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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从区域这一角度展开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各区域的发展存在着差异，且自有其独特的规律和特征。
这种地区差异性，除了体现在地理沿革、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风土民俗等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也同
样表现显著。
它不仅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上有所体现，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审美倾向、思维方式以及创作风
格等诸多方面，从而产生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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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太湖为中心、上海为龙头，北连苏、锡、常，南接杭、嘉、湖，这一地区是吴文化的发源地。
它包含在长江流域文化领域之内，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太湖地区的三山岛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曾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360平方米，出
土打制石器五千多件，发现中晚期哺乳动物化石22种，此地被考古学界命名为“三山岛文化”。
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中原周国国君古公宜父有意将王位传于三子季历及其子昌（周文王）的秘密泄
露于朝野，古公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避祸逃往江南荆蛮之地，相继在今天的无锡梅里拓荒盖屋，并
被拥立为“勾吴”小国首领。
吴人吸收了泰伯、仲雍带去的中原文化，形成了新的吴地区域文化。
及至十九世孙寿梦（前585－前561）时，国力逐渐强大。
寿梦继位初年，亲赴洛邑朝见周天子，学习王朝礼乐典章，文化技艺；并派其子季札到中原各国考察
观礼，结交良臣名将，纵论盛衰大势。
寿梦继位次年，通过重用由楚奔吴的大夫申公巫臣，以训练陆军，并首创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水军，为
强吴打下基础。
前560年，吴王诸樊由无锡梅里迁都于此，苏州地区始称“吴”。
其孙阖闾于前514年继位后，扩方圆三里之都邑为方圆四十七里的大城。
他任贤治国，吸收了以伍子胥为代表的楚文化和以孙武为代表的齐文化的营养，形成吴地文化新时期
。
前473年，吴并于越，后归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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