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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所谓“江南”范围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作过讨论，其中李伯重也作过详细的讨论。
他认定的范围为北从南京（江宁府），南至杭州府的八府，多数的后辈学者也接受这样的见解。
笔者认为如李伯重将江南八府作为一个地域（rcgion）是可能的，又进一步更广泛的，如施坚雅所划
定“巨区（Macrorcgion）”中的“长江下游（Lower Yangtze Valley）”（施坚雅，1977，页212与页213
的图1），那样，江南也包括浙东沿海，也包括本文中鲁迅的农村故事发生地绍兴地区。
笔者从自然地理以及社会经济构造上的特质，将南直隶苏松常三府与浙江嘉湖两府作为一个地域。
10世纪开始低地开发的太湖流域，除湖州西部的天目山系丘陵、山间盆地和常州府西北部的台地外，
全部都是“圩田”地带，其灌溉完全不是重力灌溉（自流灌溉），而是全面依靠人力扬水的圩田灌溉
。
和杭州、镇江相比，耕地景观明显不同，因而农业的基础条件完全不同。
其次，江南五府在16世纪以后是市镇非常发达的地区，市镇史研究第一人樊树志教授与多数学者已经
进行过详细的考察。
要注意的是江南五府与邻近地域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和世界的多数文明一样，中国的
市镇形成也沿着不定期市－定期市（市期频率的上升）－每日市、常设店铺这样的发展规律成长。
江南五府是近世中国最早形成市镇网络也是市镇密度最密集的地区，但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定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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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大学历史学科有着江南史研究的传统，历史系和历史地理研究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江南研究
”开展了国际性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江南”这样一个广袤的历史空间，非常有利于我们通过古代到近现代这样一个上下贯通的研究系列
发挥历史学科的传统优势，也有利于从时间的纵向和中外地域的横向联系，来整合复旦大学历史学科
的中外关系史、中国文化史、上海史、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江南物质文化史等研究力量的群体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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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外出观剧、听书、看电影，也是近代上海人节庆活动的重要方式。
一首描写沪地过年的竹枝词称：“看戏听书与品茶，呼朋招友乱如麻。
小东门外三茅阁，举国若狂驾马车。
”①约自宋代以来，中国传统节日中已摻人不少娱乐性内容。
不过，旧时的节庆娱乐多局限于家庭、宗族、村落的范围之内，即便是大型的社火赛会，也多属非营
利性的自娱自乐形式。
而近代上海人节日外出寻乐，活动范围已扩至全市，且多携妻带儿、呼朋邀友，群体前往，其活动方
式与先前不可同曰而语。
有两首描写新年看戏、听书的竹枝词唱道：“约赴梨园兴更赊，谁家出局貌如花。
京班把子昆腔曲，看到香浓便着麻。
”“闲步寻春乐未央，南词弹唱又登场。
说来倒有三分像，一种风来吃粉香。
”④近代上海作为一座工商业大都市，其戏园、书场多属营利场所，由专业演员进行商业性演出。
为招徕观众，各戏园多于节日期间上演应时戏。
时人记载：“节届天中，沪地各剧院多演《白蛇传》，此后逢七夕则演《天河配》，中秋则演《阴阳
河》及《蟾宫折桂》等剧。
”演出之际，“红氍乍展，光分月殿之辉；紫玉横吹，新试霓裳之曲。
每演一戏，蜡炬费至千余条，古称火树银花，当亦无此绮丽。
先期园主人遍发戏单，招人观赏，至是轻车怒马，蚁拥蜂喧，隔座花枝向人招展，直至银蟾彩匿，珠
凤烟消，始唱‘陌上花开’之句”⑤。
许多剧院在迎合观众的祈吉心理与欣赏口味的同时，还竭力引进西方的舞台美术，构建西式舞台，在
灯光、布景上大下工夫。
“《大香山》一剧，略有白雀寺房屋及十殿地狱等奇形，此实为灯彩戏之滥觞，然其时仅有彩切而无
灯火也。
同时文班三雅园以营业不振，乃于新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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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江南史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成熟的专门领域之一。
早自20世纪40年代起，傅衣凌、谢国桢、谭其骧、洪焕椿等先生就先后开始了江南史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为硕果竞出的领域。
日本的滨岛敦俊先生等，台湾的刘石吉先生等，上海的王家范、樊树志、周振鹤等先生，都是江南史
研究领域卓然成家的著名学者，近年来江南史研究群体中又汇聚了李伯重等一批出类拔萃的中青年专
家。
复旦大学历史学科由历史系、文物博物馆系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三个实体组成，目前正在经历一个承
上启下的重要学术转变。
本校历史学科有着江南史研究的传统，历史系和历史地理研究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江南研究”
开展了国际性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樊树志、周振鹤等先生有关江南史方面的研究论著，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在历史学科中又逐渐成长了一批研究明清江南史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成果也陆续受到了学
界的瞩目。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江南”所指有所不同。
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天长江中游以南，即今湖北南部与湖南全部；唐代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
道，江南道的范围自湖南南部直至海滨；明清以来，“江南”通常指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和浙江一带
。
这些年来，在历史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历史系的同仁一直努力在寻找贯通上下、整合自身优势的突
破点。
“江南”这样一个广袤的历史空间，非常有利于我们通过古代到近现代这样一个上下贯通的研究系列
发挥历史学科的传统优势，也有利于从时间的纵向和中外地域的横向联系，来整合复旦大学历史学科
的中外关系史、中国文化史、上海史、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江南物质文化史等研究力量的群体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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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与中外交流(第3辑)》：复旦史学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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