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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江南生态乌托邦及其实践
*

t  吴海庆

  内容提要  江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孕育出了江南社会的生态乌托邦。为了将这个乌托邦
变成现实,世世代代的江南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在农业时代江南文化视野中, 人

的生命源于自然,又最终回归自然, 生命的理想在于与大自然同生共荣, 如 /花里神仙 0般美

好。要实现这个目标,人就需要营造一个能够充分获得伟大自然力支持的 /仙境 0一样的家
园。当城市化和工商业开始冲击人们的桃花源之梦时,一部分人借江湖平衡来自于城市文明

的压力,另一部分人则开始了建造 /城市山林0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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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海庆,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

究员。 (金华  321004)

  在中国古人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天人和

合的生态乌托邦。正如姚文放先生指出的那样,

/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乌托邦、道德乌托邦、人格

乌托邦等无不通向生态乌托邦。0¹中国古人对这

个生态乌托邦的追求专注、持久而强烈,并且创造

了各种通向这一乌托邦的实践形式。这一现象与

中国古人 /以神道设教0的哲学逻辑有关, 因为这

一哲学逻辑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人对待大自然的基

本态度和相关实践活动。不过, 古人关于自然的

思想和观念归根到底是以实体性的自然环境为依

据的, 也就是说, 我国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古

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相关实践方式。在这方面,

我们不能不提到作为我国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

的江南山水。东汉以后,江南山水得到适度开发,

逐步成为人们理想的栖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

中,人们只要因循自然, 适时渔耕, 就可以过上丰

衣足食的生活,所以这里的人们爱护自然、尊重自

然,并以江南的青山、绿水、飞禽、走兽、奇花、异木

等为基型构建了作为自己生活理想的生态乌托

邦。这种乌托邦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滋润和各种实

践形式的锤炼,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最

精彩的一部分,并且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

们。

一、/花里神仙 0的生命意识

在苏州留园五峰仙馆厅内仍保留着晚清状

元、江南名士陆润庠书写的楹联: /读书取正, 读

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 读汉文取坚,最有味

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

芳, 与海棠同韵, 定自称花里神仙。0这幅几乎是
众所周知的楹联虽带着一点令人稍许感到压抑的

清高,却也反映了过去时代江南名士内心的渴求:

读诗阅文,汲取人文精华,通晓人情事理,赏梅兰,

观莲菊,品海棠, 汇聚自然神韵, 让自己的生命之

花如 /花里神仙 0般美好。作者对生命价值的理

解和追求,真切地融在了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江南山水与中国审美文化的生成0的成果之一。 (项目批准号: 07BZW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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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一下历史, 我们会发现把人与动植物相

提并论,把人类生命享尽天年的自然归宿视为理

想,乃是江南文化的传统, 也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

独具特色的生态品质。江南文士喜欢以自然植物

的形、色、味来赞美和解读人的品质。如自古以

来,江南文士就热衷于赞美 /百花之英 0的兰花,

把兰花奉为最为高贵的花种和君子人格的象征。

屈原最爱兰花,故 /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

亩 0 ( 5离骚 6)
º
。郑板桥也深爱兰花, 赞美芝兰

在 /高山绝壁 0上生存的能力, 还在自己的一幅画

上题诗云: /春雨春风写妙颜, 幽情逸韵落人间。

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0 ( 5题破盆兰

花图6 )
»
画家以兰花冲破乌盆入深山的生动意

象,来象征和喻示自己在官场和尘世面前的骄傲

和圣洁。对花草树木的人格化理解和敬尊之情,

促使江南文士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来改善人与植

物的生态关系。如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不久,

就把东起同济桥 (今通贯桥 )、西至山塘街西山庙

桥的堤塘岸接通,在河塘堤岸植桃李莲荷数千枝,

并赋诗云: /自开山寺路, 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

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 桃李种仍新。好住

湖堤上,长留一道春。0 ( 5武丘寺路 6 )
¼
在白居易

看来, 改善自然环境就是改善人类自身,因为人的

生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品质;

作为一个百姓的父母官,对于百姓的责任和义务

就必然包括他对于自然生态的责任和义务。 /栖

凰安于梧,潜鱼乐于藻 0 (白居易 5玩松竹二首 6其
一 )

½
, 人要过一种自由、高贵的生活, 就必须时

时、处处维护自然生态和谐。

与植物相比较, 动物对人的感情影响要复杂

得多。一些大型食肉动物如虎、豹、熊、狼等因为

在古时经常会威胁到人的安全, 所以有时被视为

邪恶之物。但通常情况下, 那些不会危及人的安

全甚至有益于人类生活的飞禽走兽、蝶鸟虫鱼则

被赋予了美德、智慧和力量等, 并被用以鉴照人的

品行, 滋养人的心智, 增强人的勇气。在江南地

区,由于自然界物产丰富, 气候温润,动物们也是

活得优哉游哉, 自得其乐, 少与人发生争执,人与

动物和谐相处或动物造福于人的情况更为普遍,

反映在审美文化中也便多了一份人对动物的喜爱

和赞美。如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0 (范仲淹

5江上渔者6 )
¾

,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

啼0 (杜甫 5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黄师塔 6 )
¿
等

诗句中,都流露出人对江南春天里动物的形态、动

作、鸣叫和感觉的真切喜爱。有些动物引人伤感,

如 /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棲怅望层城霞 0 (苏轼5仙

都山鹿6 )
À

,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0
(崔颢 5黄鹤楼 6)

Á
等诗句中的野鹿、黄鹤,虽然它

们带给人以寂寞与失落, 但诗人对它们表露出来

的依然是一种隐秘的沟通, 冥冥中的相知。有些

动物还成为人们表达爱情的媒介,甚至成为爱情

的直接对象。如 5聊斋 6中有一篇故事情节颇为
奇幻的5西湖主 6, 说洞庭湖中的猪婆龙被周绾射

伤,陈明允见其可怜,为其求情, 逃过一劫。后来

陈明允在洞庭湖遇到风暴落水,猪婆龙不仅救了

他的命,而且让他与西湖主结为良缘,享受两世生

命的欢乐。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情爱故事, 淡化

和模糊了人与其它生命形式的差异性, 表达了古

人对宇宙间生命共性的认同心理。

文士们的这种自然生态观念, 有着深厚的江

南民间文化基础。首先, 绝大多数江南民众都保

持着对动植物的亲和关系。如杭州方言中, 橘与

/吉0同音,简化后又与 /桔 0通用;柏谐音 /百0,柿

谐音 /事0。于是在杭州一带便形成了一种将三
者联于一体的风俗活动, 即正月里 /签柏枝于柿

饼,以大桔承之, 谓之百事大吉。0Â
其次, 江南百

姓世代都持守着与动植物共生共荣的观念, 并表

现出强烈的自然保护意识。如在浙江省郭下村,

村民们视龙山树木如生命, 将护树保林作为自己

的神圣职责。老祖宗为防不肖子孙有砍林毁林行

为,曾订下严格的族规遗训代代相传: /上山拾材

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 砍一大树断一臂 0。那
些违规者除了受到肉体处罚外,还要跪在祠堂前

向祖宗请罪, 并会遭到众多子孙的唾弃。在苍坡

村,李氏第九世祖李西斋,大力倡导村民植树美化

家园, 立下禁令, /凡在树上栓牛者, 立杀牛不

赦。0立下禁令后, 自己以身作则, 自家牛因为长

工栓在柏树上而被杀
�lv
。在楠溪江两岸, 树木参

天,森林相连, 区区一棵树似乎无足轻重, 但古人

却不这样看。据 5棠川郑氏宗谱 # 新宫坳樟树

记6载, 浙江永嘉新宫坳太阴宫有大樟树一棵,

/大可丈围,高难尺计 0, 见利忘义之徒企图砍伐。

/于是村中知事者不敢袖手旁观, 斟酌再三, 集款

买归老宗祠之业, 立有字据, 永后并不许砍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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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大树 /绿阴匝地, 翠盖遮天 0�lw
。在古代江南

地区, 聚族以律令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的案例比比

皆是。这些律令与处罚制度的形成有些是与封建

迷信有关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古人敬畏自然,持

天人共生的立场, 具有谋求族类永续无绝发展的

远大眼光。

二、人间 /仙境 0的家园意识

在江南,水的灵动与浩渺, 山的幽玄与神秘,

为早期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足够广大的活动空

间,并且诱发人们在奇思妙想中构筑起虚幻的时

空,从而使巫觋文化的流行具备了坚实的自然基

础和社会心理基础。据文献记载,至隋代,江南地

区的社会风俗仍然是 /信鬼神,好淫祀 0�lx
。巫风

盛行为具有迷信色彩的风水观念的生根和成长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而风水观在江南的流行,又

使得江南的村落布局和房屋建筑形式带上了几分

神秘的风水色彩。不过, 正如英国学者帕特里克

#阿伯隆指出的那样, /在风水下所展开的中国
风景, 在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

造最为精美的。0�ly
风水学显著地促进了江南各种

建筑和村镇布局与周边山水环境的和谐关系,人

们在营造自己的居住环境时, 都在自觉地努力地

使之接近于风水学所追求的 /仙境0。

风水学对环境的基本态度,是观照山川自然

美而巧加人工裁成,这与古代士人 /山水之乐 0的

审美情趣相为表里。而风水学更能以其娴熟细腻

的实际处理技巧,使自然进到更完善的层次, 这就

赋予江南建筑及其整体环境以隽永的美学气质。

江南文士多青睐风水, 如杨万里诗云: /我住北山
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 南山如髻鬟。怀抱

冬独暖,髻鬟春最鲜。松鬈沐初净, 山花插更妍。

我来犹斜阳,我望忽夕烟。一望便应去,不合久凭

栏。山意本自惜,如何许人看? 急将白锦障, 小隔

青鬓颜。近翠成远淡,缥缈天外仙。谁知绝奇处,

正在有无间。倾刻万姿态,可玩不可传。0 ( 5东园
醉望暮山6 )

�lz
诗中将风水视角化为一种独特的审

美视角,把山水、风水与生活凝炼为一种极美的意

境。从地理常识与生活经验上也可以看出, 诗中

所描写的那种相对封闭的地形特征十分有利于形

成良好的生态环境:背山可以屏挡冬日北来寒流,

面水可以接纳夏日南来凉风, 朝阳可以争取良好

日照,近水可以拥有方便的水运交通和生活、灌溉

用水,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灾,茂盛的植被可以保

持水土,调整小气候,果林或经济林还可取得经济

效益和部分的燃料能源。就其综合条件而言, 是

非常适宜于人们安居乐业的。在古人的生活实践

与生产实践中,他们一直在寻找和开启伟大的自

然力,并努力使自己的建筑形式、生活方式等尽可

能与之相协调。他们相信,只有与大自然心心相

印,获得伟大自然力的支持,才能有人的生命与生

活的丰富与和谐。因此, 像郭璞、谢灵运、苏东坡、

杨万里等众多文人雅士,对 /莲花地 0、/四灵地 0、
/龙凤地0等良好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

都充满了敬畏、热爱与向往之情, 不惜苦心运思,

遍寻佳句来咏赞其言说不尽的魅力。

太极与八卦图代表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空间

意识。在村落布局上,江南丘陵地区可以利用山、

水、平原交错变化的特点充分体现这种空间概念,

使自然山水最大限度地为人服务。一般的村落也

都尽可能按太极图来布局, 这样既符合传统的空

间理论,也简单易行。如浙江武义县的郭洞村, 村

名因其地理态势 /山环如郭, 幽邃如洞 0而得, 颇

具仙韵,村庄结构也由一条龙溪左盘右绕,将郭上

和郭下两个村子勾勒成一幅龙腾虎跃的太极图。

郭洞人何寿之称郭洞 /山不深而饶竹木之富, 水

不大而尽烟云之态 0�l{ ,生动地描绘了郭洞村的山

水萦绕之姿。在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 人们

会在太极基础上设计出八卦布局。如位于浙江中

西部兰溪市境内的诸葛八卦村即按九宫八卦设计

布局,整个村落以钟池为中心,钟池由水陆两条阴

阳鱼构成,两个水井代表两个鱼眼。在这个微型

太极格局外,八条小巷向四周辐射, 形成内八卦,

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 构成外八卦。其中

的民居多为 /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
闺房 0的建筑风格, 给人素朴、典雅的感觉, 而那

些无论大小都修葺整齐的水塘,则让人领略到一

种水乡风情。

中国风水学不仅将整个大地看作是一个活的

有机体,而且在局部地区也努力将各种生态和生命

活动现象纳入到区域性的生态系统中。对某些在

形局或格局上不太完备的地理环境,风水学则主张

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来使其达到改善, 如通过引水

聚财、植树补基、建塔 /镇煞0或 /兴文运0等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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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落的结构。不可否认,由于狭隘功利主义和

迷信等因素较多,风水学上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它的

直接目标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荒唐可笑的关系,

但风水学由于能够全方位综合地去规划环境,所以

一般来说它在客观上能造成以人补天的效果,从而

提高了环境的生态平衡能力。如江苏5同里镇志 6

中说: /此洲当湖之口,砥柱中流,一方之文运系焉。

虑为风涛冲激渐至沦没, 乃倡议捐金累石筑基, 环

以外堤,植以榆柳, 创建圣祠以为之镇压。0�l|将一

个水中小洲视为一方文运之本显然是荒谬的,但建

堤植树以固洲,使区域性的自然生态更加稳定, 这

无疑有益于环境的综合品质。

总的来看,江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总体条件

使人们更有可能按照风水学的要求去建造如仙境

般美好的家园。而风水学抛开其迷信的伪科学的

成分不说,单就其追求的生态效应而言,的确具有

超时代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风水学主张人类创

造性地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 明确地肯定人类美

化环境的能力,并强调每一个人对保护环境、维护

环境生态平衡所负的重要责任, 这对于人类持久

地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欲把一麾江海去 0的志向与
建设 /城市山林 0的设想

  江南城市文明从春秋时期开始崛起, 到中唐

以后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无论城市建设的

规模、数量, 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化教育

的水平,都开始高于北方, 宋廷南迁后尤为显著,

宋人李心传称 /平江、常、润、湖、杭、明、越, 号为

士大夫渊薮, 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0�l}江南的快

速城市化,使得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矛盾最

早暴露出来,并引发了士人对文化生态的深入思

考和广泛关注。

一部分士人对繁荣发展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做

出了理性的肯定, 认为工商业发展所引发的社会

消费同时带动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如王阳明

指出: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 其尽心焉一也 0,

/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 而利器通货,犹其

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

具养, 犹其工与商也。0 ( 5节庵方公墓表6 )
�l~
王阳

明 /四民异业而同道 0的说法, 从社会全面协调发

展的层面上肯定了商贾的地位, 与贱视商贾的思

想相比表现出更多文化上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明

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则提出了 /工商皆本 0的
思想: /世儒不察, 以工商为末, 妄议抑之。夫工

固圣王之所欲来, 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 盖皆本

也。0 ( 5明夷待访录 #计财三 6)
�mu
这是对王阳明

/四业同道 0说的发挥, 也是明朝后期商贾社会地

位进一步巩固后在思想文化上得到的进一步认

同。同时,针对世人的 /奸商 0偏见, 也有不少文

人为商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如清人沈垚云:

/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

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 何

也? 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

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 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

则洞悉天下之物情, 故能为人所不为, 不忍人所

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 为商者转敦古谊。此

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0 ( 5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
序6 )

�mv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在不少文艺作品及

行状、寿序、墓表、祭文中看到有情有义、勤俭创

业、慷慨好施、诚信不欺等正面的商人形象。

但是,也不能否认, 在商业发达的城市, 金钱

和财富的魔力越来越大, 它足以使人忘恩负义、鲜

廉寡耻、践踏伦理纲常,甚至导致整个封建文化生

态的失衡。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 整个江南地

区形成了 /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0 (孙枝蔚5过

仪真县有感6 )
�mw
的现象。巨商富贾们凭借雄厚的

财力,在享受奢侈生活的同时, 又行贿揽权, 获得

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对于一向以 /安贫乐道 0
标榜自我的士人而言,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于是一部分士人以封建伦理价值和名节观为依

据,展开了对拜金思潮的抵抗与批判。如清代士

人董含云: /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 乡里富人,

羞与为伍,有攀附者, 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

见有拥厚赀者,反屈体降志, 或订忘形之交, 或结

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

此辈忘其本来,趾高气扬, 傲然自得。0�mx像董含这

样对商贾新贵们的 /趾高气扬, 傲然自得 0持否定
和蔑视态度的人并非少数。他们虽不能改变整个

社会的重商风气,但对于抑制社会腐败,纯化社会

风俗,维护文化生态的平衡,是有重要作用的。

面对日益强势的城市工商业文明, 还有相当

一部分文士超越于本末、道德和利弊的争执,以人

的天性、自由、兴趣等为旗帜,来对抗城市的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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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压抑, 捍卫心灵与文化的和谐。苏东坡诗云:

/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0 ( 5和蔡准
郎中见遨游西湖 6之二 )

�my
在苏东坡看来,长期生

活在城市里的人不知道也不理解江湖中的清幽与

宁静, 而城市对习惯于江湖生活的人而言简直就

是牢笼。苏东坡以为,自己本性是属于江湖的,所

以提醒自己不要留恋城市中的 /公卿故旧 0, 而应

该像陶渊明那样坚定地走向江湖, 去享受自由的

人生。事实上,从魏晋以后,把江湖与城市对立的

并不只是少数失意文人的偏激思想行为,而是已

经成为一种连绵不断的文人思潮。孟浩然云:

/敝庐在郭外,素产惟田园。左右林野旷, 不闻朝

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0 ( 5涧南即事贻

皎上人 6 )
�mz
在这个布衣诗人眼中,城市是喧嚣污

浊的, 只有清明澄净、富饶美丽的江湖才适合做自

己的栖身之所。其它如张九龄、杜牧、李流芳、文

震亨、袁宏道等, 都有 /欲把一麾江海去 0 (杜牧

5将赴吴兴登乐游原6 )
�m{
的江湖之志。可以看出,

随着江南城市化进程的深入, 江南文人心中的江

湖情反而越结越深。

江湖逐渐成为古代江南文士获得心理平衡的

巨大的调解器,然而, 由江湖文化塑造出来的江湖

实际上只不过是江南文人心中的一个乌托邦而

已。因为与城市一刀两断并不符合文人修文的初

衷,也不符合社会对文人群体的基本要求。因此

更多的情况下江南文士是在谋求一种城市和江湖

之间的妥协与平衡。如白居易提出的 /中隐 0�m|思
想,即 /既不永绝宦情, 又通过对文人生活情趣的

全力发掘与精致加工, 来强化自身存在的意

义。0�m} /中隐0说穿了, 就是使个体生活环境克服

城市与江湖各自的弊端而兼具二者的优势,可以

在城市与江湖之间进退自如, 最大限度地享受生

活的快乐与自由。明代文人顾汧则明确地提出了

创建 /城市山林0的思想,即在喧闹的城市中营造

一种幽静的、远俗的、山水相依的生活环境。像扬

州的 /双桐书屋 0、苏州的定树园、杭州西湖等就
是 /城市山林 0的不同形式, 它们既有城市的便

利,又有山水之乐趣。明代文学家高启在谈到苏

州狮子林时说: /至者皆栖迟忘归, 如在岩谷, 不

知去尘境之密迩也。0 ( 5师子林十二咏序 6 )
�m~
狮

子林能够给人的那种 /如在岩谷0的江湖幻觉,其

实正是文人们营建城市山林的初衷。

不可否认,不管是白居易的 /中隐 0之梦还是

顾汧的 /城市山林0设想, 都带有浓郁的乌托邦性

质。但是也必须承认, 它们都是古人寻求自然生

态与文化生态和谐的积极成果,是今天的人们建

设自己的家园和文化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参照

系。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与古人相

近的关于和谐生存的现实问题。钱穆先生在 5城

市与乡村 6�nu一文中指出, 其实城市和乡村都是人

生所需要的,因为人生既需要休息与安逸,也需要

劳作与竞争。人们带着一身的力气和对财富、地

位、事业、优越生活的向往走进城市去参与竞争,

追求自己的理想;当他身心俱疲的时候则需要到

乡村来休息,又带着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回归乡村

和自然,这是人类的天性。而城市山林化、府第园

林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的天性的这两个方

面得到很好的调和。钱穆先生以朴实的语言发展

了古人的思想,也触及了当今社会发展特别是城

市化过程中不能不面对的一个生态、心态综合平

衡的根本性问题。

注释:

¹ 姚文放: 5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态乌托邦思想6,曾

繁仁主编: 5人与自然: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

学6,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92页。

º 董楚平: 5楚辞译注6,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9页。

» 曹惠民、李红权: 5郑板桥诗文书画全集6, 中国言

实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23页。

¼谢思炜: 5白居易诗集校注6第 4册,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934页。

½ 5白居易全集 6第 1册, 珠海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172页。

¾5范仲淹全集 6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48页。

¿钱谦益: 5钱注杜诗6,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年版,

第 405页。

À �my王文诰: 5苏轼诗集6第 2册, 中华书局 982年

版,第 20、337页。5仙都山鹿6诗前有一段叙, 说丰都县

令与山中一鹿关系甚好,此鹿 /甚老, 而猛曽猎人, 终莫能

害。将有客来游,鹿则夜鸣, 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尝失。0
Á王启兴、毛治中: 5唐诗三百首6,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371页。注: 如崔颢、杜甫虽非出生于江南,

但都有长时期漫游江南的经历, 深受江南自然环境和文

化的影响,故将其与江南文士并列。

Â胡朴先: 5中华全国风俗志6下 (下转第 1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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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根: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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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 istory of the Southern Song in H angzhou w as a very im portant stage. As H angzhou w as
the cap ita l o f dynasty, po lit ica,l econom ic and cultural center, the city is also very rich in h istorica l docu-

m ents, bu t the docum ents aboutH angzhou in Yuan are far less. So there are som e gaps on the research of tw o

periods. In th is artic le, the lat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are considered as a long transition period. It de-
scribes the genera l p icture ofH angzhou, to exp lain them ean ing of relative prosperity ofH angzhou in Yuan.

Keywords: Sou thern Song, Yuan, Transition, H angzhou, Relat ive Prosperity

TalentedW om en. s L iteraryNetwork in Seventeenth- century of Jiangnan ( 101)
Song Q ingx iu ( Jiangnan Cu lture Research C enter, Zhe jiang Norm a l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 There has form ed a wom en. s literature netw ork crossing blood, fam ily and reg ion in 17 th cen-

tury o f Jiangnan. They construct the ir own literary field. In th is field, w om en. s literature dissem ination and
accepting w ere strengthened. Thew om en. s literature in th is period hasm ade considerab le progress, eventually

the Q ing dynasty literature show ed different atm osphere and character than the prev ious generat ion.

Keywords: Talented W om en, L iterary Netw ork, L iterary F ield

The Popular -Ku Xi. Clothing in the P er iod from 3rd to 9 th Century and

the CultureM ixing ofNorthern and Southern ( 108)

Zhou X iaow ei ( Shanx iNorm alUn iversity, X ian 710062) , W ang Jing( Pek ing Un 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3rd to 9 th C entur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m ix ing ofNorthern and Southern cu lture.

The evo lut ion of cloth ing is one aspect wh ich re flects the leve l o f culture m ix ing. Thus, Ku X ,i a kind of

clothes wh ich com b ines the feature o fNorthern peop le and the traditional custom of the central p lains, is w orth

for observation. This art icle takes a c lose look at the short life of Ku X ,i focusing on the em ergency of the
N orthern peop le, the culturem ix ing, and the reason w hy Ku X i becam e popular and then disappeared.

Keywords: from 3rd to 9th Century, C lo thing, Ku X ,i CultureM ix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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