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说吴>>

13位ISBN编号：9787806945537

10位ISBN编号：7806945539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

作者：庄若江

页数：214

字数：1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吴>>

内容概要

《说吴》借助吴地众多叙事状物的载体，通过吴地历史地理概念的梳理、吴地从“尚武”走向“崇文
”的风气转型、吴门才子群体禀赋与水的滋养，吴地经济崛起与吴地教育、吴人观念的互动，吴船行
遍天下与吴文化的开放气质，水文化对吴人性格的影响，吴语艺术的独特魅力和生存窘境，吴地文化
雅俗刚柔的多元融汇等方面，揭示出吴地人民实践创造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揭示出吴文
化尚德向善、智慧灵动、进取开放、义利兼顾、刚柔相济的文化内涵对吴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内
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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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若江，历任江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江南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江南影视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班。
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台港文学、文学欣赏、城市文化等课程，后受命创办戏剧影视文学专
业，讲授戏剧影视文学剧本写作课程，几年来组织指导本科学生写作的动漫剧本被动漫公司采用多部
。
曾被被评为无锡市优秀青年教师、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无锡市岗位女明星”，并多
次获校“优秀教育工作者”奖励。
《台湾女作家散文论稿》、《城市文化论》等学术专著及部分学术论文，多次获江苏省和无锡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策划并出任总撰稿的文化专题片《说吴》由中央电视台与无锡市合作拍摄，在央视多个频道播出，获
得2009国际纪录片十大金奖。
兼任无锡市政协委员、江苏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
无锡市美学学会会长，无锡太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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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今天的人们而言，那是一段令人浮想联翩的历史——　　公元前506年，中原的诸侯们得知了一
个惊人的消息：拥有沃野千里、雄兵百万的楚国遭到东南蛮夷小国——吴——的攻击。
　　然而，晋国的史官、以卜卦闻名于诸侯的史墨预言了战事的结果——吴国完胜。
　　在诸侯贵族们看来，这个预言纯属笑谈，因为吴攻楚，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史墨接着发布了他的第二个预言：不久的将来，吴必亡于越。
　　后来的历史，就像是史墨导演的一出大戏。
　　几个月后，吴国军队占领了楚国首都郢。
已葬人墓穴的楚平王被挖出鞭尸，父兄均为平王所杀的伍子胥得以雪恨。
　　然而，吴国的辉煌却并未持续太久。
公元前473年，吴国在霸业的顶峰却被曾经臣服的越国所灭。
　　曾沦为夫差卑贱马奴的勾践，回到越国以后，卧薪尝胆，积极备战，伺机而动，在时机到来之际
再度挥师北上，一举打败了傲气十足的吴国。
　　这一次，越王没有像当年夫差那样，仅仅满足于敌国的臣服、物品的进贡和人格的鄙视，而是将
吴国的宗师礼仪彻底摧毁⋯⋯　　“当年，天要你亡我，你违背了天意。
而今，天要我亡你，我不会违背天意！
”当夫差恳请保全吴国、自己甘为越王奴隶时，越王勾践如是说。
　　延续了七百年的吴国，就这样永远从版图上消失了。
　　越灭吴，使吴地在疆土上与越土融为一体，大规模战争的整合使得原本差异并不很大的吴越文化
互渗互融，变得更加水乳交融。
《越绝书》描绘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经过后世两千多年的融合
，人们也习惯将这一区域统称为“吴越地区”。
　　古代吴国的核心地带是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全境。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并以太湖为核心，是今天中国东部经济文化最
发达的地区。
　　进入21世纪，这里在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步之后，越来越重视对地域文化历史的研究和探寻，
苏浙沪各地纷纷展开了对古代文物和历史遗址的一系列修缮与发掘活动。
　　随着这些工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古吴国文物和遗迹得以重见天日，它们在博物馆的陈列橱窗后
面，像时光走廊另一端的信物，让今生的人们遥望和回想着这片土地的前世。
　　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以北纬30度线为核心有一条神奇的文明带：它从非洲开始，向东依次穿过埃
及的孟菲斯古城，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娅，古代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印度的哈拉帕遗址，中国长
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蜀三星堆遗址，在这片大陆的东端，它横穿了一片丰饶秀美的水域——太湖。
　　太湖流域的原始居民是越人，越人是居住于亚洲东南部的一个古老民族，6000年前，生活在太湖
流域的越人创造了辉煌的良渚文化。
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的发展程度，丝毫不亚于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甚至在很多方面，它比当时
的黄河文明还要发达。
　　对于越的早期历史，中国古代典籍中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但是，从一个人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们便正式进人了历史记载的序列。
　　这位古人就是泰伯。
他的陵墓，位于今天无锡高新区的鸿山镇。
泰伯，是商末周部落首领周太王的长子。
对于这位原本应该继承王位却让王出走的泰伯，历代名人乃至帝王都对他不乏赞美歌颂之词。
　　后人在赞颂泰伯功绩的祭文中这样赞美道：　　巍巍泰伯，功德何隆！
　　三让天下，古今传诵。
　　南奔荆蛮，勾吴斯隆。
　　断发纹身，大义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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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织渔猎，术业事功。
　　开凿伯渎，万水汇通。
　　演乐修礼，尚德启蒙。
　　文脉绵延，俊彦盈充。
　　舒卷华章，融会菁华。
　　泰伯恩泽，浩浩无终。
　　明代，遭遇叔父朱棣夺权而四处躲藏、痛苦不堪的明建文帝朱允炆，据说曾经避祸江南，在称赞
泰伯高风亮节的同时，也为现实中残酷的权力争斗发出悲叹：“深惭今日争天下，遗笑勾吴至德邦。
”　　纵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
像明初那样的武力兴替、手足相残几乎是权力更迭、转移的主要方式，而泰伯却为王权的交接转换提
供了一种备受后人称颂的模式。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
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　　周太王古父亶公中意于孙儿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但又碍于长子继位的部落祖制而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
身后无子的泰伯体察到了父王的烦恼，于是主动让王，为了季历能够顺利继位，他还带走了二弟仲雍
。
兄弟一行千里迢迢一路南奔，来到太湖流域，最终驻足于无锡梅里。
既成全了父亲的心愿，也保住了部落的和平与安宁。
　　比起相对发达的中原，当时吴地尚处蛮荒。
泰伯与仲雍来到江南以后，断发纹身，融入当地，兴修水利，发展农耕，筑城守民，传播周礼，启蒙
教化，受到当地土著的拥戴。
司马迁的《史记》这样记载了他们来到吴地后的活动以及吴国的缘起。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　　泰伯兄弟的这一次南奔，改写了吴地的历史，也燃亮了吴文化初始的光芒。
更大的意义在于，在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在人们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的远古时代，这是一次划时代的
文化迁徙和文化互动，它使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文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融汇。
从另一个角度看，泰伯的这次远行也开启了吴地文化打破封闭、接纳异质文化的先河。
　　据说，泰伯曾带领人们用夯土建造过这样一座城池，可惜因为年代的久远，今天已经难寻痕迹。
《吴越春秋》记载：“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缄周三里二百步、
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日故吴。
人民皆耕田其中。
”由于有了先进农耕文化的注入，城中“数年之内，民人殷富”，越来越多的吴地百姓投奔而来，一
个部落开始渐渐壮大，勾吴古国的雏形就此形成。
　　“泰伯奔吴”大约发生在3100多年前，其年代过于久远，司马迁的《史记》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
的正面描写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主要的历史文献。
但是，《史记》作于公元前一百多年的西汉时期，距泰伯奔吴已时隔千年。
泰伯为后世历代儒家所崇尚和敬仰，主要是因为他的禅让行为。
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为争夺王位，宫廷内部兵刃相见之事，屡见不鲜。
对此，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研判，对《史记》中记载的“泰伯让王”提出了质疑。
　　P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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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吴》是一本大型人文系列专题片《说吴》。
该片在大气宏观地表现整个吴地文化的同时，以确凿的史实依据拂去了历史烟尘的遮蔽，有力揭示出
无锡对整个吴文化的重要贡献和无可取代的文化地位。
《说吴》由《我欲因之梦吴越》、《男儿何不带吴钩》、《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有源头活水来(
上)(下)》、《门泊东吴万里船》、《醉里吴音相媚好》、《天光云影共徘徊》八集构成。
在梳理吴地历史、探究疑团的基础上，以鲜活的镜头语言，从多个角度解读了吴文化，由浅入深、小
中见大地揭示了吴文化对吴地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和文化支撑作用，以及吴文化对整个大中华文化系
统的重要补充和在某些方面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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