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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学者RichI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
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
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而。
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
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皮文学想象所描述的
方式。
”（第289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
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
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
权利。
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
甚至做梦、写诗。
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
而是城与人的关系。
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
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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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
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
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
权利。
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
甚至做梦、写诗。
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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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泉，2003年毕业子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07-2008年度哈佛一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关注19世纪的文人交游与文学风气的变迁、清中叶以后的传统诗文
流派、现代文学中的旧文人与旧体诗文。
以及与之相关的报刊等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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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序夏晓虹第一章 宣南人文环境的形成　一、“宣南”的由来
和定义　二、士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功能　三、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四、人文资源的负载和积
淀第二章 文人交游的传统与空间　一、“诗可以群”的儒家诗教传统　二、“诗为友朋而为者居多”
：唱和的作用和酬唱诗的价值  三、诗社和雅集  四、大风气与小圈子  五、19世纪的京师文人交游  六
、研究视角的形成以及问题的选择第三章 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的宗宋诗风　一、“
苏斋”的来历与“为东坡寿”的发起　二、“苏斋弟子”的赓续和发扬　三、“为东坡寿”与清中叶
以后的宗宋诗风第四章 “宣南诗社”再研究——嘉道之际的士风与汉族“行省官僚”集团　一、关于
“宣南诗社”的争论　二、“宣南诗社”的由来及其活动情况　三、有关“宣南诗社”的几点辨析　
四、“宣南诗社”与嘉道之际的汉族“行省官僚”集团　五、“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第五章 梅
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一、梅曾亮入都之初京师的文人集团　二、梅曾亮周围
古文圈子的形成　三、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四、梅曾亮出都以后　五、“城南风景”与“日下胜游
”第六章 “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　一、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顾炎武　二、“顾祠修
禊”的缘起　三、倡建顾祠者的学术活动和师友交游　⋯⋯附录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附表 附图参
考文献与北京结缘（代后记）　四、中后期的“顾祠修禊”　五、“道咸以降之学新”的两个重要标
志第七章 “小秀野草堂”与陈衍的“学人之诗”说  一、“小秀野草堂”的由来  二、“元诗大有因缘
在”　  三、“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  四、陈衍对道咸年间“宋诗派”的追溯  五、“学人之诗”
说的形成第八章 总论：“出入于文史，见之于行事”——兼及对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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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宣南人文环境的形成　　“宣南”的由来和定义　　士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功能　　
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人文资源的负载和积淀　　一、“宣南”的由来和定义　　从字面上的意
思来说，所谓“宣南”是指明清时期北京城宣武门以南的地区。
明朝开国后，将元代大都城改名北平，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缩减北部，拓展南部，建起明北
京城的新北墙和新南墙。
明中叶以后，又计划在内城四周修建外城垣，但因财力不足，只修建了环抱南郊的外城墙。
外城的修筑，使此后的明清两代北京城在平面上呈现出特有的凸字型轮廓（参见附图一）。
自明中叶北京外城建成以后，就已经有了地理意义上的“宣武门以南”，且有了名为“宣南坊”的行
政区划。
但是“宣南”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意蕴的名称，却是在清代逐渐形成的。
　　1644年，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基本上沿用明朝的北京城，在城市建筑的规划上没有大的变动。
但在京师居住政策上，清政府施行满汉分治。
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政府下移城令，除“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和“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
”，“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
汉人可以出入内城，但不得夜宿。
而旗人则分配内城原明代遗留宅院居住，并可领取俸禄，不事生产。
这一政策，使得清代京师行政区划分为“满城”（内城，或日北城）和“汉城”（外城，或曰南城）
。
这就使得不同的城区，在地理方位的意义之外，又增添了种族之别的含义。
这种区别是清代所特有的，其影响也很深广。
满汉分城而居，带来了城市结构的重大变化。
原来位于内城的一些重要商品集散地如庙市、灯市、书市等在移城令下不得不纷纷外迁，经过许多年
的自然演化，重新形成了清代北京城特有的城市格局。
在如此巨大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有种种原因导致宣武门以外成为当时大多数汉族士宦择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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