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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里以外的南通、如皋等地则大不一样，更不要说隔江相邻

的都市上海，还有鱼米之乡常熟、松江等历代富庶之地了。我想，

这应该是启东人大都是拓疆垦地的平民，在不太久远的安居乐

业的传统中，还没来得及养成那些有闲阶层的文化习俗吧。

这也可以从启东的饮食传统中见出一斑来：那些具有所谓

启东特色的菜肴，多少都带点老实巴交的脾气。无论是水里的

海江河鲜，还是地里的蔬果，上桌时并没有多少精致的形式功夫，

也不成什么菜系，当然更没有多少名气了。但鱼是鱼、蟹是蟹、

虾是虾、肉是肉，菜是菜，就吃个新鲜和实在。传统的点心与

小吃呢，也都是乡下人田间地头可以拢着，水下可以捞起，枝

头可以摘下的东西。  

救国”计划的重要部分，他引进西方人才、技术和管理方式，

从筑堤围田，开河建闸，疏沟造屋、盐碱改良、引种植棉，到

开设工厂，筹建医院，创办现代基础教育，引进和探索近代企

业制度和社区治理方式，开展农牧工一体化的系统性建设。仅

成立于 20 世纪初年的“通海垦牧公司”就拥有 12 万余亩新垦

土地，为江口北岸地区的经济和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

上世纪50至80年代，这里一直是全国著名的棉花和粮食高产区。

这片新生的冲积沙地，以丰饶的水土物产，养育了启东的

百万乡亲，也传承了一种吃苦耐劳、探索创新的精神。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如果上溯五代以上，都是远近各地的移民，他们

围海造田，打渔晒盐，辟荒种地，为生存与繁衍，凭双手开创

新生活。他们与来自南北各地的人们相处，融合成一种新的区

域文化和乡风民俗，也造就了启东人的勤劳朴实的性格、包容

开放的心态。所以，对启东人而言，与来自他乡的人们友善相处，

或者离乡背井去开辟新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或者为难

之事。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天地开阔，空气清新，与那些历史

悠久的地方相比，这里的屋舍朴素无华，就像启东人的生活方

式一样。虽说也有许多的民间风俗和习惯流传，但无特别而固

守的地域文化传统，尤其是占启东大部分的沙地区域。

在我十八岁离乡之后才逐渐发现，启东居民几乎没有喝茶

的习俗，从乡镇到县城，也没有什么茶馆酒肆的传统场所，而

市民和游客在黄金海滩风景区内的黄海滩涂上玩沙子、捡文蛤、拾贝壳……

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海边的海上明月郁金香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