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林国庆 E—mail:anqingwb@163.com

长三角长三角
2025年6月19日 星期四 05

2025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
座谈会日前在南京举行，会议强
调，“十五五”时期，长三角要在中
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政务畅
达、便民共享又文旅交融的沪苏浙
皖各个城市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

其实，翻开历史，自 19 世纪以
来，今日长三角地区便开近代化之
先，借着长江、新安江、大运河等重要
水系之便，城市间交往频繁、货畅其
流，在经济、文化的互动中，长三角城
市间“比学赶超”，早已在历史的经纬
中织就一张动态发展的网络。“小上
海”“小苏州”“小扬州”“小杭州”曾遍
及长三角多个地区，可以说，这片土
地上的每一座重要城市，在历史发展
进程中既是学习者也是领跑者，它们
以互标互鉴的智慧，书写着区域一体
化的百年篇章。

据学者统计，安徽省内被称为
“小上海”的城市主要有芜湖、淮
北、界首和屯溪 （现黄山市屯溪
区）、蚌埠。这一称谓源于不同历史
时期各城市与上海在经济、文化或
人口流动上的密切关联。

安徽财经大学新徽商研究中心
主任王唤明告诉记者，芜湖之所以
曾被称为“小上海”，核心原因是这
里明清时期便是长江流域重要工商
业中心，近代更成为通商口岸并与
上海形成进出口贸易联动，上海通
过航运、铁路和金融对其产生辐射
效应。1876 年开埠后，芜湖90%以
上进出口货物通过上海中转，1936
年江南铁路与沪宁铁路连接后，两
地实现火车直通。

王唤明还介绍，除了芜湖外，
界首市和黄山屯溪区都因为抗战时
期上海商人大量涌入促进了商业繁
荣，成为名噪一时的“小上海”。淮
北市则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纳
数万名上海知青，城市建筑风格融

合上海元素，形成独特的“海派文
化”，也被称为“小上海”。

1949 年 1 月蚌埠解放后，安徽
首家国营商业机构皖北贸易总公司
成立，主要负责将蚌埠的农副产品
运往上海、将上海的工业品运抵蚌
埠。上海解放后，皖北贸易总公司
支援上海谋划早、供应物资量大、
持续时间长，对保障上海解放初期
的市场供应，乃至社会稳定起到了
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蚌埠市因为
市内二马路建筑风格以及上世纪80
年代的繁华城市风貌也曾被安徽人
称为“小上海”。

其实，“小上海”之名曾遍及全
国，但苏浙皖居多，在长三角众多
自诩或他称为“小上海”的城市
中，无锡最出名，也最被上海人认
可。无锡本地学者杨大中曾撰文指
出，无锡虽然不是上海都市圈中最
靠近上海的城市，却始终保持着与
上海的密切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工
商实业造就的经济实力和市面繁
荣，更重要的是深层的人脉和文脉。

杨大中告诉记者，近代最早进
入上海的无锡人，有不少军人和学
者。杨宗濂和杨宗翰曾主持无锡团
练，洋务派思想家薛福成，科学家
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大批无锡
人相继入沪，有的成为李鸿章的臂
助，有的翻译了大量化学和数学著
作，有的开创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
的新局。而在上海迅猛增长的人口
中，无锡的企业家和产业工人更成
为令人瞩目的群体。张叔和、周舜
卿、祝大椿、荣宗敬等一众著名锡
商均在其中，还有更早的胡德培、
丁明奎等开办冶坊铁行的创业者。
曾有人对民国时期上海实业家做过
统计，名录里的近 800 位实业家竟
有137位是无锡人。

“小上海”虽风靡一时，但上海

也有过自称“小杭州”的日子。上
海青浦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王
辉告诉记者，很多人并不知道，上
海对标杭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
宋。上海的青龙镇从唐初一个军事
据点，到北宋初年就转型为经济贸
易重镇，是上海地区最早的海内外
贸易港。南宋绍兴元年（1131），负
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务”
就设立在青龙镇，一时商贾云集颇
为繁华，堪比当时南宋的临安，被
人称为“小杭州”。

王辉援引光绪《青浦县志》卷三
十“杂记下·遗事”条目：“青龙镇在吴
淞之滨，南宋时海舶所集，有三亭、七
塔、十三寺，烟火万家，谓之小杭州。”

江南地区各城市相继崛起、各
领风骚，今日上海已经跃升为世界
级大都市，而在明清时期，上海县
还只是苏松太道 （管辖范围约今苏
州、上海、太仓） 松江府的一部
分。“那时候，上海人没把自己当作
苏州文化之外的人。苏州自唐代吴
郡时便已有繁华之名，唐代设立的
华亭县是吴郡的下属县。苏州到明
代发展达到巅峰，不仅经济发达、
文化昌盛，甚至引领时尚，于是，
当时的上海县人自比‘小苏州’，体
现出对苏州的艳羡。”《上海通史》
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
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熊月之说。

熊月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解释
上海与“小苏州”的关系。他告诉
记者，明清时期苏松太道，下辖苏
州府、松江府、太仓州，上海县归
属松江府治下。原来苏松太道治所
在苏州，后来迁到上海，可以说，
上海的文化大体上是苏州过来的，
上海话的语素 70%是以苏州话为基
础，夹杂了宁波话、部分粤语甚至
英语。所以，明末上海人之于苏州
文化是充满仰慕之情的。

“1843 年上海开埠，对于上海
成为长三角中心城市具有决定性意
义，上海迅速崛起，特别是沪杭甬
铁路开通以后，以宁波、杭州、绍
兴人为主的浙江商人，有相当一部
分在上海发展，且都是上海的精英
人物。也正是这一特殊关系，计划
经济时代，浙江与上海的地方粮票
在两地是通用的，由此可见他们关
系很近。”熊月之说。

除“小苏州”“小杭州”“小上海”
外，作为运河都市之一的扬州，唐代
以来就有繁华之名，江苏省内高邮、
金湖、启东吕四港等地都曾被称为

“小扬州”，上海的朱家角、金泽，也曾
有“小扬州”的美誉。

“每个时代都有‘网红城市’，
如果说，‘小上海’多出现在近代工
商业城市如无锡、芜湖等地，反映
上海走在时代前列并产生辐射效
应，那么‘小扬州’‘小苏州’则源
于明清运河商业廊道带来的对传统
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倾心和模仿。”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
长、教授贺云翱说，长三角城市名
号的互称，本质是发展动能有效转
移的镜像，这些称呼不仅反映城市
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变迁，更印证长
三角从“单核辐射”到“多极共
生”的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如今，长三角的“小字辈”称号，
早已成为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
块印记，城市之间早已超越模仿，
升维为功能互补的创新共同体。“小
字辈”互称的出现是城市间“比学
赶超”的一种表现，它折射出经济驱
动的产业承接、移民推动的文化融
合、层级传递的能级跃迁——是区域
在动态平衡进程中寻找共生共荣之
路的体现。“对标不是终点，而是为了
在学习先进中超越昨天的自己。”贺
云翱说。 来源：新华日报

“小上海”“小苏州”“小扬州”“小杭州”都曾风靡一时——

长三角“小字辈”的比学赶超

从空中俯瞰，淳安境内发达的
水系犹如一根巨大的羽毛，静静安
卧在浙江西部连绵起伏的丘陵之中。

羽毛的枝干，是自西北向东南穿
越而过的新安江。在羽毛的中心位
置，一个拥有1078座岛屿，容量足以
装下 3000 多个西湖的巨型人工湖
——千岛湖，成为现代淳安的“灵魂”。

数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让
山脉曾经是这方土地地理形态的绝
对主导。而千岛湖的出现，让淳安的
空间格局从群山怀抱转向拥山揽湖，
山、水、城、景逐步融为一体。

1959 年，为建设新安江水电
站，原淳安、遂安两县合并为新的
淳安县。新安江水库建成后，大坝
将新安江上游拦截形成一个湖泊，
低丘全部被淹没，山岭露出水面形
成岛状景观。

近 70 年来，千岛湖不断塑造、
改变着淳安。

如今，淳安全县境内 99.5％的
降水都汇集于千岛湖。大量的水汽
蒸腾，不仅在湖水之上形成了烟波
浩渺的景色，更让当地的局部小气
候多了一份湿润。

千岛湖水质长期为地表水Ⅰ类
标准，早已成为淳安最重要的饮用
水源保护地。

淳安县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相
关负责人用“一湖千岛展五卷”，形
容今日淳安在东西南北中五个大方
向上的宏观风貌。

在中心区域的千岛湖湖区，泛
舟于碧波之上，可见峡谷幽深、洞
石奇异，湖水似绿似蓝，既透出几
分娟秀气韵，又不失沉稳与大气。

顺时针来看，在东部及东南的

城镇方向，城湖合璧的特征在一步
步走向精细化。

城镇空间的区隔充分尊重山、
湖、溪流的天然走向，人工建设的城
市绿道、市政绿廊与自然水系、山体
公园等形成的开敞空间相互串联，在
色彩上形成蓝绿融合的景观网络。

为协调好“城与湖”风貌的关
系，淳安在制度约束上下了一番功
夫。滨湖重要道路沿线等地区“建
筑高度不得突破背面山体高度的2/
3”“滨水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24 米”
等规范，被写入当地景观风貌规
划。相关部门要求城市建筑原则上

“应不遮挡视线”，形成层次错落的
城市形象。

在南部及西南的林田交织地
带，水色山居别具一番韵味。

信步于山林之间，纵横交错的

溪水流淌，特色乡村粉墙黛瓦，风
光旖旎，令人陶醉。一幢幢漂亮的
小洋楼拔地而起，新开的咖啡店里
摆着漂亮的沙发、文艺的木质书
柜，墙上挂着的照片，定格村民与
游客温暖而治愈的笑脸。

在西部及西北方向，千岛湖与
新安江上游紧密相依，淡水鱼类资
源十分丰富。在北部及东北方向，
植被密布，森林遮天蔽日，俨然一
座“天然氧吧”。

淳安的生活多姿多彩。湖区周
围常常能喝到的“千岛湖威士忌”，
令老外们竖起大拇指；山区口味较
重的火候菜，让许多爱吃辣的食客
流连忘返；淳安产出的鱼子酱，已
运往五洲四海，在各国的餐桌上大
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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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被千岛湖塑造和改变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