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独有的历史基因

陆道如

关于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爱心

的原始出发点，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对人民的普

遍的基本要求。当然，爱国是一份情感，具有实实在在

的表达和内涵。我以为，爱国首先应该从爱家乡出发。

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盐城。

再看什么叫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社会在

实践中凝炼而成的主流价值的理论形态，价值观是文化

的最重要构成因素，它告诉人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

“什么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对盐城而言，我们该怎样

爱他？我以为，盐城的基因最值得我们研究和珍视，它既

是盐城人性格和特性的渊源，同时也应该是明天怎么做

的价值取向。那么，什么是盐城的基因？历史的渊源、时

间的跨度、非凡的经历、独特的纬度造就了盐城独有的

DNA。

一、移民血统的“雄”性。

盐城历史悠久，濒临黄海。新中国成立后，阜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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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大丰、东台先后发掘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

址，出土了一批古人头骨、古兽骨和古代人使用的生产

和生活用具，证明盐城至少在二三万年前即已成陆。还

据考古发现，盐城丁马岗向东，沿大冈、龙冈、上冈一线，

这一条漫长的地带就是远古时期的海岸线。在阜宁东园

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一百余件，由此进一步证

明，这一带成陆并有人类聚集活动的时间约在五六千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盐城是古老和现代的见证。据史记载，海岸线在如

上所说的黄沙岗一线至少稳定了五千多年时间，1128

年黄河夺淮后，大量泥沙淤积，加之长江的回流淤积泥

沙逐渐增多。陆地不断东进，至 1855 年黄河复归后，海

岸线已东移 50 多公里，就是说，目前盐城 204 国道以东

地区成陆和稳定时间尚不足千年。

根据盐城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纬度

探索盐城的性格特征。

（一）沧海桑田———逼出来的“韧”性

早期的盐城，是黄海边的一片泻湖区，人烟稀少，生

存条件极其艰苦。加上频繁的海进海退，可以说是不适

宜人类生存的“处女地”。大约在春秋时期，盐城称古淮

夷地，当时的人类主要是靠渔猎手段生存。至汉朝，烧盐

成为盐城的主业。现在分析，当时设置和开垦盐场是一

项极其艰辛的开拓。在泻湖海滩，一望无际，人迹罕至，

既没有做法和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机械设备可以借

14



用，单依靠人力开沟立灶，其艰难辛苦当难以言状。黄河

夺淮后，浅海里生长出大片滩涂，这个阶段盐城便以农

业、盐业共存，到清朝末年张謇的废灶兴垦，才使农业成

为盐城的主业。

渔猎也好，烧盐也罢，加上垦荒种地，沧海桑田，应

该说都是在挑战人类的生存极限，如果不带有强制性，

无论如何是没有人来从事的。我们的先民就是在这样极

其困苦的境况下寻求生存，同样也炼就了盐城人不屈不

挠的“韧”性。

（二）多番移民———炼出了勤奋和包容

准确地说，盐城是个移民城市。

盐城的先民是上古淮夷部族的一支，早在夏朝就是

东方的一个较大的部落，大而谋独，为统治的需要，夏、

商、周三代均发动东征平叛，客观上使中原的先进文化

传输到东部沿海一带，加速了夷人和华夏的民族融合，

加之封地的变迁，亦不断移民至此。

到汉武帝初年，官府对盐的渴求因而招募游民和流

放犯人为其提供煮盐器具，到（淮南）盐城沿海当盐工。

南北朝时北方战乱，山东等地又迁移一部分移民来盐城

沿海以渔盐为生。其后较大的，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两次

移民。一是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张士诚后，强制从苏南迁

移 4 000 多户 1 万多居民到两淮煮盐劳役，史称“洪武赶

散”；二是清末张謇的废灶兴垦，以利吸引南通的启东、

海门上万人至盐城沿海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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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移民除张謇以利引人复垦外，其余都是强制

性，少有淘金者移民。因此，这注定了先民的受压迫、受

奴役的历史，同时也炼就了相互包容的性格，“同是天涯

沦落人”，盐城人的大度、包容盖出于此。

今天，盐城涌现出若干凡人善举，追根溯源，其实是

先民们残酷的环境和共同的生存渴求凝炼了盐城人的

大度和宽容。

（三）历史人物———血写的“义”字

盐城历史是名人辈出，陈琳、陆秀夫、施耐庵、卞元

亨、王艮等都是杰出人物，就是一代枭雄张士诚也是时

代英雄，这些人物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义气、忠

贞。陈琳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檄文，名垂史册；陆秀夫负

帝蹈海，为 300 年屈辱的宋朝画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施耐庵著《水浒传》，忠义思想贯穿始终；卞元亨任山东

中山永王参赞军机时兵败被俘，作文生祭；出生盐丁的

思想巨人王艮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倡导的就是“平民

思想”；就是冲天一啸的张士诚也难掩追求幸福、坚定就

义的初衷。这些历史人物，或忠于朝廷，或忠于真理，或

忠于人民，均义字当先，坚定率真，不改初衷。在盐城为

官的外地人，也烙下了忠贞义气的印记。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民修堤，《桃花扇》作者

孔尚任在盐城治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师刻印出

书，包括西溪三相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人也在“似曾

相识燕归来”的乡情中，体味“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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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气是盐城人深入骨髓的秉性。翻开盐城的历史，

鲜见汉奸、恶人的记载。就是连民间市井，也一直原始的

说唱崇拜传唱着忠臣义士的故事。

二、水洗浸润的“灵”性

水是自然和社会的生命之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盐城的历史就是水的历史，是水“甚哉，水之为利害

也”（司马迁）的印证。要研究盐城的基因，当然得理出盐

城水洗、浸润的历史。

（一）在水患中不懈奋斗

盐城为里下河地区，是淮水的入海走廊。黄河夺

淮，彻底摧毁了盐城地区既有的水系，成为典型的“黄泛

区”。因此，水对于盐城而言是刻骨铭心的。根据《江苏省

两千年洪涝灾害年表》载，公元 1195 年至 1949 年 754

年间，灾害年 315 年，平均每 4.18 年就有一次水灾。另

据《盐城市志》载，黄河夺淮后，有文字记载的全局性海、

洪水灾害 41次，平均每 20 年出现一次，就是说，每 20

年盐城就要承受一次水的灭顶之灾。学者说，这是不断

被“格式化”的大地。明隆庆三年（1569 年）七月淮水泛

滥，“四望数百里浩淼如大海，溺死者不计其数。”清道光

十一年（1831 年）运河决堤，平地水深五尺“岁大饥，人

相食”。民国 20 年（1931 年）洪泽湖决堤，“平地水深数

尺，街道行船”。

再就是海水倒灌，由于海堤单薄，海水倒灌屡屡发

生。史书记载，明正德九年（1514 年）“海啸，居民漂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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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十分之七”。

洪水、海潮交替为患，治水也成为历代政府和民众

的头等大事。史载，清朝淮南（盐城一带）河道总督 50 多

位，大多数的命运是因水患未治好而革职、辞官和查办，

少有善终。而另一方面，带领民众治水之官则名垂史册。

串场河边的海堤，唐时叫“李堤”，是纪念唐大历淮南黜

陟使李承的，宋代叫“范公堤”，是歌颂领民修堤的范仲

淹。孔尚任、左宗棠、林则徐、张謇这些名人都曾在盐城

留下治水的足迹。

建国后的 1950 年，淮河大水，毛泽东主席看了灾情

报告后潸然泪下，下令“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样，淮水

直接入海的设想再次进入可行性论证。淮水汛期入洪泽

湖年均约 451亿 m3，最大入湖量 1954 年达 800亿 m3。

汇入洪泽湖的这股水一部分南泄长江，另一部分约 251亿

～500 亿 m3 水经过里下河东流入海。若是中间值的

300 m3 就是 10个洪泽湖的水啊，这就是“洪水走廊”为

什么“四年一灾，20 年一大灾”。建国后第一次治淮修了

苏北灌溉总渠，以为可不搞泄洪道，但建国后四十多年

出现七次大灾，仅 1991 年洪灾，盐城市造成的直接损失

达 35亿元 （入海水道工程实际投资 41.17 亿元，2003

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淮河入海水道工程 1998 年

开工，设计流量 2 270 m3/s。这样，淮水直接入海这个历

朝历代淮河流域亿万民众跨越 8个世纪的梦想终成现

实，淮水不再成为里下河人民的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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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海堤 582km，占江苏的海堤公里数 56%。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至今的新一轮海堤标准，按 50 年一遇高

潮加 10 级风浪的标准建成了达标海堤，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较好地实现了侵蚀性海岸滩涂建堤的实践。在技术

层面为海堤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一部盐城的发展史，就是与洪水、海潮奋斗的历史。

（二）兴水利而体现智慧

建国后，盐城人开启了水利的新篇章。有几件事是

值得记取的。

一是通榆河的开挖。通榆河很重要，因是淮水走廊，

盐城的河道大多是东西向，南北沟通河道不多，加之沿

海地区水质差、碱性大，通榆河开通后彻底改变了这种

状况，对盐城农业和水质提高具有历史性作用。

二是 联圩防汛。 盐 城 历 史 洪 水 位 下 的 耕 地

约 7 000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43.2%。传统防洪大体依

靠村自为战，小圩防洪。经过实践，实现了大联圩、大排

洪，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全市目前 970个圩区，万亩以

上的圩区达 219个。

三是旱改水。以阜宁为代表的过去都是旱地多、产出

低，还爬碱。1958 年试验了旱改水，实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不仅使水稻产量提高了，更为重要的是使盐碱地成了历

史。

四是水稻节水灌溉。盐城有水稻面积 570 万亩，传

统的种植方法是大水漫灌。年需水约在 30亿 m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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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市水资源的 60%以上。20 世纪 90 年代推广的控制

灌溉技术，据实测，节水 48.5%，增产 8.9%。目前已全部

推广。

盐城是农业大市，水利的措施，体现了盐城人的智

慧。2010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

18个产粮过百亿斤的地级市中居首位。

（三）探索“人水和谐”的真谛

盐城人恨水又爱水，都是淋漓尽致的。到了今天，

水又有一些新的课题摆到了盐城人的面前，既考验盐城

的智慧，又积淀着盐城的特质。

水资源的可靠性。表面看，盐城是洪水走廊，该是富

水地区，其实，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仅有 47.89 亿

m3，且有一半还依靠过境外来水。人均水资源为 563m3，

是全国的 1/4。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紧张线为 1 750 m3，国

际上还将低于 500 m3 的定为极度缺水。因此，水资源的

可靠性肯定是制肘盐城未来发展的瓶颈。如何才能增加

盐城水资源的可靠性？一方面增加固定引水，“江水东引

北送”计划三条线向盐城送水 250个流量；再一方面就

是增加调蓄功能，疏河、挖湖，还原荡。当然还有节水。

饮用水的安全。就盐城市区而言，目前有两条水源

地，安全性都存有隐患，盐龙湖解决了蟒蛇河水源的当

前安全问题。但蟒蛇河无直接水源的问题并未解决，就

是说，饮水安全，这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盐城人用

智慧建了盐龙湖，是可以化解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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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河道的疏浚和维护。人们对河道过度使用，这

样河道的淤塞和污染日渐严重。目前已全面启动县乡河

道和城市河道疏浚。问题是农村河道疏浚和维护主体缺

位，城市河道任重道远。

大气、土地和水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

当然会对人类生存的状态和特性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浴火重生的“厚”度

盐城处中国的“脐”度，南北交界的中点，有史以来

不缺战争。

在盐城这块土地上，有战争记载始于夏、商、周的三

代东征；东汉三国时期，盐城处吴、魏之交界，双方反复

争夺战争不断；整个南北朝前期，盐城均沦为战场；隋朝

有农民起义领袖韦彻在盐城建立政权；唐代薛仁贵驻军

盐城东征；南宋时，盐城又成为北部边界，战火连绵数百

年；后又是张士诚起义开战；再就是东部沿海的以日本

为主的倭寇不断；加之地方土匪横行，使百姓长期忍受

战乱之苦。

在以上这些战争中，老百姓始终是被动的受害者。

1940 年，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开始了波澜壮阔

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盐城民众是主体，对盐城的性格

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或者说改变了盐城的未来。

新四军启蒙了盐城。如果说之前的战争老百姓都是

被动的受害者，那么，新四军在盐城的抗日战争，民众亦

是主体。民众第一次懂得了为国家而战、为自己而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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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政治上的启蒙。新四军来盐城后组织建立了民主政

权，组织民众“豆选”，让民众第一次尝到了当家作主的

滋味，第一次有了人民的政权，第一次参与了自选的政

府。刘少奇高屋建瓴的战略意识也是盐城宝贵的精神财

富。

南下干部改变了盐城。新四军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党

校、抗大五分校、鲁艺以及盐阜区联立中学和师范部等，

为盐城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1948 年 9 月，中共

中央在西北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迎接全国解放，

决定抽调 5.3 万名干部南下，其中华东要 1.5 万人。盐阜

根据地和新四军中的很多盐阜人成为了“南下干部”。可

以这么说，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均有盐城的南下干

部，这些干部带去了盐城的忠贞和质朴，同时又影响了

盐城的后世子女。实际上，这是盐城儿女走出盐城的一

次壮举，一个开端。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人脉和影响，

盐城今天的崇文不会这么坚定，开放不会这么迅捷，眼

界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宽阔。

文化提升了盐城。新四军之前的盐城文化带有“原

始”特征，且“ 片化”很严重，是新四军改变了盐城的文

化生态，使盐城成为!名全国的文化高地。

“无盐不办报”!名"#。重建军部后，新四军创办

了《江淮日报》，成为我党除延安《新中华报》、重庆《新华

日报》的第三大日报；创建了新华社华中分社，除 接受延

安电$和%&社电$外，还接'全世界其他通$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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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了湖海艺文社和《新知识》(志等；创办了“盐阜

大众报”。盐城因前有中国新!史学拓荒者)公*，后有

新四军的报+(志，而享 誉“无盐不办报、无宜兴不办

校”的美称。

“文化村”是社会文化的范本。在国民党“,-./”

下，为保护文化名人，党中央决定把01、上海、2林、重

庆等一些文化名人安全引到新四军盐阜根据地，亦使得

新四军的文化特-名3四海。军部在阜宁时，陈4决定

在陈集的卖5曹村建立文化村。文化村的6书、创作、7

8、排9，等等，丰富多:。文化村是社会文化活动的范

本。

“没有新四军就没有现代淮;”。淮;是江苏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苏北的文化符号。淮;来源有三：0火

9、门叹调和<9。历史上没有87，都是靠口传和经验

传=的，况且主要是下层苦难百姓传唱，难上大>之?。

新四军进驻盐阜后，为宣传抗日，开展了轰轰@@的9

;、歌8和AB歌活动。这样，淮;亦迎来了脱CD骨的

新生，产生了新淮调、大E花调和自由调，F定了今天淮

;的基调和风格。这种改变主要有三：一是确立了淮;

>G共H的基调；二是形成了一批经典的调门；三是使

淮;的87传=现代化。

新四军使盐城IJ在“伟人”的K围中前行。新四军

在盐城重建军部，使盐城这个不起眼的海边小城成为中

国历史上的名城，亦使盐城云集了各类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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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南方人的r致、心思。这种st并\的个性，

是盐城人过u南北个性之短的选v，同时也是适应社

会展示所长的w略。

瞻前顾后———与时俱进的应变。盐城人有着极强

的学l力和适应能力。困 难时，懂得如何提*和过x自

己，y境时，能把z{乐和控制分|。尤其是在外地的盐

城人，多有建树，就是这种“内}”性格的~分展示。

“慧”上面两个“丰”字分别代表国事和天下事，中间

“�”代表家事。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放在心上，称之为

慧。

以上分别从渊源、水土、重大事件、地域h间分析了

盐城人的基因，展示了盐城独特的 DNA，怎么使基因不

突变，优势遗传，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构建盐城的核心价值观。l近平总书记说，核

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

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明析盐城

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使优秀的基因要素显性化，为未来

人的发3光大提供导向，更是盐城人“该怎么做”“什 么

才是最重要的”价值认同感的基础，同时也是提升正能

量、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移民文化的“雄”性，实

质上在诠释盐城人的“坚4”；水洗浸润的经历、治水患

以求平安，兴水利为了致富，人水和谐追求幸福，从平安

到致富，再到幸福，体现了盐城与时俱进的“追求”。新四

军启蒙了盐城，提升了盐城，赋予盐城人“理想”。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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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和社会经\的发展决定了“开放”。坚4、追求、理

想、开放构成盐城基因的 DNA。

第二，不要取长补短，而要拼命地3长，注意避短。

每个地域、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当然也有短处。

传统的倡导是取长补短，事实上，怎么下功夫“补短”都

是补不了的，而长处才是特-、个性和优势的~分表达。

盐城的短处至少有三：一是长期颠沛流离之苦形成了较

强的“恋土”情结。这束缚了盐城的思想，积淀了人的思

维定势，走不出，撒不开，致使基因中“雄”性的弱化和丢

失。盐城沿海是一片滩涂湿地，海水浑黄、深淤浅滩、岸

线漂移、海水盐的波美浓度高，这样的海岸无论是开发

还是建1都不占优势，千百年来，盐城沿海是中国东部

黄金海岸线的凹地。冷静思考，滩涂阻隔了什么？难道仅

仅是客观制约？二是南北的见仁见智特性造就了“圆滑”

的选v趋向。如前所述，盐城人南北优势兼有，D个思路

看问题，也许或多或少地存在南方地“小气”和北方的

“粗犷”，其结果可能是患得患失、见风使舵。三是“苏北”

恶名的承M者。这是前一阵网络上流传的盐城特性，说

明了什么？说明了凡是不好的陋l和坏事，大多盐城人

有份。明确的避短导向会使盐城不断升华。

第三，爱国首先应体现爱家乡。形成价值认同感是

基础。因为“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不应该是拒绝

别人说三道四的“护短”；爱是一种文化导向和行为自

觉，不应该在“ 片化”的状态下将宝贵的东西遗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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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具体的情感表达，不应是抽象的说教，h洞的话

语。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陆道如，1958 年出生，中央党校在职研

究生，现任盐城市水利局党委书记。长期的

基层工作经历为他注入了丰厚的思考“营

养”，从事过团干部、乡镇党委书记、常务副

县长、县委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国投集

团董事长等事务，又使他养成了“不守常规”

的思考路径，承担过新乡镇的筹建，组建了省级开发区，探索

《吃财政饭县的理财之路》，创设了百亿资产的政府融资平台，

筹建并建设了百万千瓦的火电厂、城市地标———先锋岛产业

广场等。用“经历”和“成果”形成的带有思辨性的报告深受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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