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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越学（第1辑）》集中展示了越学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越学与各其它地域文化研究的
交流，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为地域文化和地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精神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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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地域文化新视野文化和原创文化地域文化研究对谈录曾国藩的湘军与浙江越中名士文化论胆剑精神—
—越中名士文化精神谱系之一曾巩与越州“国眼”的鉴定之道——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方法研究从《中
国小说史略》看佛教对鲁迅思想的影响越地思想与学术研究异端：越地文人的学术思想传统浙江儒学
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试论阳明学“心即理”说论刘宗周晚年思想中的“独体”概念化念归心：刘宗周与
朱子、阳明之辩难及其工夫特点越地文艺研究“万年台”，中国戏曲文化发展的见证——我国古戏台
的现状和人文价值概说“咏絮才女”的雅量与酸涩陆游诗中的“江南”意象追寻一种文化敏感——陆
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解读越史研究越文化的渊源、流变与意义——东方现代性的萌芽与发生于
越族的流散说说《越绝书》的作者论陶成章的历史地位文史考据谢灵运《山居赋》南北两居考“永嘉
四灵”生平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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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冯：文化区是历史上形成的，但也是不断变迁的。
其核心和边缘在不断地伸缩，它与不同时代形成的行政区划之间不能打等号。
但是行政区划和文化区之间又有某种联系。
就这套丛书（指冯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大系》）来说，当时还考虑到主要作者的申报，我们原来是
想把云贵放在一块，后来他们谈了很多理由，贵州文化和云南文化差别还很大，所以后来把它们分开
了。
陈：判定一个文化区能不能成立，是不是要有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为依据？
比如荆楚文化和广西文化，是因为有几个文化要素显然不同，我们才将其划为两个文化区。
湖南和湖北原来属于一个大的楚文化区，现在有分野的趋势，湖北的叫莉楚文化，湖南的叫湖湘文化
。
这种分野是历史上就有，还是现在制造出来的？
还有待深入论证。
吴越文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吴越是相邻的，过去我们统称为吴越文化，很少把吴文化和越文化分开
。
但是近年来，因吴越属于不同的行政区，为了发展自己，便突出各自的特点。
于是，江苏省讲吴文化，浙江省讲越文化。
同一个文化区内，还可以分得很细，学者通常将以绍兴为核心区的越中文化与以杭州为中心的文化区
分开来，认为这两个地方文化差异很大。
其实，杭州和绍兴只相距百把里，坐汽车还不到一小时。
我想问一下冯先生，作为一个文化区，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文化因子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再则，文化是发展变化的，中华文化有几千年，在同一个地域内，也有很多发展变化，我们确定一个
文化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以哪个时代的文化为基础，这好像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这一年来，我在浙江省待的时间比较多，越文化基本上是以古越国的文化为基础的，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越王勾践时代的文化。
但越国被灭亡后，越王的子民都流失了，现在越地的居民主要不是古越国居民的后裔，多是东晋时从
北方逃到南方来的北方人的后裔。
文化内涵也因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居民的流变，造成文化的流变。
尽管如此，越地的居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传了勾践的这份遗产。
地域文化应该有一个中心区，这个中心区，应是比较明确的。
越文化以绍兴府作为它的核心区域，这不成问题，问题是边缘区，就难说了。
通常说的越中文化不把浙南、浙西放进来，顶多涵盖浙东，但浙东的宁波又被排除出去了，所以就出
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
绍兴搞了一个《越中名人谱》，陈亮、叶适没有收进来，因为陈亮、叶适是永嘉、永康地方的人，这
两个地方不属于绍兴府。
其实这两个地方，离绍兴不算远，而且，在古代，它们的文化形态基本上是相同的。
湖州出了一个大名人赵孟频，赵孟频也没有进入《越中名人谱》，湖州离绍兴是很近的，其原因，有
人说，湖州属于吴文化圈。
冯：文化区是有级别的，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的角度来把握。
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国首先可分作东、西两部。
从黑龙江的爱晖到云南的腾冲之间作一连线，东半壁是向太平洋倾斜的低度高原、丘陵和平原，季风
气候使之干湿交替、季节分明，数千年来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繁复的典章制度和精深的艺文哲思；
西半壁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干旱性气候，自古以来繁衍着粗犷奔放，富于流
动性和生命活力的游牧文明。
然后，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由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业文化亚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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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业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
、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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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越学(第1辑)》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越学（第一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