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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在哪里? 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越过长江,

一路向南,岂不就是江南了? 然而,事实是直到目前

为止,学术界也没有达成一个关于江南范围的共识,

这对于我们深入而全面地研究江南无疑是一个很大

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个障碍, 笔者对过去一些有代

表性的江南概念进行了梳理, 并谋求建立一个能为

大多数人接受, 至少是能使我们的课题有着更为可

靠基础的江南概念。

首先,江南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概念。

从江南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 它可以分为地理上的

模糊期和清晰期两大阶段。在唐以前, 江南的地理

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如屈原5招魂6中讲/魂兮归来,

哀江南0, 这个/江南0指的是淮河以南楚国的中心区

域和大后方。又如5后汉书#刘表传6载: /江南宗贼

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 表使越

与庞季往譬之, 及降,江南悉平。0这里把长江以北颇

远的襄阳也纳入了江南, 可见汉人要么是把淮河以

南称为江南,要么就是在很随意地使用江南这个概

念。唐代开始, 江南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地理范围。

初唐时中央政府设立了江南道,包括了北到长江, 东

临大海, 西抵川东, 南至南岭的广大区域, 这时的

/道0虽然还只是一个不设机构、不派官员的地理区
划,但却明确地划出了江南的地域范围。唐玄宗时

( 733年)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

道三个行政区, 其中江南东道/理苏州0( 5旧唐书 #
地理志一6) ,辖今江苏省南部、上海、浙江和福建全

境,江南西道/理洪州0( 5旧唐书#地理志一6) ,辖今

江西省(婺源县除外)全部、皖南、湖南大部和湖北鄂

州市。由于玄宗时的/道0已经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
政区划,所以,由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所确立的江南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划定和

命名的/江南0, 因此这个/江南0在世人心中具有不
容怀疑的权威性和持久的影响力。至北宋置江南

路,辖区东限闽海,西界夏口, 南抵大庾, 北际大江,

与唐代的江南东西两道基本吻合。另外,从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区域的变化来看, 江南的历史可以分

为洞庭湖中心期和太湖中心期以及二者的并行期。

先秦时期,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楚国把云梦泽(洞

庭湖)、鄱阳湖作为自己的内湖和腹地, 并据此向四

周扩张,这时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长

江中游,我们可以称为江南的洞、鄱中心期。到三国

时期,孙权据江东,整个太湖流域得到开发,长江下

游逐渐成为可以和荆楚大地媲美的另一个江南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远东0区域,这可以称为江南

的洞、鄱、太并行期。到宋代,洞、鄱流域的江南西路

人口总数、粮食产量和科举考试等方面均明显落后

于江南东部的江南东路和两浙路。至明清时期, 太

湖流域已经完全取代洞、鄱流域而成为江南的/腹

心0,所以在当今研究明清时期江南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学者眼中,明清时期的江南就是太湖流域及其

周边地域,即包括苏州、淞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

在内的/江南六府0,或包括江宁、润州、常州、苏州、

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绍兴、明州等在内的/江南十
府0。如王家范从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界定

江南,认为江南是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苏松常、杭

嘉湖市场网络区
[ 1]
。李伯重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

/地文 ) 生态地域0说为根据,认为/经济史研究中的
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

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0 [ 2] 462 , 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

/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
了一个整体, 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

区0 [ 2] 449。冯贤亮赞成周振鹤在5释江南6中表述的

观点,把明清时期的江南界定为/太湖流域(或称太

湖平原)0 [ 3] 10
。

其次,在今天,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人们形成

了差异很大的关于江南的定义。如地理学上的江南

指的是江南丘陵地区, 即/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夷
山、天目山以西、贵州高原以东低山丘陵的总称0 [ 4]。

这种说法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都不包括在江南范

围之内,显然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气象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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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南指的是所有梅雨覆盖的地区,即/淮河以南,

南岭以北,大约东经 110度以东的大陆地区, 以及台

湾省的最北端0[ 5] 。这样把大片长江以北的地区划

入江南也不符合人们通常的感觉,虽然江南不是一

个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 但无视长江所具有的明确

的地理界限意义恐怕也难以为人接受。不过, 全国

一级气象地理区划中的江南更合于人们心理感觉,

即长江至南岭间所含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

徽、江苏、上海和福建北部等地。文化上的江南更复

杂一些。刘士林以/诗性0来概括江南文化的独立品

质和独特内涵, 并根据这一文化特色来探索江南的

范围,认为/江南不仅与北方文化圈判然有别, 同时

与巴蜀等南方的区域文化也有很大不同0 [ 6] 206 , 其范

围可以确定为/往北可以延伸到皖南、淮南的缘江部

分,而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0[ 7] 5
,同时又

指出, 当今江南文化的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文

化系列电视片5江南6以如诗如歌的画面和语言表现

了江南的/ 诗性0, 电视片中的江南涵盖了苏南、浙

北、徽州、江西等区域,并从中选择了苏州、杭州、南

京、扬州、黄山、九华山、宏村和乌镇等文化发达或富

于文化个性的地方作为重点展示对象, 这与刘士林

所言江南基本一致。单之蔷采用寻找纷纭江南共有

部分的方法来确立当代江南, 他在5/江南0是怎样炼

成的?6一文中指出, 如果把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江

南地图叠加在一起,那么其共有的部分便是真正的

江南,而这样叠加的结果是把江南定格在了/太湖和
西湖流域0 [ 8]。

上述各种江南定义的形成既有自己的历史、文

化、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据,也往往着眼于学者们各自

的学术兴趣或方便于各自所研究的课题, 如此定义

江南虽在情理之中, 但也不免狭隘。首先,江南是一

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 不能以某一历史阶段上的

江南,比如明清时期的江南来代表整个中国历史上

的江南,或代表今日的江南。其次,江南是一个与政

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联系紧密的综合性概念, 是一

个从地形、环境、气候、历史、文化和风俗中提炼出来

的形象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所以既不

能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界定, 也不能以它的优势区

域来取代它的整体,而排除它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和

不太突出的部分。

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当代的江南概念,以下一些

方面是必须考虑的。第一,必须以地理分界为基础,

综合考虑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人的社会心理等

各种因素。江南概念确立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地理因

素。古时候,中国的许多河流都叫江,因而也就出现

了众多的/江南0, 但是,随着统一的大中国疆域的巩

固和稳定,长江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独特地位日

益彰显,长江中下游之南的地区就逐步成为大众心

目中的江南,而其他的/江南0则相应地失去了其/合

法0性, 包括长江上游以南的地区也不被视为江南,

因为自古以来只有宜宾以下的江段才称长江。第

二,必须考虑江南形象的多重意义。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江南形象的意义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

今天它已经汇聚为一片意义的海洋。江南是我们温

馨的家园, /是一个登峰造极地将大地经典化并当作

神灵供起来而人又可以在其中优游自在、诗意栖居

的天堂0 [ 9]。江南是优美的自然,在我国,山水美的

风格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肃杀、凋零、苍茫的塞北,一

类是温馨、宁静、安逸的江南,江南的这种美就连历

代皇帝也垂涎不已。当年宋仁宗在送梅挚人赴杭州

任知府时,曾不无羡慕地写道: /地有吴山美,东南第

一州。0(5送梅挚出守杭州诗6)此后更有康熙、乾隆

等皇帝数次下江南,去享受江南的旖旎风光。江南

是中国人的浪漫之源, 过去一提到中华民族的品格,

人们便会想到勤劳、善良、勇敢、质朴等字眼,其实,

我们还是一个很浪漫的民族,而且正是因为有了江

南,我们的浪漫才是那样的优美和高雅。江南是财

富的象征,从六朝开始,江南由于兼有了漕运、盐池、

陆海和灌溉等优越条件, 遂成为我国物产最为丰饶

的膏腴之地。在文学家的眼中, 江南则是一首诗,一

首永远写不完的山水抒情诗。然而, 江南不是天堂,

江南的种种好处却遮不住它曾经的颓败和荒唐, 正

如朱自清在5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6中指出的那样,

在那/户户是花,家家是玉0的后面/又似乎藏着无边

的黑暗0。江南形象的意义是说不尽的, 正因为这

样,我们才需要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江南概念。

综合上述多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今天的江南

应该界定为北起长江, 南到南岭, 东至大海,西及两

湖的区域,这十分接近于唐人所理解的江南。在这

个江南范围内,根据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地

理等方面的差异性, 又可以分为两大相互关联又各

自独立的部分: ( 1)长江下游的江南部分, 以太湖、钱

塘江流域为主体, 这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最

为发达的地区,可以称之为/江南腹心0。不过, 这里

要特别指出,扬州以地理位置而言是在长江以北,但

传统上却把它视为一个江南城市, 这主要是因为扬

州在/大运河畔、长江边上、东海之滨,她的繁华、富

庶、舞榭歌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和江南的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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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相似、相媲美0 [ 8]
。也就是说, 对扬州江南/身

份0的认证既有地理位置接近的考虑, 也有经济一

体、文化一脉的考量。( 2)长江中游的江南部分, 以

皖南、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为主体, 这是江南的

大后方。

这样界定江南可能会形成如下一些优势:第一,

突出了长江的地理意义和江南概念的地理品质。第

二,充分考虑了江南作为一个形象概念的综合意义,

尤其是其复杂丰富的文化意义。比如, 从文化上考

虑,长江中游地区在历史上以楚文化为主,楚文化的

根基是姬周文化,在此基础上它融合、吸收了江汉平

原及周边地区的土著文化。楚文化早期以江汉平原

为生成和发展的中心区域,西北为秦岭阻隔, 西南为

巫山所断, 南越洞庭湖, 北过淮河,东至吴越。楚文

化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压制和同化,其中心逐渐南

移至洞庭湖流域,而向东则日渐与有更多共同性的

吴文化合流。吴越文化与楚文化虽然有不少差异,

但同属稻作文化, 且在历史上混融共生,所以被人们

合称为/吴头楚尾0的吴楚文化。我们对江南的上述

界定正是把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都视为江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第三,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适用于对

江南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从当代生态

环境状况考虑,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过度开发和

它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色彩的脱落,与之遥遥相

望的三湘世界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

力。/斜月沉沉藏海雾, 碣石潇湘无限路0 (张若虚

5春江花月夜6) , 古时的三湘之美似乎美得有些凄

婉、悲凉,但朴野的三湘大地可能会给整个江南带来

更多的生机和希望。总之,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样界

定江南尊重历史、符合社会习惯、有利于学术研究和

江南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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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学论陈从周的江南园林美学

刘 彦顺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陈从周先生的园林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江南

园林美学。在陈先生的著述中, 除了在进行南北园

林风格比较的时候, 较多显著地涉及北方园林之外,

对北方园林都只是浮光掠影般地顺便提及。在此方

面,陈从周先生自有其大论: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

园林甲江南。0而且加以强调: /前人未曾说过, 是我

所概括。0[ 1] 96

陈从周先生的园林美学带有鲜明的现象学特

性。本文的/现象学0不是拿西方自胡塞尔以来的现

象学来挖掘陈从周先生园林美学中的/西方现象学0

元素,或者找寻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而是认为,陈从

周先生的园林美学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现

象学传统,带有更本土化的意味。这一传统不仅在

历史上有数千年之久, 而且在基本观念、方法、实践

上都有极卓著、极成熟的建树。下文就从三个方面,

来探讨陈从周先生园林美学中的现象学思想。

第一, 以时间性为核心的审美生活是其园林美

学思想的核心。

在陈从周先生的著述中, 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美

学思想的借鉴是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他在行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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