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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石志鸟女士的《中国杨柳审美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在即，问序于我。
该书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杨柳题材与意象研究》增订而成，我忝为导师，对此特别关心
，有此结果也倍感高兴，因而乐为吹嘘几句。
　　石志鸟女士从事这一课题是由我分派的。
近十年来，我转致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花卉意象，计划把历史地位比较重要、文化意义比较深
厚的名草名木逐一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就我们民族植物审美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民族特色作
些理论总结。
目前已经着手进行的有梅、荷、杏、桃、菊、竹、梨、梧桐、水仙、海棠、蓬蒿、槐、频等，其中梅
由我操作，荷以下主要分派在读研究生作为学位论文。
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打破时代、文体乃至于学科的界限，对植物意象进行文学乃至于文化的主题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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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柳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先秦时期，杨柳就被广泛开发利用。
杨柳是古人最常用的薪柴之一，《齐民要术》就详细计载了种柳卖柴所带来的不菲的经济利益。
除了用作薪柴外，古人还用杨柳编制篮、筐、箱、箧等日常生活用具。
另外，杨柳还用来编作篱笆，制作箭杆、车毂、舟船等。
杨柳也是重要的花卉品种。
杨柳作为早春芳树，以其宜人的色彩、婀娜的身姿在美化家园、建设园林、绿化环境中起了重要的作
用。
早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意识到杨柳的观赏价值，杨柳被普遍种植于皇宫、王公贵族的府邸、
士大夫的庄园、百姓庭院和客舍旅馆中。
杨柳也是重要的行道树，常被栽种在街道两旁以荫庇行人，美化环境。
杨柳还是重要的护堤树，常被栽种于堤岸以防洪护堤，隋堤柳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杨柳也经常被栽种于边塞以阻挡外敌，守护边疆，清代柳条边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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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志鸟，1997年出生，河南宜阳人。
文学博士。
现就职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曾在中文核心期刊和省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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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第一章 咏柳文学的繁盛及其原因　　第四节 繁盛原因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咏
柳作品的繁盛、杨柳题材与意象的丰富，是由杨柳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分布、广泛的实用价值和漫长
的生长期共同决定的。
　　一、普遍分布　　杨柳的分布包括自然分布和栽培分布。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跨度大，南北气候、自然环境有较大差别，很多植物都有明显的分布界限，比如
竹子、梅花、桂花等只能在温暖潮湿的南方生长，槐树、梧桐、白杨则只能在相对干旱的北方生长。
与其他树木相比，杨柳则南北皆宜，分布广泛。
首先，杨柳适应性很强，不择地而生，这跟杨柳的种类和习性有关。
杨柳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旱柳、杞柳和垂柳等。
旱柳耐寒性很强，喜水湿，亦耐干旱，对土壤要求不严，在干瘠沙地、低湿河滩和弱盐碱地上均能生
长，在我国北方分布尤为广泛，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常见的乡土树种之一。
杞柳则喜光照，宜在沙壤土、河滩地及近水的沟渠边坡等肥沃的地方种植，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及河
北燕山地区。
垂柳，枝条细长下垂，喜水湿，比较耐寒，主要分布在江南水乡，北方也有分布。
文学上的杨柳主要指的是垂柳。
所以，无论山地或平原，无论干旱或潮湿、温暖或寒冷的地区，杨柳都可以生长。
其次，杨柳不仅适应能力强，而且生长也很迅速。
正如自居易《种柳三咏》所言：“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不及栽杨柳，明年便有阴。
”①不管是松柏，还是生长较快的梧桐，都不如杨柳长势快。
再次，杨柳的繁殖能力也很强。
一方面可用种子繁殖，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树借助风力和流水将柳絮传播开来，随着柳絮的传播，
杨柳也随之繁殖；另一方面，也可扦插繁殖，正如《战国策》所言：“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
，折而树之又生。
”随意折断的柳枝，在温暖潮湿的溪边桥头都可以自然生长，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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