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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江苏省委、省政府2001年制定的《江苏省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中指出：“江苏在历史
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一批
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流派，要在加强研究、保护的基础上继承创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
”在此背景下，江苏地域文化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招商引资、城市建设规划等方面得到了应
用。
虽然笔者上世纪70年代在扬州博物馆工作的五年间已经初步培养起对地方文化的兴趣，但真正重视从
宏观上把握江苏地域文化，则是从2004年与汪小洋教授合作开发《江苏地域文化》网络课程开始的。
其后，笔者在相关精品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学术交流等方面都投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
本书力求从时间、空间、行业三个方面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特色进行一个梳理，可以看成是
自己近年来对江苏地域文化研究心得的一个总结。
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历史分期，笔者首先把江苏地域文化分为建省前和建省后两大阶段，然后再把建省
前分六个时期，建省后分三个时期。
由于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时有变迁，各历史阶段江苏境内占主导性的地
域文化是有变化的。
还需要关注被许多研究者忽视的文化断层和文化变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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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江苏地域文化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书从时间、空问、行业三个方面梳理江苏地域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特色．是作野多年研究江苏地域文
化的一个总结。
    对江苏地域女，化的历史分期，作者首先把江苏地域文化分为建省前和建省后两大阶段，然后再把
建省前分六个时期，建省后分三个时期。
其分期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各历史时期江苏内强势地域文化的影响。
    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分区，俐者依据现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差异和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周边省．市地域灾
化的影响，把江苏地域文化划分为金陵文化、淮扬文化、吴文化、楚汉文化四个文化主区和京口文化
、江海文化、海盐文化、淮安文化四个哑区。
    江苏地域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地区类型，具有汉族文化的共性。
本书主要突出汀苏在整个中华文明中有显著特点和优势的方面，即从饮食文化、园林艺术、书画艺术
、内琴艺术、雕版印刷等方面，探析了其发展的源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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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江苏地域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历史分期  一、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通过
战争进行  二、秦汉时期：从中华文化的民族类型转型为汉族文化的地区类型  三、六朝时期：建都建
康使金陵文化产生全国性影响  四、隋唐五代时期：大运河成就了淮扬文化的辉煌  五、宋元时期：南
北战争和黄河夺淮使江北落后于江南  六、明清时期：落日辉煌下辉煌的江苏文化  七、清代后期(近
代)：沪宁沿线的发展和淮扬的边缘化  八、民国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九、新中国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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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歧意见  二、中华文明大背景：研究江苏地域文化分区问题的正确前提  二、一己之见：江苏地
域文化宜分成四主区、四哑区第三章 金陵文化  一、龙蟠虎踞：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自然景观  二、六
朝古都：文化遗存大多数在市郊  ⋯⋯第四章 吴文化第五章 淮扬文化第六章 楚汉文化第七章 文化亚区
第八章 文化内涵深厚的特色文化第九章 江苏园林文化第十章 江苏书画艺术第十一章 江苏文学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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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辉煌的高峰，先秦诸子创立的思想体系，成为后来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资源，对后世影响深远。
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军事学等各门学科已逐渐开始独立发展。
诸子文化已经显示出地域特色：儒家以鲁为中心，道家主要源于楚，法家源于三晋，成就于秦。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国风》部分是按15个地区分类的，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文
化地域的风土人情之异。
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已能准确地辨别卫风、齐风、唐风等不同乐曲的地域格调①。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比较大的地域文化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
巴蜀文化、燕文化等。
但相对于齐、鲁、晋、秦、楚文化，今江苏境内的吴越文化还相对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例如先秦诸
子中的顶尖人物就没有江苏籍的。
春秋战国时期今江苏境内各民族仍处在融合之中，该地区的一些地域文化还是中华文化中的民族类型
。
现今江苏境内除北部一小部分属于华夏势力范围外，大部分地区为非华夏人所据。
中国自古即是多民族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是由三代时形成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逐渐融合而成
的，汉代以后才逐渐称“汉人”、“汉族”的。
“从汉代到明清，吴越文化一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一个地区类型。
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先进的一种类型，两者民族性不同，语言、习
俗、心理特征自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
”②在居于中原的华夏民族兴起的时候，今江苏境内大部分地区为东夷、淮夷、百越等少数民族所据
，直到商周交替之时，这种远离华夏各自延续的局面才被冲破。
中原的太伯来到江南，以华夏文化结合百越文化建立吴国是冲破这种局面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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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地域文化源流探析》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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