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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本无师生之谊，可是因为某种因缘，却渐渐搭起了这样一座类似(当然不完全
是)的平台和桥梁。
自己也觉得是人世间诡谲莫测的事情。
现在该校出身的凤媛的博士论文将要成书了，这是很自然、很可喜的。
我一听此题就觉亲切，因为我的原籍本在浙东。
出生又在苏南，从小夏日里乘凉就听惯听熟大人们讲什么唐伯虎、徐文长的故事，耳濡目染，时时领
略着这块土地散发的情色智慧的柔美氛围，后来离开了，禁不住静夜想念。
似乎比凤媛的皖籍更接近“江南”。
如要谈及典型文学与典型文化的联结，我也算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个，对谁是最典型的江南作家很感
兴味，对现代江南中的浙籍S会馆作家与“五四”的关系、与左翼的关系，苏南籍作家和南社、鸳鸯
蝴蝶派的关系，江浙作家和海派甚至京派的关系，江南文化资源下上海作家的人格、心理、风度等等
也都有浓厚的兴味。
在阅读凤媛论文的过程中，因为这种原因，我经常不自主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也是我所以答应写这篇序言的理由吧。
江南文化的研究，自来较热，于今为烈。
我知道的国内新成立的江南文化研究机构，就有好多个。
地域性的文化会造成文学的特殊人才，使得文学增添个性，这也属常识。
现代文学除了京沪两地，江浙、四川、湖南、东北，都可称是文学“大户”、“大省”，历来受到不
少学者的注目。
凤媛的研究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破土而出，这并不容易。
但我觉得她往前走了一小步(一小步就是一小步。
不必往一小步等于一大步那句惊世名言或是现今快要沦为广告用语上面，去发生联想)。
主要便是在“江南诗性文化”这片园林中，能够不慌不忙地做些深耕细作，加以扩充，理清流变，提
炼新质。
我所说的一小步，不必夸大，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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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显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
它既是一个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它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
是精神意识层面上的一种文化符号，其丰厚的内蕴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诸多人文领域，
包含了多重的语义空间。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能不忆江南”的喟叹和感慨一直伴随了古
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之旅，而当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鲁迅、
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穆时英、苏
青、艾青，及至当代的汪曾祺、苏童、叶兆言、曹文轩、余秋雨⋯⋯这些现当代江南作家的齐集和接
续出现，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态发生的重要影响，则更加凸现出“江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密切
关联。
本论文进入的正是“江南”这样一个现实的空间范围和丰富的“语义场”，试图研究的也是由这样一
个地区所生成的地域文化一一江南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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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凤媛，1979年生，安徽宁国人。
于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
2007年始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曾编著《夜深人不静一一走进弗洛伊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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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江南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正式进入论述之前，必须要明确的一个事实就是，“江南”
，无论是作为一个确实的自然地理概念，还是一种文化想象和文学叙述的资源，它和中国现代文学的
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且不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过多少以江南地区为背景、以江南人事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单单就是中国
现代文坛上大批江南籍的著名作家就相当可观。
据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撰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的统计，在中国的所有省份中，作家数量居前两位
的分别就是浙江77人，江苏66人。
而据收录作家最多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一书的统计，作家最多的省份是江苏347人，浙
江307人。
虽然二者在统计的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以江苏、浙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的作家，显然是现代文
坛的主流。
这种同一地域的作家如此大规模地出现，并且呈现出较为趋近的气质和风格，让我们不得不瞩目子这
些作家背后相通的地域文化的背景，即这些作家们共同成长的江南故地，它所涵孕的江南文化对于这
些作家们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地域文化体系，现代江南作家丰富
多样的创作也正构成了江南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全新内涵和表现形态，这种新的内涵和形态对于
江南文化的发展和走向又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本章将以江南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互动”关系人手，从宏观角度揭示出江南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的丰富而复杂的关联。
第一节 “江南”、“江南文化”之辨首先，我们来看“江南”在历代发展中的自然地理范围的变迁。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尚不是一个专有的地理名词，所指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
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从东开始，“江南”已经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接近于后来狭义的江南地区。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孙权割据东南建立吴国，同时永嘉晋室南迁，南朝偏安江左，“江南”概念在代
表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同时，开始更多指向了南方诸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
唐代“江南”的概念开始有了较为确定的内涵，指称逐渐稳定。
贞观元年，朝廷将全国州郡分为十道，包括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
南、岭南。
其中的江南道，包括了长江中下游之南、湖南西部以东、南岭以北、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
开元二十一年，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
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苏南、上海、浙江、福建以及皖南和赣东北的部分地区。
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
涉及的范围和区域与唐代的江南东道相近。
入元之后，“江南”不再作为行政地区的正式名称，但“江南”一词越来越多地用来指称原来的“吴
”地区。
清顺治二年(1645)，将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
此后虽然经历了多番区域范围的合并和分离，但以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江南”的地理概念
还是得到普遍认同的。
可以看到，“江南”的地理区限在各朝各代都有大小不同的范围，但总体上从先秦到近现代是呈现出
由西向东范围逐渐缩小和内涵逐渐约定俗成的趋势，伴随着这种固定和统一的是江南地区经济开发和
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的历史步伐。
所以对“江南”进行地理划分的依据也不外乎是比较接近的地理环境、大致相当的经济基础和较为统
一的文化风向。
目前学界对于“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的划分，仍旧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多集中在社会学、经济学
、历史学等领域。
据李伯重的归纳，在目前各种有关江南的历史学、经济学的研究著作中，“江南”大则囊括苏皖南部
、浙江全省并延及江西的部分地区，小则仅指太湖东部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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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二者之间的，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
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等，不一而足。
虽然这些划分因为各自不同的标准而有所区別，但可以看到对于“江南”地区的大致范围的认定，仍
旧是没有超过以江、浙两省为主体的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并延伸到上海这一大片领域的。
而本书论述的“江南”地区，更多指向的是一种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上的范畴，是在经济学、历史学
这些实证性学科研究的基础匕进行的一种文化领域的划定。
这较之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依据的标准则相对宽泛，看重的主要是这些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所呈现出来的较为趋同的文化空气和氛围。
而这也正是我们提出“江南文化”这一概念的前提。
周振鹤在《释江南》一文中曾提出：“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
大而变易，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一一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
化发达取得的范围。
”我们所说的“江南文化”，正是在辨析和界定了“江南”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范围和经济范围之后
，再衍生出来的一种地域文化的概念。
所以，“江南文化”指的就是以江苏、浙江为主体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
积淀和传承下来的一种地域文化。
这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不仅依赖于这一片广大地区在山川、物产、气候、风俗、语言等自然地理条件
上的相近、在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上的相当，更重要的是，在长时期的历史沿革中，它们所表现出来
的较为趋同的文化气象和氛围。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同时具有
了时代性和群体性的意义。
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体现了上述特点。
首先，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江南文化的最初形态应该上溯到更早的吴越文化。
这不仅因为江南地区与传统的吴越之地在地理范畴上大致相当。
而且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吴越文化正是江南文化的源头，江南文化则是吴越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吴越文化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吴国和越国的文化，吴、越两国的地理位置大致就在今天的江苏、浙
江一带，由于两国互为邻国，语言相近、习俗相通，吴越之民也常常错杂相居、不分彼此，形成了较
为统一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貌，所以有“吴越文化”之称。
远古时期的吴越之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复杂，既有丘陵地带，又涉濒海之区。
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必然要求吴越先民们要发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基本的生存开辟
出一片新的天地，这也就孕育和奠定了吴越先民的那种坚韧、尚武、“断发女身、好勇轻死”的性格
特征。
虽然这一时期的吴越之地还处在文化尚未完全开化的阶段，但这种由客观自然环境所培育出的先民性
格，却积淀成为江南文化最初的精神底色。
西晋时期的‘‘永嘉南渡’’是吴越文化发展面临的第一次历史机遇。
当时北方大批皇族贵戚、氏族大姓为躲避战乱纷纷携家南逃，为南方带来了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的中
原文化。
公元317年东晋政权在建康(即现在的南京)成立，此后直到公元589年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的灭亡，在
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北方氏族一直偏安建康一隅执掌政权，江南地区由此获得了自身第一次较为充分
的发展。
《晋书》中就有大量这一时期关于江南社会状况的记载，譬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等，从这些俗俚谚语中就可以窥见当时江南社会的发达一时
。
也正是这一时期，在和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以吴越文化为底的江南文化开始
呈现出一定的特色。
北方望族迁入江南，带来丁东汉魏晋的老庄玄风，造成江南一时玄风炽烈，不减魏晋。
这种北方相对成熟的礼义文化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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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这些南来文人自身又大多携带着无可言明的政治创痛，种种因素都使得江南社会的整个风气从最
初的尚武好勇开始逐渐转向崇文和放诞：一方面是。
风景不殊”、“山河之异”的感时伤世，另一方面则是抛开了政治喧嚣的负累，在江南的青山绿水中
纵情享乐的审美精神的发达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
这两方面都奠定了此后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脉络。
无怪乎有论者曾提出，从精神特征来说，六朝时期的江南文化可以算作是整个江南文化漫长发展历程
的“新源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很多精神特质开始萌芽，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
延续和发展。
江南文化的第二次发展是在“安史之乱”之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历经战乱浩劫破败不堪，北方居民大
量南迁，南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也曰趋增长，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北方依赖南方的局面。
唐宪宗在元和十四年(819)七月所下的敕书中公然宣布：“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
，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这种南方优势在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
五代时期的南唐，偏安江左，“物色北来衣冠”，致使北方十人“闻风至者无席曰”，使得南唐文风
日盛，被誉为有“元和之风”，后人有载云：“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
盛，遂甲于天下。
”可以说，南唐文风的兴盛也成为江南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以及冯延巳
为代表的感伤、婉约、精致的词风，在承接了同命相怜的六朝文人对于国运家势衰颓的感喟后，也开
启了此后江南文人的一种重要的感伤抒情传统。
第三次逼使汉文化中心南迁是金人人侵的“靖康之乱”。
北宋后期政治衰颓，面对外族入侵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很快即被金人所灭，此后，金朝统治中国北方
一百余年，而北宋王朝余部则以淮河——秦岭为界，偏安临安(今杭州)一隅，延续宋祚，史称南宋。
南宋王朝虽然背负国破家亡的沉痛偏安江南，但却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北宋繁盛一时的经济、技术和文
化艺术成果，北方的蚕丝、瓷器等发展得较为成熟的技术传人江南，促成了南宋之后江南地区桑蚕业
和陶瓷业的兴盛；大批南来的北方文人士子在经历了“胡尘卷地，南走炎荒”(朱敦儒《雨中花》)的
精神阵痛后，一转前朝的或华丽、或平和、或疏狂的气质，趋向于整体上较为沉痛、低回、感伤和隐
逸的风格，以李清照、朱敦儒等为代表。
应该说，“靖康之乱”之后，江南地区无论从人口数量、经济实力，还是文化发展上，都已经开始超
过了此前一直占据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主体的北方力量，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在此完成。
根据陈正祥《中国)：：化地理》一书的统计，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江南户口不过占全国的十五
分之一；到北宋末年已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江南地区在经过了以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方文化的冲撞和洗礼后，不仅在经济上有了足以和北方相抗衡
的实力，在文化上也开始由之前被动输入北方文化，转向自身富有独特气质的江南文化的建构。
这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的发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的江南，从经济环境上来说，已经在前朝江南地区丰厚的经济积累下出现了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萌芽，以棉植业、蚕桑业、丝织业、渔业为代表的城镇经济异常繁荣，出现了以南京、苏
州、扬州、杭州等为代表的闻名天下的江南城市。
明代江南文人王世贞就曾不无骄矜地评说道：“今天下之称繁雄郡者，毋若吾郡；而其称繁雄邑者，
亦莫若吴邑。
吴邑东南大郡会也，亡论财赋之所出，与百工淫巧之所凑集，驵侩诗张之所倚窟。
”正是在如此繁盛的城市经济的依托下，江南地区的市镇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和扩大，随之而起的就是
初具规模的江南市民社会的崛起和人情世风的转变。
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了市民社会开始崇尚弃儒经商、弃农就贾，在物质生活有了相当程度的保证之
下，市民阶层的个人主体意识逐渐萌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明代江南地区正是依托于经济实力上的突飞猛进，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展现出丰富的成果：表现为图书
的刻印和收藏在江南地区极度繁盛，书院和科举业也随之发展，在人文领域则是主张以“正心”挽回
衰世为目标的王阳心学的诞生及其后学泰州学派对于“人欲”和“百姓日用之学”的肯定，和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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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二拍”为代表的、反映和迎合市民阶层欣赏趣味的白话通俗小说的兴起。
此外，在散文、戏曲领域，明代江南文人也多有佳构，出现了以王思任、张岱为代表的明丽清净、灵
巧谐谑的散文创作和以汤显祖、沈璟为代表的戏剧与传奇。
总体而言，明代的江南文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萌芽，开始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新质和
气象，比如商业精神和市民意识对于江南文化的渗透，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催生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勃
发，也使得江南文化此前就具有的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特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推进。
时值清代，江南地区又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初兴政权，对全国实行了一系列的统治政策，对于历来的人文渊薮之
地江南更是严加防范和治理，一方面大兴文丰狱，对于有反清思想的江南文人诛身灭族，株连朋类；
另一方面以“稽古右文”为名，网罗大批的江南文人编撰各种庞大的辞书、类书，比如《康熙字典》
、《四库全书》等，试图借此进一步禁锢江南文人的思想；此外，清朝统治者还采用压缩学额等办法
，通过控制江南士子科举考试的名额，来限制江南籍人才进入政界和主流社会。
这些措施的实行，在给江南文化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江南文化提供
了一些新的发展路径。
比如，对于招募大批江南学者专职从事辞书编撰工作，就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江南学者职业化的倾向。
这种以学术作为谋生手段的前提是清朝统治者能够保证这些学者在较为优厚的物质环境中安心从事学
术研究，这一举动背后所隐含的清廷怎样的政治用心姑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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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博士论文写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北京的初夏时分了。
宿舍外的操场依旧如同往日般喧嚷，而坐在书桌前的我，笔底却更多了几分滞涩。
长达半年之久的写作，如同一场无休无止的马拉松赛跑，对手不是别人，却是永远也抓不住的时间。
置身其间的我，只觉得终日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等到可以稍缓之际，论文写作的长久的思维惯性却让我忘记了该如何轻灵。
长达二十余万字的论文写作，无疑是一次对自己几年来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学术积累的一次重要检验。
艰苦的写作过程，在让我有所心得、有所收获的同时，更多的是让我感到了自己在学养上的诸多不足
和漏阙。
面对成稿，为论文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的那些痛苦情境虽尤在目前，但似乎我已来不及感叹，内心隐
隐的焦虑仍在，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无论如何，这个“完成”，对我而言仍旧是有仪式意味的。
写论文的最后半年，正好是找工作的关键时期。
那些日夜，一边是论文交稿期的如箭在弦、日日逼近，一边是未来的工作尚还虚无缥缈、未见分明。
巨大的压力让我一度认为那段时间是自己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段落，以小时计的日程安排，龟缩、枯竭
的生活状态，所有的兴致和欢愉都被压抑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这对从未经历过此种境地的我而言，无论是毅力，还是信念，都是一种艰巨的考验。
当所有的一切都尘埃落定，我惊异于自己仍旧还很顽强地挺立着，生命的韧l生和潜力在经过这次的“
锻压”后被再次拉伸和扩展。
所以，无论这次“完成”的含金量高低，对我而言，都是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句点，一个精神标杆
。
它的存在能够提醒一向脆弱的我，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过去，重要的是自己的坚持、努力和信心。
这里，我要首先郑重地向我的博士生导师刘勇先生致以我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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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将现代文学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化、城镇文化、都市文化的胶合状
态中进行了一番考察。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
当历史的脚步踏入二十世纪，江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又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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