,

因为出口丝茶之利
,

浙西
“
山乡亦皆栽桑

” ,

素不养蚕的江苏高邮
、

江浦
、

昆山等县以农兼桑者

也不可胜计
。

福建武夷山区的茶叶也
“
漫山遍野愈

种愈多
。 ”

0 与此同时
,

洋纱
、

洋布的进口又打击

瓦解着农村家庭的手纺业
,

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结构
。



作为工业基地
,

从鸦片战争后
,

外国资本就非

法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小型近代工业
。

上述的墨海

书馆就是其中的第一家
,

于 18 4 3年设在上海
。

到 18

94 年为止
,

这样的企业共有 101 家
。

其中大半在 上

海
,

其余在沿海各口岸
,

沿江口岸所占比例较少
。

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下
,

从七十年代始
,

民族资本

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
, 1 8 72一 1 8 9 4年

,

这样的工

业有 74 家
。

这些工业虽然大多在沿海地区
,

但已不
“

限于通商口岸
,

有向内地发展的趋势
、

北京
、

杭州
、

慈期
、

建宁
,

甚至远至太原都已各有一家
。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

洋务派官僚创办的民

用新式工业
,

有的在内地有的在沿海
。

在内地的工

J一往往从沿海地区招收熟练工人
。

左宗棠在兰州创

办制呢局
,

即向广东招请技工
,

从福建调来技术人

员L , 张之洞在湖北办缀丝局
,

(这个局原来要办在

广东
,

随张之洞调职而到汉口 ) 也从上海及江苏
、

浙江招募有经验的女工L
。

1 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
,

外国在华投资办厂成

为合法
。

通商口岸的外贸企业急剧增加
,

从 18 9 5一

1 9 1 3年
,

至少又有 136 家外资或中外合办的工厂和矿

山出现
。

除煤矿位于直隶和东北外
,

其他企业都集中

在上海
、

北方的通商口岸和奉天 (今辽宁 )
。

民族

资本工业在同一时期也发展得很快
,

创办了 5 49 家

商办和半官方的制造工业和采矿业
。

其中 4 68 家非

采矿企业有 23 9 家设在通商口 岸
,

229 家 设 在 内

地
,

大约各占一半
。

显示了现代化进程由沿海到内

地的传播
。

当然
,

在资本和规模方面
,

通商口岸的

企业要比内地大得多
,

论资本
,

内地企业只有通商

口 岸的一半
,

差距很大 , 论规模
,

差别 更 大
。

在

1 9 0。一 1 91。年间
,

上述华资工厂中雇用 50 0人以上

的企业很有 1 16 家
,

其中沿海省份占去 10 4家
,

内地

只有 12 家
,

这 12 家中还有 8家是在武 汉O
。

换句 话

说
,

内地几乎没有较大规模的企业
。

近代工业的出现
,

还造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两个

阶级
,

打破了农业文化中士农工商四民的格局
,

朝

着人的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

工人分布的地区差异是

很显著的
。

1 8 8 4年
,

仅上海
、

汉口
、

广州三地就集中

了工人总数的 78 %L
。

在 1 9 0 0一 1 9 1 0年间沿海省份

50 。人 以上的大工厂 (矿山不计 ) 工人总数为十万

左右
,

而内地 (包括武汉 ) 一万五千人而已
。

若去

掉武汉
,

则不足三千人L
,

两者悬殊极大
,

这种集

中程度化现象是沿海内地差异的重要表现
。

伴随着工人阶级的兴起
,

沿海地带还出现了一

批新型的知识分子
,

其中包括改良主义者
,

近代科

技学者和语言文字改革者
。

他们绝大部分都出生在

沿海省份
,

活动和经历又者磷沿海的城市里
。

如冯

桂芬是江苏吴县人
,

王韬是长洲人
,

薛福成是无锡

人
,

马建忠是丹徒人 (受教育于上海 ) :

何启是广

东南海人 (受教育于香港 ) ,

他的合作者胡礼垣是

三水人
,

郑观应是香山人
,

陈虫L是浙江乐清人
。

与改良主义者同时
,

另有一批知识分子
,

积极

追求格致之学—
即近代科学技术

,

成为我国最早

的一批近代科技人物
,

其中的佼佼者有浙江海宁的

李善兰
、

慈戮的张斯桂
,

江苏无锡的徐寿父子和华

衡芳
,

上元 (今南京 ) 的管嗣复
,

松江的韩应陛
。

徐寿宁可放弃功名
,

孜孜不倦于物理
、

化学试验
,

试制轮船和翻译西方科技书籍
,

并与英国传教士傅

兰雅等人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
。 `

管嗣复则甘愿以每

月十五两的薄薪受雇于传教士医师
,

为的是
“
求西

学
” ,

而且颇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父亲竟然是个闭关

绝市的倡言者
。

0

稍后
,

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文字改革
。

创制各种

拼音方案
,

企图改造艰深难懂的汉字
,

以达到开民

智的 目的
。

最早的是卢悠章
,

福建厦门人
,

1 8 7 8年

就写出了 《 一目了然初阶 》
。

接下来的四个人都在

1 8 9 7年出版了他们各自的著作
,

他们是蔡锡勇
,

福

建龙溪人
,

毕业于广东同文馆 , 沈 学
,

江 苏 吴 县

人
,

久居上海 ; 王炳耀
,

广东东莞人
,

居香港 , 力捷

三
,

福建永泰人
。

这五位文字改革运动的先驱
,

不

但全出身于沿海
,

而且除力氏一人外
,

都受过新式

教育
。

L

上述这些知识分子无疑都受到西学的 深 刻 影

响
,

但直到九十年代
,

他们的活动范围都还仅限于

沿海沿江地带
。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 败
,

使 朝 野 震

动
,

群情激愤
。

人们这才明白
,

不但西方文化本身是

强大的
,

而且连西方文化的复制品—
日本文化也

竟然是强大的
,

于是结论只能是
:

只有向西方学习

才是出路
,

于是以变法维新思想为代表的一切新思

想
、

新文化和新知识一拥而从沿海进入内地
。

学会

林立
,

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有人描写当时

内地湖南省的情形说
: “

湖南风气 日开
,

较江海各

省
,

有过之无不及也
。 ” L

由沿海向内地传播的还有西方的教育制度
,

其

中以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影响最为明显
。

十九世纪

上海有圣约翰书院 (1 879
,

圣约翰大学前身 )
,

山

东有广文学堂 ( 1 8 8 2
,

齐鲁大学前身 )
,

北京有汇文大



学 ( 1 8 8 8 )
,

通州有华北协和大学 ( 1 5 8 9
,

两校后合

为燕京大学 ) 的创办
,

本世纪初又有苏州东冥大学

( 1 9 0 1 )
,

武昌文华大学 ( 2 9 0 5 )
,

月卜l岭南大学

( 190遵) 及圣约翰大学 ( 1 9 0 5 ) ,

北京华北协和女

子大学 ( 1 9 0 5 )
,

上海沪江大学 ( 1 90 6 )
,

南京金

陵大学 ( 1 909 )
,

杭州之江大学
,

成都华 西 协 和 大

学
、

武昌华中大学 (皆1 9 1 0) ; 长沙湘雅医学院
,

福州华南女子大学 ( 皆1 9 1 4 )
,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

学院 ( 1 9 1 5 )
,

福州协和大学 ( 1 9 1 8 )
,

北京协和

医学院 ( 1 9 2 0 ) 的建立L
。

这些大学的创办自然是

彰明昭 著的文化侵略行为
,

但在客观上却引进了西

方先进的教育制度
。

当是时
,

中国的大学不过只有

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
,

北洋大学三所
。

这些教会大

学将当时美国大学中的系科设置
,

课程安排
,

教学

方法以及管理方式引进中国
,

这种强制的文化输入

提供了新型大学的样板
,

又是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一

种批判
。

沿海和内地的差异不但体现在物质文化和制度

文化方面
,

在思想意识
,

价值取向方面
,

也显出不

小的鸿沟
。

这里只取两例以资对照
。

浙江定海县在

舟山群岛上
,

因两次鸦片战争陷于敌手而闻名
,

这

个僻居海岛的县城
, “
在海通以前

,

敦尚朴素
,

渔

盐耕读
,

各安其业” , “
迫商埠既辟

,

遂相率而趋

沪若鹜… …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
” , “

于是风俗

不变
,

不重儒
,

应科试者少
,

士子多志 在 通晓英

算
,

稗他日可得商界高位
。 ” 价值观念改变的结果

是
,

全县所有男丁中
,

业盐渔农传统三业者只占一

半
,

而业商
,

业工与其他职业及在外追谋生者亦占

一半@
。

定海偏僻小县尚且如此
,

沿海他县可想而

知
。

但是在内地
,

尤其是北方的内地
,

风气则绝然

不同
,

河北晋县离石家庄只有五十公里
,

不算太偏

僻
,

但是该县在清朝复亡十多年后仍然留着长辨
,

直到 1 92 8年
,

该县县长明令禁止垂辫
,

而且亲自到

各处剪发
,

才算把辫子肃清
。

至于缠足陋习则
“
牢

不可破
,

虽有放足会下乡查勘
,

而一般乡曲细民仍

秘密缠足
。 ” @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二三十年

,

而内

地保守依然如此
,

其在清末民初之落后可 推 而 知

之
,

正与沿海一带的开放
,

外向精神成一鲜明对照
。

由沿海内地传播的西方文化
,

不止于上述这些

内容
,

但已足够说明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
,

并不只

是体现在现代工业的数量和规模方面
,

而是一场由

表层物质文化到深层精神文化的改造过程
。

如果将

西化东渐以来
,

我国社会的变化过程略作小结
,

似可

将近代八十年划为三个阶段 : 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干

年
,

变化仅限于东南沿海五口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三十年
,

变化扩大到南北沿海及沿长江一线 , 中日

甲午战争以后
,

变化才逐步向内地城镇推进
。

而广

大的内地农村
,

则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根本的

变化
。

八十年来
,

我们从对西方文化的茫然无知到

认识其物质文明的强大又进而发现自己制 度 的不

行
,

到最后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怀疑
,

于是爆发了

五四运动
,

揭开了现代史的帷幕
。

从总的方面来看
,

近代的八十年里
,

现代化的

进程是很慢的
,

但毕竟在沿海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变

化
,

造成了沿海与内地的文化差异
。

现代史的头三

十年
,

这种差异在某些方面似乎更加深了
。

这一点

仅从现代工业和城市分布两个方面就可作一简单的

分析
。

在现代工业方面
,

1 9 3 7年的广 东
、

福 建
、

浙

江
、

江苏
、

山东
、

河北沿海六省及沪
、

津
、

青岛
、

威海
、

南京
、

北平六市的工厂数占全 国 (除 东 北

外 ) 的 80 % L
,

其中沪
、

苏
、

浙三处又占56 %
,

上海

一地则独占 13/
。

若以城市而 言
,

1 9 3 3 年六大 城

市
:

上海
、

天津
、

武汉
、

无锡
、

广州
、

青岛的厂家

占全国的 39 %
,

资本数占59 %
,

生产总数占69 %
,

工

人数占54 % @
,

沿海与内地差距之大由此可见
。

在城市方面
,

到三十年代
,

沿海一线已经兴起

了一连串的港口和工业城市
,

从北到南有大连
、

营

口
、

秦皇岛
、

天津
、

烟台
、

威海
、

青 岛
、

上 海
、

宁

波
、

温州
、

福州
、

厦门
、

汕头
、

广州 、 除了广州和

福州在晚清作为广东和福建的省会
,

是较大的城市

外
,

其余城市都是近百年发展的结果
。

它们当中有

的原来只是一般县城 (如上海
、

天津 )
,

有的只是

县级以下的小港口 (如烟台
、

汕头 )
,

甚至只是小

渔村 (如大连
、

青岛 )
。

这十四个城市经过通商口

岸或租借地的共同经历后
,

成为工业文化的基地
。

_

在传统文化中
,

一省的省会是其唯一的政治中

心
,

同时也往往是唯一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

新

的沿海城市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老框框
,

先以经济文

化中心出现
,

而后才卷入政治旋涡
。

因之在沿海省

份中造成了二元或多元的中心
,

如辽宁的沈阳与大

连
,

河北的保定与天津
,

山东的青岛与济南
、

浙江

的杭州和宁波
、

温州
,

福建的福州和厦门
,

广东的

广州与汕头
。

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北京 ( 或 南

京 ) 与上海的二元中心
。

这些城市的出
.

现
,

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布局
,

在



沿海地带形成一条经济文化发达的走廊
。

无论它们

的形成过程是如何地该受诅咒
,

但是它们的出现命

定在将来要成为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
。

沿海地区必须先行现代化

回顾南北文化差异和沿海内地文化差异产生的

过程
,

可以发现
,

产生差异的原因都与外力刺激有

关
。

从北到南的农业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因为游收民

族对中原的压迫
,

从东到西工业文化的传播则起因

于西方资本主义从沿海的入侵
。

游牧民族进入中原

的结果是为我们的农业文化所同化
,

因此南北文化

之间没有质的不同
,

只是同一农业文化中的盛衰隆

替
。

工业文化的侵入却是要改造和同化传统的农业

文化
,

因此使沿海和内地文化发生了质的不同
。

由于传统文化抵御力的顽强
,

百余年来现代化

的进程极为缓慢
,

沿海与内地文化差异的出现并不

能完全消解传统的南北文化的差异
,

因此近代以来

两种差异发生重叠
,

表现为南方比北方先进
,

东部

比西部发达
。

解放以后我们忽视了南北的差异
,

又

简单地把东西部差异当成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因

此我们以北方的意识来改造南方
,

以削弱沿海工业

的办法来建设内地工业
,

结果差异是缩小了
,

但代

价却是全国现代化进程的迟缓
。

一九五六年以前一

度减少对沿海地区的工业投资额
,

调出过多的工程

技术人员
,

使沿海工业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挥
,

发展

速度放慢
,

全国工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

在毛

泽东作了 《 论十大关系 》 报告以后
,

这种情况有了

改善
。

但后来随着备战备荒方针的贯彻
,

大三线小三

线建设的进行
,

沿海地区的发展再一次受到阻碍
。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方 针 的 提

出
,

又把沿海的经济发展放到重要的地位
,

使我们

在闭关三干年之猎
.

又一次面向世界
。

特区建设
,

十

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
,

以及最近出台的沿海经济发

展战略都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沿海地区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极端重要性
。

我们必须再一次从 沿 海 地 区

接受先进的工业文化
,

因此我们的确需 要 一 个沿

海经济发展战略
,

但又不能仅止于经济战略 1 今天

无锡一市 (包括所属三县 ) 的工农业总产值比贵州

一省大得多
,

可是后者有三家出版社
,

前者却一家

也没有
。

这种不正常现象单靠经济战略是无法解决

的
。

而且更重要的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并不仅仅是

经济的差异
,

那是一百多年以来积淀下来的从物质

到精神文化的差异
。

因此我们显然必须制定比经济

战略更高一层的总体战略
。

我们最终总要克服沿海与内地的差异
,

但现在

不能
,

也不可能
。

要消除差异必须先承认差异
,

并利

用这一差异使沿海地区先行现代化
,

才能带动内地

也走向现代化
。

传统的农业文化重心从北方转移到

南方花了八百年时间
,

我们不能指望在太短的时间

内
,

就完成现代化从沿海到内地的传播过程
。

在目

前
,

最要紧的是使沿海地区先行现代化
,

在这一点

上
,

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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