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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山水的审美价值一经确立，便迅速地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
从魏晋开始，文人们在抒深情、寄玄思中都表现出对自然山水的极细腻的体味，他们多是以一颗诚挚
的心通过诗与画与自然山水螎合与交流。
在人类对自然的复杂关系中，江南山水是唤起人类对自然亲情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一种修复人与
自然不和谐关系并加强人与自然依恋与同一关系的力量。
意境理论由王昌龄提出，由王国维得以完善，他们两人都有丰富的江南生活阅历，江南山水在他们思
考美学问题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历代文士在其艺术实践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时都对
江南山水有很大程度的依赖。
文人的追求和喜好左右着中国的园林建筑，而文人的追求和喜好又多根源于江南山水的柔美姿韵，可
以说中国的传统园林主要是江南山水的人化或象征形式，处处不脱离阴柔的格调。
江南山水不仅丰富与美化了世俗生活，而且成就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终极关怀，他们把江南山水作为摆
脱情欲物累构建安身立命之所的根据。
如果没有江南山水，不知多少人的精神生命将成为无家可归的幽灵与游魂。
在当代人类追求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生活理想时，江南优越的地形、地貌条件显得尤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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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姐绣鸳鸯针戳手，郎看姐姐船要横。
&rdquo;①这首吴歌按照普通话发音是不押韵的，但若以吴音来唱，则行、鸯、横却是押上了韵脚。
　　大凡听过吴地女子以吴语讲话的人，无不为其声音之美所感染，吴音大概是中国各地方言中发声
最优美动听的。
《世说新语&middot;言语》载：&ldquo;桓公问羊孚：&lsquo;何以共重吴声？
&rsquo;羊日&lsquo;当以其妖而浮&rsquo;。
&rdquo;从这则材料中可以见出，在春秋时期吴音就已经被公认为一种很有魅力的语言，但吴音终究也
没有成为官方语言，这恐怕与它的&ldquo;妖浮&rdquo;有关。
何谓&ldquo;妖浮&rdquo;？
&ldquo;妖&rdquo;在字典上可找到与&ldquo;媚&rdquo;相合一的解释。
而吴音之媚又因多水而润泽，讲话的人出口清脆而流利，听话的人人耳清远而润泽，不觉间有飘飘然
之感，故谓之&ldquo;浮&rdquo;。
比起北音之铿锵有力来，吴音少了些力度，多了些软韧；少了厚重，多了清脆；少的是短促平直、言
简意赅，多的是纡徐缥缈、缠绵雕琢，也就是说，吴音具有更大的审美价值，但在实用性上并不占优
势。
吴歌多采用吴语词汇，而吴语之风格是轻柔悠扬、婉转娇清，因而吴歌也秉承了这种特点。
如吴音中最常用的人称代词&ldquo;侬&rdquo;，男子读来亲切、温婉，而女子读来则十分妩媚动听，
歌云：&ldquo;诈我不出门，冥就他侬宿。
鹿转方相头，丁倒欺人目。
&rdquo;（《读曲歌》其四十八）这首吴歌是以一位女子的身份唱的，歌词意思是：骗我说不出门，晚
上却到别人那里过宿。
转动不定就像&ldquo;方相&rdquo;的怪头，颠三倒四骗人耳目。
这里的&ldquo;他依&rdquo;指别人，是吴语&ldquo;别侬&rdquo;的变用，相比较而言，北语中
的&ldquo;他人&rdquo;表意更为清晰，而&ldquo;他侬&rdquo;则听起来更温婉、柔美。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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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海庆编著的《江南山水与中国审美文化的生成》比较好地运用了人文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了江南山水
与中国审美文化生成的关系，论述了江南特定的气候、土壤、地形、风俗与其特有的审美文化乃至整
个中国审美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书不仅论述了地理环境与审美的直接关系，而且透彻地分析了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
以及此种关系对审美与文学产生的影响，阐明了社会文化作为地理环境与艺术审美之间中介的巨大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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