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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的天堂》，是来自现实的苏州的文学报告，它密集而动情地传递报告了苏
州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文学地表现了苏州人在现代生活中勇于革新创造的精神和聪明务实的性
格力量，是现实苏州的很好文学读本。
苏州是一座古老美丽的江南名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样的传说和概念在人们的心里已经生成很久。
但是，过去人们在感受苏州的时候，往往是从历史文化和山水园林这些方面出发的。
所以，苏州给人的时常是古旧闲适的印象。
但是，在《我的天堂》里，苏州古老闲适的风韵依然存在，但它在改革开放年月所焕发出来的巨大热
情和创造能量却会给人一种更强更新的冲击和印象。
因此，《我的天堂》既是对古老闲适的苏州的回眸，更是对新苏州生发改变内情的追踪和探寻。
是可以提供人们通过文学的渠道走进“天堂”苏州的很好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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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苏”是涂金的中国　　这个地方最先只有水，古称泽国。
后来大海往后退了，长江的人海口往东推进，于是泽国变成了沼泽与江湖相嵌的网状式冲积平原，故
此地亦称“水乡泽国”。
当这片水潦之地尘埃落定之后，整个环太湖地区，遍布着湿润地区特有的灌木丛林，郁郁葱葱的栎木
、杉木、樟木及茂密的竹子与芦草，那树木草丛中出没着各种动物⋯⋯　　原始部落的先民，开始在
这片土地上以渔猎为主要手段繁衍生息着，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了我国最早的蚕桑生产，并且创造了著
名的良渚文化，为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了最宝贵的人类遗产和文明印迹。
　　公元前11世纪，商末周兴之际，中原周太王的公子泰伯和二弟仲雍，为了让位给小弟季历，兄弟
二人千里迢迢避居于江南，此举在历史上　　被称作“奔吴”。
当时的环太湖地区，乃是蛮夷之地，泰伯与仲雍带来中原先进的农耕与建筑技术以及相对优秀的政治
文化和新视野，很快成了当地的首领，并建立起了一个部落小国，史上记载日“勾吴”，从此开始了
吴国的辉煌历史。
　　悠悠岁月，到了泰伯、仲雍的十九世孙寿梦时代，“勾吴”开始渐渐强大起来，其子即位后正式
将自己的国家从太湖边的二个小镇搬到了现今的苏州城址。
那时的苏州城其实只是一个大约只有十几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地盘，而且全是用土垒的，史上记载它是
吴国的“子城”，这也是苏州城的第一个名字。
　　子城虽小，却上演了一场宫廷政变史剧，即著名的“专诸刺王僚”。
当时吴国公子光（阖闾），因不满叔伯兄弟的领导，一心想自己出来驾驭这个江南小国的航船，故而
招募了一名叫专诸的侠客，令其在给喜欢吃鱼的吴王僚献大鱼时，用事先藏于鱼肚里的利剑刺杀了僚
，从而夺得王位。
阖闾是开创吴国成为强国的首位国王，他的主要功绩是将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先进的农具制造
工艺推广到了吴国，使这片东南水乡泽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时代的五霸之一。
　　在阖闾与其子夫差当政的几十年里，吴国的实力主要显示在两个方面。
一是冶金铸造业，炼出了著名的“干将剑”，此剑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一等的矿石原料和精良的铸造工
艺技术的高度融合。
吴剑成就了吴国霸业。
而吴国在这个时代的崛起的另一个原因是丝织产业的迅速大发展，吴绫、商纨、鲁缟、楚绢和蜀锦，
成为古代丝织品的五朵奇葩。
而吴绫据说后来在东汉年间被两个兄弟偷运到了日本，成了“和服”最早的样本；“和服”即“吴服
”的谐音，其实也就是吴服。
　　铸剑与丝织，这一硬一软，成就了吴国霸业，也孕育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与民风的精髓。
今天的苏州人不也是靠这干事的硬气和成事的和气　　开创了新的历史辉煌和伟大纪元吗？
死去的楚平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三百下，还把楚国王室宗庙烧了个精光。
　　伍子胥后来又扶助阖间之子、吴国新君主夫差数十年，使得吴国成为东周列国中的强雄。
后来夫差在与越王勾践之间的那场“卧薪尝胆”的恩怨中没有听取伍子胥的良言苦劝，导致越国灭吴
。
伍子胥在这过程中含愤自尽，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幕痛苦的忠臣悲剧。
　　沧海茫茫，岁月如流。
几千年来，富国之地的苏州人从来没有忘记伍子胥这个名字，这是因为苏州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且
至今保存得如此完整的水城就是当年伍子胥所建。
公元前514年，就是在伍子胥奔吴的第8年，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为效忠吴王和为苏州人民造
福而修建了当时叫“阖闾城”的姑苏城池。
这一大手笔使伍子胥在苏州的几千年历史上成为最受后代尊敬的人，他对苏州的贡献也是空前的。
　　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　　（唐代白居易《登阊门闲望》）　　2 500多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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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经历了无数沧桑岁月和战事的磨砺，可她从未从整体上改变过自己河街相邻、水陆并行的独特
格局，此格局亦称“双棋盘”的三纵三横的水城格局。
“水城苏州”是伍子胥留给苏州、留给中国和留给世界的杰作。
　　苏州因水而活，因水而昌，因水而繁荣延绵至今。
　　越国灭吴l00多年后，苏州落到了伍子胥的仇敌楚国之手，这时又有一名贤相叫春申君，他继伍子
胥伟业，号召市民和驻兵再度挖河修桥，并将原来的三纵三横完善成四纵五横，造东西二仓，用来发
展苏州城市商业，使繁荣的城市更加昌盛。
　　秦汉三国时代，水城姑苏未经战乱，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地区却战事频仍。
苏州人从那个时候就明白了一件事：闷声大发财。
　　闷声大发财，是苏州得以繁荣昌盛数千年的一个经久不变的定律，也给周边庶民和政府留下了又
一笔精神财富及宝贵经验；并将这一强地富民的经验流传至今，一直传播到后来的上海等整个苏南大
地。
　　苏州人的“闷声大发财”留给我们的其实远非是自身的强地富民的传统美德，而且也给苏州吸引
和接纳外埠人才提供了旁人所不及的大好机会。
比如当年的三国时期，中原战火纷飞，大批贤俊和富商逃至吴国，他们带着成群的僮仆、满箱金玉以
及先进的农业技术来到苏州落户，使得本已富足的姑苏平添了几个台阶的昌盛和繁荣，使得姑苏从根
本上改变了司马迁笔下的那种“饭稻羹鱼，地旷人稀”的原始泽国的面貌。
苏州的富足与繁荣在三国孙权当皇帝时就显现，那时的苏州水上商业已非常了不得，商人们“浮船长
江，贾作上下”，且在苏州的下辖之地太仓设仓，水路可走昆山下海，其船运商贸可抵辽东、台湾等
地乃至柬埔寨等东南亚诸国，而那时的上海连滩头都没有，仅有几艘渔船而已。
　　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为苏州经济与商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此时的苏州城已是“千斛为货，万斛为市”，堪称华夏长江之东的第一大都会。
　　唐宋几百年间，中国的经济中心由中原转移至江南，苏州因而也自然地成为了江南最繁荣的经济
与商业中心和大都市，所谓“吴人老死不见兵革”，被人描绘成“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
当时的苏州有十万户商家向皇帝纳税，城内的各种市场更是星罗棋布，热闹非凡。
　　那时民间就流传“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乃苏州真实写照。
这一写照像金子烙在城郭之上，从此一直使苏州的脸面闪闪发光⋯⋯　　民间之言，通俗直白。
而到了诗人与文客笔下，苏州则是另一番描述。
“苏杭自昔称名郡”，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咏怀》中的一句诗。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下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后来在长期
流传的过程中，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朗朗上口的千古名句。
　　意大利著名探险旅游家马可·波罗是元代时到苏州一游的，他见苏州“漂亮得惊人，商业和工艺
十分繁荣兴盛”和美轮美奂的“水域城郭”，不由发出此乃“东方威尼斯”的感叹。
其实，苏州之美，远比欧洲的威尼斯更加精彩和绚丽，因为它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与传奇的历史，又
有一代代相传的生机勃发强国富民之经济内发力，而且苏州给予人类的不仅是美景，更多的是这里的
优美文化与温雅民俗，当然还有这块独特土地上勃发的对未来的信心与永远的希望气息。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八个字现在被大家所熟知，似乎已成了一句口头禅，但在杭州，可
能有人却不太愿意说这样的话，原因是杭州人认为自己是省府城市，苏州是个地级小市，将“苏”字
放在前面，杭州人有些不情愿。
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是老祖宗传下的，想改变真不容易。
　　苏州在杭州之前、之上，并非仅仅是古人图个念起来朗朗上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州客观上
也一直是江南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和区域重镇，这一事实无可争议。
　　越过元代，明清时代的苏州跨人了最为灿烂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其商业的繁荣程度和全地区的经
济总量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明万历到清乾隆年间，苏州城区人口超过50万。
到鸦片战争前夕，苏州的城市人口达百万，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再一个例证：明洪武二年（公元l369年），苏州向政府交粮达274万石，占全国总额的11％，超过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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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个省的总和！
你说苏州比哪个省市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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