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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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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自上世纪９０年代起被学术界密切关注，近年来更是成为学术热

点。研究者对江南文学与文化的诸多层面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探讨，成果丰硕，不仅涌现出

为数众多的学 术 专 著 及 论 文①，更 是 在 江 浙 沪 等 地 建 立 了 多 所 研 究 机 构 和 高 校 研 究 专 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５～２６日“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召开、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２５日“首届江南文化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当

前的“江南学”研究日益呈现出深刻性、专门化及学科交叉性等特征。经过十年来的积淀和发

展，江南学研究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侧面、多维度的深入观照，在历

史、文化、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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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地域界定

作为江南 文 学 与 文 化 研 究 的 前 提 和 重 要 组 成

部分，对“江 南”地 域 的 讨 论 得 到 了 多 维 度 的 展 开。

就研究本 体 而 言，“江 南”的 所 指 具 有 地 理 范 畴、行

政区划界定 和 文 化 意 义 等 多 重 内 涵，具 有 历 时 性、

内涵丰富性、空间形态不稳定性等鲜明特征。

江南学研究者对“江南”地域的界定，多建立在

借重江南 自 然 地 理 相 关 理 论 的 基 础 之 上。冯 贤 亮

《明清江南地 区 的 环 境 变 动 与 社 会 控 制》（２０００年）

将“江南”界 定 为 长 江 中 下 游 南 岸 的 太 湖 及 其 周 边

地区，此观点得到了张勇、朴丽娇、孙旭等学者的广

泛响应。在界定“江南”地域的研究中，亦有学者注

重从政治历 史 的 角 度 着 手，如 严 耀 中 在《江 南 佛 教

史》（２００２年）中指出江南地理概念随着时间的流动

有所差别，历史上的江南有大体上指长江中下游或

长江下游 的 两 种 说 法。这 种 对“江 南”地 域 作 以 政

治历史分析，并 进 行 广 义 与 狭 义 区 分 的 研 究 方 法，

在江南文 学 与 文 化 研 究 中 有 着 明 显 的 体 现。如 景

遐东《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１］一

文中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阐明广义的“江南”意

义；程念祺在《明 朝 江 南 士 夫 的 俗 趣》［２］中 指 出“江

南”即历史中的“东南”或“江左”地域；邹逸麟《谈历

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３］文指出“江南”

大致是唐宋 以 来 的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邱 江 宁 的《清

初江南文坛风尚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４］一文明

确了“江南”地域概念的历时性，着重以清初江南省

辖区为对象进行了论述。

随着江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江南”地

域的界定也愈加细致与严谨。胡晓明先生以“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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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概念展开研究，指出太湖流域经济繁荣、文

化昌盛，是 清 代 江 南 省 的 核 心 区。刘 士 林 将“八 府

一州”看做 是 江 南 地 域 的 核 心 区，以 明 清 时 的 江 南

地区作为成熟形态，并将其他同样具有浓郁江南特

色的城市 视 为 其“外 延”部 分 或“漂 移”现 象；张 兴

龙、徐锦才等学者相关著述亦体现出此种观点。

二、江南文学研究

当前江南文学研究视点多样且深入，从诸多层

面和角度对 江 南 视 域 中 的 各 种 文 学 现 象 进 行 解 读

与考察，江南文学本体、江南文学创作、江南文学发

展及江南女性文学等方面研究均有所成就，并呈现

出与女性文 化、地 域 文 化、城 市 文 化 等 新 型 要 素 结

合的鲜活研究形态。

１．江南文学本体研究，主要包括文学现象研究

和作家创作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的专著中，赵柏田《岩中花树：１６
至１８世纪的江南文人》（２００７年）一书选取明代中

叶、晚明、清初至清中叶３个时期的江南文人进行个

案分析；徐永明著作《元末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

（２００５年）对 元 至 明 初 金 华 地 区 的 婺 剧 创 作 进 行 了

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

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２００４年）一书聚焦清代

社会与文学发生转变的嘉道时期，深入分析江南寒

士诗人和闺 阁 诗 人 的 产 生、发 展 及 创 作 状 况；（日）

池泽滋子《吴越 钱 氏 文 人 群 体 研 究》（２００６年）对 江

南吴越地区 颇 具 影 响 力 的 钱 氏 文 人 群 体 进 行 了 总

体的 考 察；朱 丽 霞《清 代 松 江 望 族 与 文 学 研 究》

（２００６年）书 中 以 松 江 地 区 宋 氏 家 族 与 王 氏 家 族 为

考察对象，以文学史研究和地方历史研究的双重视

角展开探 讨。这 一 研 究 领 域 的 博 士 论 文 多 关 注 创

作主体或群体个案研究。如刘延乾《江苏明代作家

研究》（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０８年）对江苏地区的明代

作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检视，多维度地展示出

吴文化背景 下 的 创 作 格 局；王 文 荣《明 清 文 人 结 社

研究》（苏州大学，２００９年）从明清时期文人结社的

总体状况、典型分析与文学团体及文学创作关系等

三大方面进行研讨，以微观视角对明清文人结社作

以细致考 察；彭 茵《元 末 江 南 文 人 风 尚 与 文 学》（南

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６年）着 眼 于 以 类 型 分 析 的 方 法 对

元代末年江南地区的文人风尚进行研究，将元末社

会风尚与文学创作视为二元关系，体现出深刻的双

向观照的学术视野。

江南文学研究论文众多，多维度地展开对这一

研究范畴 的 讨 论。葛 永 海《历 史 追 忆 与 现 世 沉 迷：

唐诗中的 金 陵 与 广 陵———以 江 南 城 市 文 化 圈 为 研

究视阈》［５］一文以唐诗为观照点，探讨江南城市文化

的变迁轨迹以及城市发展与诗歌表现的互动关系；

徐宝余《论两宋词对杭州诗性文化形象的建构》［６］关

注宋词中对杭州描写的生活艺术化和意象美学化，

寻求“文学 杭 州”的 诗 性 文 化 精 神；左 鹏 在《论 唐 诗

中的江南意象》［７］文中着力解读唐诗中的江南意象

所隐含的历 史 真 意 和 文 化 感 知；李 鸿 渊《从 江 南 人

文地理看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团圆结局》［８］从江南

山水、经济 繁 荣、文 化 发 达、民 心 风 尚 等 层 面 出 发，

深入探讨才 子 佳 人 小 说 中 团 圆 结 局 所 蕴 涵 的 江 南

文化因素和特征；景遐东在其考察唐五代江南文学

的发展与特征的系列论文中，关注江南文学的总体

发展格局，并展开对创作群体及代表作家的个案研

究；罗 时 进《明 清 之 际 江 南 文 学 版 图 中 的 诗 歌 流

派》［９］一文着重考察明清之际江南诗歌创作的诗歌

史和地域文 学 的 双 重 意 义；周 明 初《明 清 时 期 江 南

地区文学流派综论》［１０］一文认为明末清初才开始产

生自觉型的地域文学流派，多集中于环太湖流域为

核心的江南地区，具有诸多鲜明特征；钱建状《南渡

词人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新态势》［１１］文中通过

对南渡词人地理分布特点的系统分析，反映南宋文

学发展的新格局，并指出其对南渡文人文化心理变

化与作品中 意 象 更 新 的 影 响；殷 亚 林 论 文《明 清 江

南家族性曲家群体》［１２］以明清江南地区的文学家族

热衷创作并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的 曲 家 群 体 现 象 为 研 究

重点，系统梳 理 了 家 族 性 的 曲 家 群 体 及 其 构 成；柏

桦《江南流水 与 江 南 诗 人》［１３］一 文 指 出 自 魏 晋 隋 唐

已降，江 南 文 化 一 直 是 中 国 文 学 和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江南地域特性及文化气质在江南诗人的创作中

得到了充分且张扬的表现。

２．江南文学创作研究，主要包括创作体式研究

和具体作品个案研究

在关于 江 南 文 学 创 作 的 研 究 专 著 中，顾 希 佳

《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吴越神歌研究》（２０００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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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把江南地 区 的 神 歌 和 北 方 的 萨 满 信 仰 及 西 南 的

傩文化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深入发掘吴越文化诸

层面；薛玉 坤 博 士 的 学 位 论 文《区 域 文 化 视 野 中 的

宋词研究———以江南区域为中心》（苏州大 学，２００３
年）从创作主体和作品文本两个方面深入探讨江南

文化对宋词的影响，细致考察了区域文化对创作产

生作用的途径及其表现形态。

此研究范 畴 的 单 篇 论 文 中，金 孝 真《从 明 清 话

本小说考察江南的商业活动》［１４］一文通过考察江南

商业经济对 市 镇 发 展、小 市 民 思 想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进而寻求话 本 小 说 反 映 的 明 清 市 民 普 遍 的 价 值 观

和思想意 识；高 芸 在《从〈花 间 集〉看 词 人 的 江 南 情

结》［１５］一文中探求积淀在花间词人心中的“江南”情

结，揭示作品 中 所 蕴 含 创 作 主 体 对 故 乡 的 思 念、对

清平世界向 往 的 复 合 情 感；佐 藤 仁 史 的《清 末 民 初

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１６］将

清末民初竹 枝 词 中 的 民 俗 内 容 及 其 创 作 意 图 与 启

蒙运动相联 系 展 开 论 述；傅 承 洲 的《文 人 话 本 与 吴

越文化》［１７］将文人话本创作及刊行与明清时期江浙

地区繁荣的城市经济紧密联系，研寻文人话本作为

吴越文化独 特 载 体 的 深 刻 意 蕴；盛 志 梅《试 论 清 代

弹词的江南文化特征》［１８］一文全面剖析了清代弹词

与江南文化不可离析的血缘关系，指出清代弹词是

属于江南文化的“特产”。

３．江南文学发展总体研究，主要包括文学史研

究、文学理论研究

关于江南文学发展总体研究的专著中，研究内

容涵盖了唐至明清的文学阶段。李康化《明清之际

江南词学思 想 研 究》（２００１年）一 书 选 取 云 间 词 派、

西陵词人、柳 州 词 派 等 创 作 群 体 作 以 个 案 分 析，对

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的发展和特质进行全面探讨；黄

杰在《宋词与民 俗》（２００５年）书 中 详 细 论 述 了 宋 词

与节序民俗、礼 仪 民 俗、宴 饮 民 俗 等 诸 多 方 面 的 关

系；顾鸣塘 的《〈儒 林 外 史〉与 江 南 士 绅 生 活》（２００５
年）围绕《儒林外史》及作者吴敬梓周围的原生态为

研究对 象，揭 示 制 度 性 和 运 行 性 的 江 南 社 会 原 生

面貌。

此项研究中出现了多篇论文，在江南文学的发

展历程、理论建树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跃

进在其《江南 的 开 发 及 其 文 学 的 发 轫》［１９］一 文 中 运

用自然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以历时性视角

观照江南文 学 和 文 化；査 清 华 的《中 晚 明 江 南 城 市

化进程与诗文的新变》［２０］聚焦中晚明江南城市化进

程中的新兴文化结构对文学创作的作用，并由此显

现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演变的轨迹；刘士林《〈闲情

偶寄〉与江南 文 化 的 审 美 情 调》［２１］一 文 通 过 对 李 渔

《闲情偶寄》中所蕴含南方生活理念的剖析，展示具

象的、生活化 的 江 南 文 化 要 义；梅 新 林、葛 永 海《从

“原欲”到“情本”：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的一个研

究视角》［２２］从“原欲”、“情本”的独特视角，对晚明至

清中叶的文学进行梳理，深度考察当时文学发展的

精神层面；罗时进、陈燕妮《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

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２３］一文研寻文化家族在清代

文学创作和发展中的积极参与现象，揭示江南士绅

阶层在社会中的支撑作用及其民间化趋势；陈玉兰

的《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

格》［２４］从文学 生 态 地 理 学 的 角 度，通 过 对 具 体 诗 歌

的文本解读，分析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和清代江南

寒士的文化性格；朱逸宁、李素娟、王东《江南诗性：

文人群体的蜕变与城市文化》［２５］一文以魏晋六朝和

晚唐五代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江南文化精神的

源流与发展 过 程 作 以 深 刻 考 察；周 衡 在《江 南 文 化

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２６］文中以吴中四士的人格特

征与北方文化之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江南文化在社

会局势变迁 下 的 存 在 及 发 展 途 径；邱 江 宁《江 南 文

化与吴伟业的戏剧创作》［２７］一文考察江南文化对吴

伟业戏剧创作水准和戏剧品格的影响及表现；吴功

正《东晋南渡 心 态 与 文 学 格 调 之 变 化》［２８］一 文 以 诗

歌创作在内 容 题 材、艺 术 风 格 方 面 的 变 化 为 视 点，

分析江南艺术精神对士人心态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４．江 南 女 性 文 学 研 究，主 要 包 括 女 性 创 作、女

性意识、女性文学接受等研究

江南女 性 文 学 研 究 涵 盖 了 作 家 群 体、创 作 体

式、家族文学等多方面内容，王细芝、周磊、董雁、米

彦青等学者 对 江 南 女 性 文 学 特 质 的 诸 多 层 面 展 开

了探讨；邱 江 宁《江 南 女 性 与 清 初 才 子 佳 人 小 说 的

盛行》［２９］一文从创作论和文本两个层面分析才子佳

人小说中蕴涵的女性意识；陈水云、王苗的《文学女

性从闺内 到 闺 外———以 山 阴 祁 氏 家 族 女 性 文 学 群

体为例》［３０］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的创作和交游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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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考察家族内部的唱和以及她们与家族外部

女性文人的 密 切 联 系；郝 丽 霞 在 其《吴 江 沈 氏 女 作

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３１］一文中探寻以沈宜修为

核心的女性作家群所具有的“午梦堂气质”，分析这

种现象与家族文化、交游酬唱的密切关系。

三、江南文化研究

江南文化研究经历近２０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当下的江南文化研究愈加精深，其范畴涵

盖江南文化的发生、发展、特征表现等层面。

１．江南文化的起源与发生研究

柏巢在其《从 玉 玄 鸟 到“江 南 文 化”》［３２］一 文 中

以无锡鸿山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玉玄鸟为研究视点，

指出江南文 化 发 展 至 确 立 的 历 史 进 程；陈 尧 明、苏

迅在《长 三 角 文 化 的 累 积 与 裂 变：吴 文 化———江 南

文化———海派文化》［３３］中认为吴文化和海派文化随

着文化的累积和裂变，与江南文化共同构成了长三

角文化的不 同 历 史 阶 段；朱 逸 宁 的《江 南 都 市 文 化

的源流及发生》［３４］指出江南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与北

方的差异性，分析江南城市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复

合型关系；刘士林以多篇论文阐述了对于江南文化

源起及具体 发 展 进 程 的 认 识；薛 玉 坤、周 才 方 等 学

者也撰有相关论文；吴越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撰

写的《从吴越 文 化 到 江 南 文 化》［３５］一 文 关 注 江 南 文

化的交融性和丰富性，描画江南文化在吴越文化与

“外来文化”融汇过程中的发展轨迹。

２．江南文化发展与特性研究

此项研究专著中，学苑出版社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
年，连续４年出版了《江 南 文 化 研 究》（１～４辑）；梅

新林、陈国 灿 主 编《江 南 城 市 化 进 程 与 文 化 转 型 研

究》（２００５年）一书以系统的跨学科研究，对江南城

市化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探讨；刘

士林《江南文化 的 诗 性 阐 释》（２００４年）书 中 以 江 南

文化的诗性特征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本体论和人文

地理的角度 进 行 深 入 考 察；陈 江《明 代 中 后 期 的 江

南社会与社会生活》（２００６年）以区域社会文化视角

切入，借助诗 文 戏 曲、民 谚 俗 语 等 手 段 凸 显 具 体 化

的江南社会生活。

在江南文 化 发 展 与 特 性 的 研 究 中，徐 锦 才、景

遐东、张兴龙等学者纷纷以单篇论文的形式阐发理

念。陈望衡的《江 南 文 化 的 美 学 品 格》［３６］将 江 南 审

美文化的内涵概括为伤时、艳情、文采及商贸４大主

题，考察融儒、道、佛、玄 为 一 体 的 特 性 对 江 南 文 化

审美品格的 意 义；罗 时 进 在《明 清 江 南 文 化 型 社 会

的构成》［３７］一文 从 艺 文、图 书、兴 学、隐 读 诗 歌 层 面

对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进行解析和阐释，深入探讨

地域文化、家族文化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内容。

３．江南文化的纵深研究

当前的江南文化研究，已然向着纵深和专精的

方向展开，专 著 和 论 文 的 数 量 可 观，研 究 的 系 统 性

和延续性 增 强。吴 越 文 化 研 究 是 江 南 文 化 研 究 纵

深发展的重 要 内 容，不 仅 著 述 众 多，且 对 其 中 诸 多

层面皆 有 所 关 注。王 卫 平《吴 文 化 与 江 南 社 会 研

究》（２００４年）书中追溯吴文化的源头与流变，分析

吴文化的特色与性质，进而探讨江南社会的思潮与

风习；费 君 清 主 编《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和 越 文 化 研 究》

（２００４年）一 书 以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和 越 文 化 研 究 为 中

心，多层面、多 视 角 地 探 讨 东 亚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影

响和越文化 在 中 国 文 明 史 的 重 要 地 位；王 遂 今《吴

越文化史话———中国地域文化研究》（２００５年）运用

大量史料和新的考古发现，系统论述了吴越文化形

成的历史进 程 及 兼 容 并 蓄 的 特 点；蔡 丰 明 主 编《吴

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２００６年）一书考察了吴

越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文化的密

切关系，并系统研究吴越文化传播与演变过程中的

历史因素和社会基础；徐采石主编的《吴文化论坛》

（２０００年）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分析，深入研寻吴

文化的内涵、发 展 过 程、历 史 地 位 及 其 与 现 代 化 的

关系；吴恩培主编《吴文化概论》（２００６年）梳理了吴

文化的 两 大 源 头，系 统 分 析 了 吴 文 化 的 内 涵 与 外

延，从而对吴地文化予以总体观照和阐释。

当前的江 南 文 化 纵 深 研 究 愈 形 精 深，孙 周 年、

肖向东、孙 勇 才、刘 春 玲、徐 林、姚 玉 光、潘 清、徐 华

龙、王伟、曹林娣等人的论文关注到区域文化、女性

意识、宗教 信 仰、民 俗 及 建 筑 等 多 个 角 度。更 有 学

者将江南文 化 研 究 向 地 方 层 面 推 进，范 金 民《明 清

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３８］一文通过考察明清时外地

商人在江南 的 活 动，探 讨 其 与 江 南 文 化 的 关 系；严

明在《苏州城 市 文 化 的 诗 性 特 征》［３９］文 中 从 明 清 时

期的市民文学、园林艺术等层面展开对苏州城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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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分析；张 树 俊《谈 江 南 文 化 对 泰 州 历 史 文 化 的

影响》［４０］一文 借 助 文 化 传 播 和 文 化 融 合 的 视 点，研

寻江南文化与泰州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

四、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态势

经过１０年来的积淀和发展，江南学研究以独特

的文化视角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侧面、多维

度的深入观照，在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 成 果。随 着 江 南 文 学 与 文 化 研 究 的 逐 次

深入和拓展，当 前 研 究 中 出 现 了 新 的 态 势，学 界 亦

多关注此项研究的当代形态和意义。凤媛《江南文

化与中国现代文学》（２００８年）一书通过考察“江南”

所指称的现实空间范围和丰富“语义场”，研究江南

文化和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的 关 系，凸 显 两 者 的 密 切 关

联；黄健《论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意 义 生 成 中 的“江 南 元

素”》［４１］文中从文化审 美 的 维 度 探 求“江 南”的 特 定

文化内涵和丰富审美意义，研究江南诗性文化对中

国现代文学 意 义 生 成 的 精 神 导 向 性 和 理 想 建 构 性

功能；史国铭的论文《论苏童小说与江南文化》［４２］着

重探求当代作家苏童与江南的关系，阐明其创作的

江南文化特质；方贤绪《苏青作品中的江南民俗》［４３］

一文以民俗 文 化 学 的 角 度 分 析 苏 青 作 品 中 的 世 相

人情和民风民俗，探求其笔下所呈现的独特江南审

美理想；姜 晓 云 的 论 文《研 寻 江 南 都 市 文 化 的 美 丽

精神》［４４］关注 江 南 文 化 的 自 然 诗 性 特 征，从 大 众 日

常消费审美化、高雅审美消费日常化层面分析江南

都市的文化精神，探求现代都市发展保持个性的可

能途径；姜 建《江 南 的 趣 味 和 智 慧———再 论“开 明

派”的精神建 构》［４５］一 文 探 讨 了 江 南 生 活 方 式 对 开

明派文人社会生产方式的介入，展现江南文化的诗

性智慧，在 开 明 派 文 人 精 神 建 构 中 具 有 的 深 远 影

响；刘士林 在 其 文《江 南 与 江 南 文 化 的 界 定 及 当 代

形态》［４６］中，对江南地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头与

特征进行探讨，注重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提

供理论 基 础 和 解 释 框 架，进 而 寻 求 中 国 当 代 文 化

“地方性知识”的参照框架。

① 本文讨论十年来江南文学与文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各种学

术期刊、著作与公开出版 的 论 文 集 及 未 经 公 开 出 版 发 表 的 硕 士、

博士论文，因学力、识见所见，遗漏或恐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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