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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艺术是文化形而上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形象思维特征最鲜明、最有表现力的文化类型。
越地向以文艺著称，越文学艺术是中国文学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南文化中最古老、最富
有艺术灵性和创造性的一部分。
在越地这个地域空间舞台上，人们受山川风土之感发，地域文化精神之感召，与天地自然悠然心会，
所创造累积的精神艺术产品最终汇聚成的璀璨的历史长河，一直流淌至今。
其间有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名家、流派、风格，最终成为引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
。
本著借助于“文化场”的研究视角，以史前至近代为时问维度，以越国时期的基本疆域为空间维度，
以地域文艺特征的辐射与影响面为基本着力点，对越地文学艺术的发生、崛起、发展、鼎盛和流变进
行了系统的梳理；运用史论并举、点面结合的方法，对带有规律性的区域文艺现象进行了剖析，如越
地山川、风俗对越地文艺创作的影响，越地哲学思想对越地文学艺术的渗透作用等，力图展示越文学
艺术的文化个性，凸显其在推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巨大贡献，并置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坐
标体系中给予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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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场”现象(二)地域“文化场”中的越文学艺术(三)越文学艺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二、越文学艺术发
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一)越文学艺术的发生阶段(二)越文学艺术的转型发展阶段(三)越文学艺术的鼎盛阶
段(四)越文学艺术的持续影响阶段三、越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一)生存环境和文化行为(二)生活方式和
思维方式(三)越文学艺术的特质和建树第二章 于越艺术文明论一、现代考古学视野中的于越原始艺术(
一)于越史前文明(二)于越原始艺术的种类及其表现(三)于越原始艺术的审美价值二、民间文学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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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一)良渚时期的原始书法(二)形制独特的书法雏形——鸟篆第三章 越地文学发生论一、越歌：越
地文学的肇始(一)中国诗歌滥觞的多元性(二)古越语与越歌二、《会稽刻石》与中国碑铭文学的形成(
一)《会稽刻石》产生的文学背景(二)《会稽刻石》的碑铭学特征(三)《会稽刻石》与越地民俗之关系
三、越地论说文的发轫：“度越诸子”王充的《论衡》(一)会稽郡斯文之风的兴起(二)“异书”《论
衡》的文学思想四、越地史传文学之鼻祖：《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一)东汉越地郡书编纂之风/(
二)《越绝书》《昊越春秋》的文学特征第四章 越地文学艺术崛起论一、越中士族文化的形成(一)越地
文化的另面(二)东晋士风文风的转变二、王羲之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一)王羲之书法(二)王羲之的雄
逸书风(三)二王书风之比较三、《兰亭诗》与玄言诗在越中的传播(一)魏晋清谈与玄言诗的滋生(二)以
《兰亭诗》为代表的玄言诗四、谢灵运与中国山水诗的兴起⋯⋯第五章 越地文学艺术展论第六章 越
地文学艺苑鼎盛论第七章 走向世界的越地近、现代文学主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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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们借助于“文化场”的研究视角，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
首先，“文化场”是一个以文化特征为核心的、动态发展的地域平台，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所构成的
有机整体，包含了时空诸多因素的概念。
地域“文化场”通常不能以行政区域人为地进行划分，而是以历史上人类生产生活等等众多方面的共
通性为结点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特征的人文状态来区分的。
借助于“文化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比较完整地解释特定地域背景下文化发生发展、变化融合的过程
，借此建构有普适意义的研究新范式。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之所以提出“文化场”的概念，并不是想就此模糊地域文化区之间的界限，而是试
图解决地域文化研究中常常面临的一些动态复杂而多变的问题。
以地域“文化场”为视点，审视取舍某些现象，可能会对传统的地域文化观和所持的尺度产生解构，
但我们认为它在目前的地域文化研究中确实能起到删繁就简、摆落枝叶、突出主干的作用。
我们认为地域文化的存在就是一种“场”态存在，以“文化场”及其特征为中心，可以勾勒地域文化
动态的、全景的画面。
或许从某一局部的范围看，它的边缘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但就整个区域文化的场景看，它却是清晰
的、完整的。
犹如七色彩虹，也许难以划分色与色之间的临界线，但并不影响它整体色彩的层次和个性。
其次，“文化场”是一个纯粹地域性的视角，也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地域文化研究中，文化特征是维系“文化场”的向心力，人物是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是最重要最
活跃的因素。
地域文化研究中的诸多人物其文化事项往往存在着超地域因素。
历史上大规模、小范围的人口迁徙和移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地域文化不能简单地划地为界，必须
仔细地考察以地域为背景的“文化场”运动过程中的轨迹。
地域孕育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人物身上也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文化活动的半径不可能完全囿于同一地域。
人物超地域的流动而产生的地域文化形态变化，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
地域空间的局限性和人物文化活动的超地域性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借助于“文化场”，我们可以从
一个纯粹地域性的视角，去研究各种人物在不同地域舞台上的表现，包括他们的生存方式、文化行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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