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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最大的特色是川流交错，吴越文化的发展。
也一直离不开水：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便凭借充沛的水源栽种水稻，同时，为了防潮和通风，
中国最早的木构房子--干栏式建筑，亦在当时出现。
在江南的文化历程中，碧波荡漾的江南水，一直为江南灌注文化活力，由古到今，从未止息。
把中国划分成南北两半的长江，魏晋以来，便保护着江南，使江南成为历代中原人士的避难所，这加
快了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使其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江南秀润清丽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清秀细腻、富于诗意的江南文人风尚，明清时，这种风尚无论
在文学、书画和工艺美术上，都成为江南，甚至全中国的主流。
此外，东邻大海的江南，更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远销西亚的瓷器和日本的饮茶风俗，都由
这里输出国外。
到了近代，江南仍是中西文化互相冲击、交流的前哨。
在江南的文化历程中，碧波荡漾的江南水，一直为江南灌注文化活力，由古到今，从未止息。
研究地域文化，需要显示该地域的大致位汇、文化遗迹的分布情形以及文化传承的演变轨迹等，为此
，本书的编撰者设置了相关的示意图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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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白泉主编。
梁白泉，南京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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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文明史的新图像绪论第一章南方水稻文明的起源——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宁绍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
文化(先越文化)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先吴文化)第二章戈光
剑影的争霸岁月——春秋战国时代长江下游何时进入文明吴、越文明的形成吴、越争霸吴、越文化—
—同族相异的文化因地理条件造成的相同因同族而造成的相同吴、越文化的差异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吴
、越文化的合流吴越文化的成就第三章士族南迁与江南崛起——两汉、魏晋南北朝秦汉时代的江南东
汉的瓷器魏晋南北朝的江南江南与南京的开发北方移民潮对江南的影晌玄学思潮与六朝文化玄学的兴
起与南传文艺的自觉人的主题佛教与六朝艺术兴盛的道教六朝对外文化交流第四章重心转移中的士人
韵致——隋、唐、宋、元时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农产增多交通改善与江南商业
发展江南商业(文化)城市的兴起江南的海外商业与文化交流文化重心的南稽人才分布文艺的勃兴文人
艺术文人艺术的发展与江南的关系文人艺术在绘画上的表现文人艺术在工艺上的表现第五章雅俗相得
的江南风尚——明、清时代文化教育的发达市民文艺与文人文艺风尚的结合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学明清
时期的江南绘画明清时期的江南工艺美术余风吴越地区大事年表图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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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自古便是由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经长时期的交融、交流组合而成，各地
不同的文化特质不断为中华文化的母体注入新的元素。
而位处中国东南部，湖泽处处、河网纵横的吴越文化，则以清雅灵秀，柔润细腻的文化气息为代表，
成为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越到晚近，越为重要。
而这支水乡文化，在千百年来凭借各支川流交错的河道，以及无边无际的海洋，建立一个家给人足、
地灵人杰的人间稀境。
　　吴越，相当于今天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周边还包括了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西东
部等地区。
这里亦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南。
吴越一词，始自春秋时代，当时位于此处的两个强国——吴国(约在今江苏一带）和越国（约在今浙江
一带)，都因曾成为中原的霸主而名闻于世，于是后人便以吴越来称呼这个地方。
　　位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是中国著名的水乡。
由于这个特点，古代曾流传一个有趣的神话：共工氏和颛顼为了争位而打仗，其间共工氏怒触不周之
山，结果撞斜了支撑天空的柱子，又弄断了联系地角的绳子。
天空因此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都集拢到西北；东南的土地却下洼，百川河水都汇流到东南方去(《列
子·汤问》。
虽然这个故事是神话，但是江南地区河川交错、水道纵横，却是事实。
除了有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经外，更有由陨石撞击或从浅海封闭而成的太湖、源于安徽南部黄山山系
的钱塘江和蜿蜒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河。
世界上的文明，每每是在河谷、水源一带出现和发展，故此，吴越地区的一湖，太湖)、两江(长江、
钱塘江)、两海、黄海、东海，这几个联成一片而又具有不同形态的水域，无疑是吴越文化之母。
古人　　也领悟到这些水系的重要性，所以太湖便有“包孕吴越”之称。
　　按古代典籍记载，吴越地区早已居住了不少原始居民，包括有太吴、少昊、共工氏和蚩尤，稍后
又有东夷、荆蛮、百越等各族在这里生活。
若参照考古资料，早在三十万年以前，南京市汤山镇所在地区便已出现了人类的踪迹。
到了大约一万年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吴越文化便曾大放异彩，这里种植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
，对中国此后南方的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中国最著名的工艺——漆器，亦于此时面世；玉璧和玉琮
在传入中原后，便成为商周时最重要的礼器。
　　吴越地区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是春秋时的吴、越两国崛起之世。
其中吴国的吴字，与古“鱼”字音义相通，有人认为，这是与吴人身处多水之地有关，可见水对当地
影响之大。
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先后凭借强大的国力，一度登上中原盟主宝座；同时在文化创造
上，吴越的青铜兵器铸造技术，在当时亦是一时无两的。
　　吴越文化从某种性质上可说是水文化，表现为对水的搏斗、依赖和利用：防水而造堤坝，征服水
而筑桥梁和造舟楫，而农地的灌溉亦需仰赖不息的水源。
除此之外，当我们回顾江南的历史，便可发现水对吴越文化有更深刻的影响。
无可否认，把中国划分为南北的长江天险，是江南文化从秦汉时期的低潮中复兴过来的重要因素。
由东晋立国到南宋偏安江左，不少衣冠文士、世族翘楚，为了逃避中原的战祸，都迁到长江荫护下的
江南去。
凭借这些人才，划江而治的汉人政权，得以大力开发江南，结果使江南的经济、文化飞快发展，并随
即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地区。
　　由于吴越文化和水有密切关系，在审美观上亦处处流露出蕴藉、流动、和谐的性格。
例如吴越人士因摹仿水的清音，而有丝竹之盛；至于与北方苍劲雄浑山水截然不同的江南山水，则　
　孕育出清秀柔润的江南文学和山水画；小巧致的江南园林，往往引水掘池，以求引景入园，倒影生
辉，故有“无水不成园”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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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饮酒晶茗嗜好的盛行、对紫砂茶壶的讲究等，亦无一不是与水结缘。
水为江南带来了繁盛的经济实力和优雅的文化内涵，江南也借此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
誉。
　　另一方面，江南东面濒临大海，更容易接触海外文化，扩阔视野，这对吴越文化亦有重大影响。
吴越地区居民很早便具有非凡的海上航行能力。
在夏代时，中原势力的东进，曾把东面沿海部分土著越人挤开，其中一些向北迁徙到朝鲜、日本；另
一些则向东南沿海移到中南半岛，这就是学者们认为的“越人的扩散”。
更有学者指出：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甚至大洋洲美拉尼西亚、玻利尼西亚的海上诸岛文化，与被称
为“南方舟楫之国”的吴越地区一样，都使用有段石*、印纹陶器等，故此吴越文化与这些地区应已
有联系。
　　春秋时越国的版图，有内越、外越之分，其中外越便包括了台湾、澎湖，甚至中南半岛在内。
日本从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过渡时(约当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期间)，亦含有江南文化的因素，
这些文化因素，并非如以往认为是经朝鲜到日本，而是由海路直接传播过去的。
这样看来，三国孙吴派舰队去台湾、澎湖，隋唐时代日本使节和大食商人多从扬州登陆来中国，都是
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唐宋之世，是海上丝绸之路大为兴盛的时代。
唐代的扬州、宋代的杭州等，皆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著名商港。
东至日本、西达阿拉伯的商旅，不断经江南等地到中国营商。
此后，海上丝绸之路更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商业、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明、清时民间的大规模海外贸易，以及近代上海能够率先接触西洋海外文化，开始中国社会近代化的
历史进程，其实都与江南沿岸的汪洋大海有关。
　　自近代海洋文化登台以来，东南沿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能量发射中心。
吴越文化中创新、开放、求实、善于应变的传统，将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吴、越争霸　　吴、越两个国家建立之后，逐渐在互相竞争的情况下，先后强大起来，尤其
在周室衰微、列国争霸的春秋时代里，吴、越先后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这两个国家兴起迟，鼎盛期也短，但它们的功业，使这个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号召中原的地位，
为这个地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国在春秋时开始崛兴，其后吴王阖闾在公元前512年，北向灭了徐国，又于十年后大败强大的楚
国，攻破了楚人经营了四百年的首都郢城。
而越国国力亦在同期强盛起来，且于公元前496年，击退了吴王阖闾来犯。
阖闾之子夫差为雪前耻，便起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只好向吴国请降。
自此越王勾践便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储蓄力量。
当吴王夫差在黄池(河南封丘县西南)之会登上中原霸主之位时，越国便乘虚伐吴，大破吴军。
吴国最终在公元前473年，灭于越王勾践之手。
而越王勾践亦在徐州之会中，成为春秋时代最后一位霸主。
越国风光时代延续了一百年，直至公元前334年，亡于楚国。
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争霸，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史实之一。
吴、越两国因而被世人熟悉。
由于以往世人多着眼于两国的霸业，反而忽略对两国文化的认识。
　　吴、越文化——同族相异的文化　　因地理条件造成的相同　　吴、越两国尽管在春秋时代是死
敌，但在文化上却十分相近。
例如居住干栏式建筑、水稻农耕的生产方式、累土为坟、善造舟船、手工技艺(晒盐、蚕桑、制漆、烧
制印纹陶器和原始青瓷）等，都是吴、越共有的文化现象。
这固然与两国接壤、地理环境相近和春秋时经常接触有关，但造成吴、越文化相近的更重要原因，是
吴、越两国来自于同一个民族。
因同族而造成的相同　　关于吴、越两国族属的问题，不少学者进行过不少研究和讨论，并有各自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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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有属于荆蛮族、苗族、东夷族和越族等不同看法；而有关越国族属的说法亦同样分歧：夏人说、
楚人说、徐人说、三苗说甚至有南洋马来人说。
但从吴国和越国一些主要的文化特点看来，吴、越两国似属同族，亦即是说，同为越族为主体的国家
。
而在同族的基础上，两者的文化亦有不少共同之处。
　　首先，吴、越两国人民使用相同的语言。
《吕氏春秋》等文献中说吴、越是“言语通”，《吴越春秋》亦有“吴与越同音共律”的记载。
从考古上亦可看出吴越同语言的现象，越语是“一字是合多音胶着而成”，与中原一字一音不同，在
安徽出土的一把“&王大子姑发^反剑”，考古学家认为是吴王诸樊的剑，因为“姑发^反”是越语的
原音记录，诸樊则为单音节中原汉语的拼写。
吴国人习用越语，由此可见一斑。
　　“断发纹身”是吴、越两国同样流传的习俗。
所谓断发，是剪短前额的头发，于脑后束髻；纹身则是在身上用针或石块等刻划花纹，涂以色料。
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断发纹身”可说是吴、越人最突出的标志。
《左传》记载吴国的始祖，亦即周文王的伯父太伯，迁徙到吴地后，即断发纹身以示从俗。
越国人亦有类似记载，《墨子》便说越王勾践是断发纹身的。
越国使者诸发出使梁国时，更因越人断发之俗与中原礼仪不合，而和梁臣韩子辩争。
吴、越地区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纹身束髻的人像，正是这种吴、越风俗的反映。
　　　　江南的兴盛，除了因为江南是南朝帝都所在，更决定性的原因是北方的大批移民南下，强化
了江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原的长期战乱和分裂，再加上长江掩江南六朝政权，北方士族遂以江南为逃避北方战祸的好地方。
江南也凭借这些北方的移民，得到一次凝聚力量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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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自古便是由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经长时期的交融、交流组合而
成，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质不断为中华文化的母体入新的元素。
而位处中国东南部，湖泽处处、河网纵横的吴越文化，则以清雅灵秀、柔润细腻的文化气息为代表，
成为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越到晚近，越为重要。
而这支水乡文化，在千百年来凭借各支川流交错的河道，以及无边无际的海洋，建立一个家给人足、
地灵人杰的人间稀境。
　　吴越，相当于今天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周边还包括了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西东
部等地区。
这里亦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南。
吴越一词，始自春秋时代，当时位于此处的两个强国——吴国(约在今江苏一带)和越国(约在今浙江一
带)，都因曾成为中原的霸主而名闻于世，于是后人便以吴越来称呼这个地方。
　　位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是中国著名的水乡。
由于这个特点，古代曾流传一个有趣的神话：共工氏和颛顼为了争位而打仗，其间共工氏怒触不周之
山，结果撞斜了支撑天空的柱子，又弄断了联系地角的绳子。
天空因此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都集拢到西北；东南的土地却下洼，百川河水都汇流到东南方去(《列
子·汤问》)。
虽然这个故事是神话，但是江南地区河川交错、水道纵横，却是事实。
除了有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经外，更有由陨石撞击或从浅海封闭而成的太湖、源于安徽南部黄山山系
的钱塘江和蜿蜒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河。
世界上的文明，每每是在河谷、水源一带出现和发展，故此，吴越地区的一湖(太湖)　、两江(长江、
钱塘江)　、两海(黄海、东海)这几个联成一片而又具有不同形态的水域，无疑是吴越文化之母。
古人也领悟到这些水系的重要性，所以太湖便有“包孕吴越”之称。
　　按古代典籍记载，吴越地区早已居住了不少原始居民，包括有太昊、少昊、共工氏和蚩尤，稍后
又有东夷、荆蛮、百越等各族在这里生活。
若参照考古资料，早在三十万年以前，南京市汤山镇所在地区便已出现了人类的踪迹。
到了大约一万年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吴越文化便曾大放异彩，这里种植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
稻，对中国此后南方的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中国最著名的工艺——漆器，亦于此时面世；玉壁和玉
琮在传入中原后，便成为商周时最重要的礼器。
　　吴越地区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是春秋时的吴、越两国崛起之世。
其中吴国的吴字，与古“鱼”字音义相通，有人认为，这是与吴人身处多水之地有关，可见水对当地
影响之大。
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先后凭借强大的国力，一度登上中原盟主宝座；同时在文化创造
上，吴越的青铜兵器铸造技术，在当时亦是一时无两的。
　　吴越文化从某种性质上可说是水文化，表现为对水的搏斗、依赖和利用：防水而造堤坝，征服水
而筑桥梁和造舟楫，而农地的灌概亦需仰赖不息的水源。
除此之外，当我们回顾江南的历史，便可发现水对吴越文化有更深刻的影响。
无可否认，把中国划分为南北的长江天险，是江南文化从秦汉时期的低潮中复兴过来的重要因素。
由东晋立国到南宋偏安江左，不少衣冠文士、世族翘楚，为了逃避中原的战祸，都迁到长江荫护下的
江南去。
凭借这些人才，划江而治的汉人政权，得以大力开发江南，结果使江南的经济、文化飞快发展，并随
即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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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水乡素有天堂的美誉，这里无论是秀润俏丽的山水，还是高雅玲珑的园林建筑，都流露出使
人悠然神往的灵秀韵味。
除此以外，江南精巧细腻的工艺品，画中有诗的文人画，以至蜚声国际、淡雅温润的瓷器，都会渗出
这种与中国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气韵。
江南最大的特色是川流交错，吴越文化的发展，也一直离不开水：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便凭借
充沛的水源栽种水稻，同时，为了防潮和通风，中国最早的木构房子－干栏式建筑，亦在当时出现。
把中国划分成南北两半的长江，魏晋以来，便保护着江南，使江南成为历代中原人士的避难所，这加
快了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使其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江南秀润清丽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清秀细腻、富于诗意的江南文人风尚，明清时，这种风尚无论在文
学、书画和工艺美术上，都成为江南，甚至全中国的主流。
此外，东邻大海的江南，更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远销西亚的瓷器和日本的饮茶风俗，都由
这里输出国外。
到了近代，江南仍是中西文化互相冲击、交流的前哨。
在江南的文化历程中，碧波荡漾的江南水，一直为江南灌注文化活力，由古到今，从未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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