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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以浙江、江苏为主，兼顾上海的方式对此进行解读。
也就是说，将“江南文化”具体为浙、江、沪三地的文化，这也是通常所谓的狭义的“江南文化”的
概念。
具体论述分上、下两编展开：　　上编部分，主要从“思潮与事件”两个维度展开论述，涉及“断裂
”事件、“新概念作文”事件、《沙家浜》事件、余秋雨及其文化散文的论争、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
论争、江南的寻根文学、江南的先锋文学等。
　　下编部分，着重从“创作与批评”两个维度进行观照，具体包括作家创作、文学批评、批评家的
实践以及文学刊物等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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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 江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二 江南文化视域中的当代文学思潮及其主要特点上编 
思潮与事件第一章 “断裂”事件第一节 由问卷调查引发的事件第二节 “断裂”事件与南京文化的特
殊关系第三节 边缘政治与南北文学圈第二章 “新概念作文”事件第一节 “新概念作文”与上海《萌
芽》杂志第二节 “新概念作文”与江南教育传统及中学语文教学第三节 从“新概念作文”到“80后”
创作第三章 《沙家浜》事件第一节 事件起因及各方的反映第二节 从江南文化的角度看《沙家浜》第
三节 红色经典改写及其相关的原则问题第四章 余秋雨及其文化散文的论争第一节 文化批判与商品炒
作的不同评价第二节 狂放姿态与个体人格的矛盾第三节 叙事模式的成就与局限第五章 金庸及其武侠
小说的论争第一节 “金学”与江南传统第二节 排位之争与名人从教问题第三节 王朔挑战与南北文化
的隔阂第六章 江南的寻根文学第一节 边缘状态下的“寻根第二节 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边界徘徊第三
节 江南文化之“根”与作家的丰富表达第四节 在无奈坚守中眷恋与回味第五节 沉浸在地域文化氛围
里的语言叙述第七章 江南的先锋文学第一节 江南文化与先锋文学的内在联系第二节 精神层面的突破
第三节 形式层面的突破第四节 与影视网络新传媒的关系第五节 先锋文学发展与目前面临的困境下编 
创作与批评第八章 余华的创作第一节 童年经历的影响第二节 强烈的先锋意识第三节 向写实的传统靠
拢第四节 内蕴的江南文化元素第五节 生命之源与超越性的文化姿态第九章 苏童的创作第一节 文化品
格与先锋精神第二节 从“香椿树街”到“枫杨树村”的背叛和还乡第三节 “红粉情结”与女性原欲
的揭示第十章 毕飞宇和艾伟的创作第一节 儿童视角与人性探求第二节 权力书写与灵魂救赎第三节 城
乡世相与文本内部复调的不同呈现附一论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附二论张抗抗小
说中的江南意象第十一章 文学批评第一节 学院批评的理论建树第二节 “重写文学史”及其引发的讨
论第三节 “人文精神”大讨论第十二章 批评家的实践第一节 洪治纲：永远的质疑第二节 汪政和晓华
：“品味”的批评第三节 两种批评之间的相通与互补第十三章 文学刊物第一节 《上海文学》：思想
的先锋性第二节 《江南》：文化品位的追求第三节 《钟山》：引领文学新潮第四节 坚守与进取之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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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唐以降，江南的名称虽历经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区域范围逐渐缩小至江、浙一带，并且褪去了它
的行政色彩而作为自然、经济、文化的含义而存在。
这里所谓的江南，也就是清朝以来人们习惯所称的“八府一州”：苏、松、常、镇、宁、杭、嘉、湖
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
《辞海》“江南”条释：“地区名。
泛指长江以南，但各时代的含义有所不同：春秋、战国、秦汉时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
；近代专指今苏南和浙江一带。
”后者就是狭义“江南”的概念。
这么划分的标准是：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活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在经
济方面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临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①。
到了近代，情况又有了些变化。
本来在明代中期，长江下游经济中心城市是苏州。
而19世纪末，随着海洋文化的兴起以及对外大门的打开，港口城市上海取代了运河城市的地位，并由
此及彼地对周边和地理位置相对靠近的宁、绍产生了重要的辐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我认为在讲“江南”概念时，是可以而且有必要将受上海经济辐射的宁
、绍甚至上海纳入视野。
事实上，现在不少研究就是将其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
当然，上海不同于宁、绍，它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归划，它自然是在江南地域范围之内；但由于移民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改造和
融合，又呈现出复杂状态。
这一点，我们在近代乃至当代上海人所表现出来的“精明求实的商人观念，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独
立自主的国民人格和热情自觉的参与意识”②中，依然可触摸到江南人文化生态中求新而又适度、聪
明而又平和等的种种文化人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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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浙江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项目，
从2003年立项到现在正式完成并交付出版社出版，先后长达六年。
之所以如此，固然与诸多杂事的缠身不无有关，但同时恐怕也有选题方面的客观因素。
因为“江南文化”的题目实在有点大，它与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似乎显得有点“隔”；其概念内涵、
边界也不那么清晰，处理不当，很容易流于空洞或空疏。
再说，可用作借鉴的、直接有用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
本书采用以浙江、江苏为主，兼顾上海的方式对此进行解读。
也就是说，将“江南文化”具体为浙、江、沪三地的文化，这也是通常所谓的狭义的“江南文化”的
概念。
具体论述分上、下两编展开：上编部分，主要从“思潮与事件”两个维度展开论述，涉及“断裂”事
件、“新概念作文”事件、《沙家浜》事件、余秋雨及其文化散文的论争、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论争
、江南的寻根文学、江南的先锋文学等。
上述这些事件与思潮当然很复杂，但它们都与江南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是江南文化在特定时空环境
下的特殊表现和必然产物。
尤其是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大文学主潮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它的生成和发展更是与江南文化
息息相关。
可以说没有江南文化的直接融人和催化，就没有它的挟裹文坛的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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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文化与跨世纪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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