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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是越文化的发祥地，绍兴地处越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上古时期，就是于越民族建立的越国的
政治文化中心，影响深远。
历史文化积淀极其深厚。
当代的绍兴不但经济发达，而且文化昌盛，还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文化高地的本科院校，必然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仰承地域文化、推动当代经济文化
发展的历史使命。
学校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发展兴校，质量立校，特色强校，合力建校”的办学方针。
为打造核心竞争力，发挥我校在地方文史研究方面拥有良好的学科基础和地域优势，学校有意识地把
越文化作为人文学科特色来培育，着力于以越文化为中心的学科群建设，使之在浙江“文化大省”和
绍兴“文化强市”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了实质性地推进越文化研究院的建设，前后两任校长亲自挂帅，兼任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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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利华，女，196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生课程，2001年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高级访问学者，2004年入选绍兴文理学院首批学科带头人。
历任越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绍兴文理学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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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编  越地文学发展的地域文化背景研究　第一章　地域文化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一、地域文化
研究的对象和范畴问题    二、越文化的主体特征和历史流变    三、地域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异量之美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永久话题    一、地域文化研究的起点    二、生存环境和文化行为    三、
地域文化异质的魅力　第三章　越文化孕育的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特色    一、古越水利遗存是越文化形
成的土壤    二、发达的渔业捕捞文化是越地水文化的表征    三、先进的造船业和越人冒险开拓的特性   
四、水利和海洋文化孕育中的越文化　第四章　越地水环境与越地民风的嬗变    一、古越历史地理环
境    二、历史时期越地自然环境的变迁    三、越地水环境对人文环境的重塑　第五章  越文化发展的三
次机遇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一、永嘉之乱和越中士族文化的形成    二、安史之乱和越中文人群体的兴
起    三、靖康之难和越文化发展的重要机遇　  四、越文化三次发展机遇对文学的意义第二编  唐宋时
期越地文学流派和文学名家研究　第一章　唐宋时期越地文学的辉煌成就    一、越地的山水文学    二
、越地的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    三、越地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特色　第二章　开启“盛唐气象”的“四
明狂客”贺知章　    一、以“昊中四士”为中心的昊越诗人群体崛起    二、“四明狂客”之书卷风流   
三、贺知章　与“盛唐气象”　第三章　严维、鲍防和大历浙东唱和    一、浙东唱和的地域文化背景  
 二、浙东唱和的诗人与创作将点    三、浙东唱和的影响　第四章　宋代山阴陆氏家族的文学情缘    一
、诗书簪缨之家    二、“陆子家风”与陆氏家学    三、山阴陆氏的文学建树　第五章　陆游作品中的
越文化印痕　第六章　论王沂孙的咏物词第三编  唐宋文人笔下的越地文化景观研究　第一章　六朝
山水余韵与浙东唐诗之路　第二章　宋代大禹文化的文学演绎及其地域特征　第三章　文学视野中的
越女形象　第四章　陆游《钗头凤》词和沈园本事诗研究　第五章　秦观、辛弃疾、吴文英三家越中
词研究　第六章　《乐府补题》与宋季越中结社联咏之风附录一：道教与诗教夹缝中的奇葩附录二：
义山无题诗和放翁沈园诗绎说附录三：论无意识对古代梦诗创作的意义附录四：陆游诗歌研究中的几
个问题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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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域文化研究及其发展趋势文化的发展，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即文化的阶段性表现，又
存在着客观的地域性差异。
因此，研究地域文化，不但要把握客观的区域性的空间特征，更要从历史的流程中对不同时期的文化
形态和文化观念作深入的挖掘。
我们将以越文化为中心，从三方面对文化的地域特征及其流变加以探讨。
一、地域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畴问题今人所谓的地域文化研究，着重于探讨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
期的历史表现，其实是文化学与地理学相交叉衍生出来的一门新型的边缘性学科。
它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于各地文化的异质，从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
民俗学、文学等角度强调区域个性化的差异，从而渲染、丰富民族文化背景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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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选择这个课题，缘于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一次转型。
2004年3月，因工作需要，我服从学校调配，从当时的中文系，来到新成立不久的越文化研究院工作。
学校成立越文化研究院的初衷很明确，就是要依托绍兴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围绕人文学科建设的目
标，整合校内外乃至省内外的学术力量，打造越文化研究的平台。
浙江是越文化的发祥地，绍兴地处越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上古时期，就是于越民族建立的越国的政治
文化中心，影响深远。
历史文化积淀极其深厚。
当代的绍兴不但经济发达，而且文化昌盛，还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文化高地的本科院校，必然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仰承地域文化、推动当代经济文化
发展的历史使命。
学校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发展兴校，质量立校，特色强校，合力建校”的办学方针。
为打造核心竞争力，发挥我校在地方文史研究方面拥有良好的学科基础和地域优势，学校有意识地把
越文化作为人文学科特色来培育，着力于以越文化为中心的学科群建设，使之在浙江“文化大省”和
绍兴“文化强市”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了实质性地推进越文化研究院的建设，前后两任校长亲自挂帅，兼任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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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越文化与唐宋文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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