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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是中国申博成功六周年的纪念，再过两周，我们即将迎来中国201o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倒计
时500天的日子。
我们相信并期盼着，500多天后举办的这一盛会，不仅将把世界带回家，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的多元与
精彩，同时也将把中国展现给世界，让海内外宾客了解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为了迎接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使更多的海内外朋友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地域特色和文脉传承，
东方出版中心策划出版了“中华人文标志”丛书，分别为（《中国元素》、《江南符号》、《上海标
记》三种。
这套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展现了传统文化韵味，忠实记录了中华人文标志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中国传统元素和文化符号进行扫描、疏理和记录，丛书必将唤起人们对中华人文标志的发掘、
重视和保护，以更好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弘扬和传承中国文化。
　　借助上海世博会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文化符号、文化标记是出版这套丛
书的宗旨。
丛书整理了中国最具特色的人文标志，以此来解读这些文化背后的历史由来。
丛书中所挑选的人文标记是立体的、多维的，具有鲜活的色彩和生命，富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它们不仅带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与享受，更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及心灵深处的文化情结相契合。
它们为中华民族所独创，带有深刻的传统审美情趣和历史记忆的烙印。
但与此同时，这些人文标志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因而既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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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是一个迷人的字眼。
她秀丽而缠绵，雅致而妩媚;她秀丽而缠绵，雅致而妩媚;她眉清目秀且绰约多资，她旖旎多情又仪态
万方。
 她孕育了吴越文化，那些绿水青山和锦绣诗文，让江南成了多少人一辈子梦萦缭绕的相思之地⋯⋯    
说江南，如品茶如饮酒，姑苏小巷走不尽，丝竹声中上琼楼，人杰地灵话江南，千古人物皆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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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正文，笔名米舒，《新民晚报》高级编辑。
江苏苏州人，20世纪50年代生于上海。
先后当过工人、教师，经自学考试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
1981年考入《新民晚报》社，先当记者，后任编辑，先后执编“夜光杯”、“博闻”、“悦读”、“
花鸟虫鱼”副刊，执编“读书乐”1000期，达20年之久。
20世纪80年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第十三、十四、十五届常委，上海市政协第九届
、第十届委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同济大学对外交流学院兼职教授。
1993年荣获上海市首届韬奋新闻奖，1995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
1997年11月应瑞典外交部邀请出席第91届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2006年被文新报业集团聘为资深编辑。
先后以学者兼记者的身份访问美国、俄罗斯、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南非、埃及、法国、
英国、巴西、希腊、瑞士、土耳其、印度、西班牙等34个国家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并在马来亚
大学、墨尔本大学、大田大学、多伦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讲课。
共出版作品集173部，其中个人专著55部，主编丛书118部，代表作为《珍藏的签名本》《米舒书话》
《紫色的诱惑》《唐伯虎落第》《无边风月之旅》《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秋天的笔记》《中国侠
文化史》《世界侦探小说史略》《我走过88个城市》。
苏州“曹正文收藏签名本陈列室”为国内第一个签名本陈列室。

    曹正文于1992年至2005年先后以学者兼记者的身份访问美国、俄罗斯，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南非、埃及、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
尼泊尔、英国、希腊、土耳其、西班牙、巴西、阿根廷等32个国家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足迹遍
及五大洲。
并在马来亚大学、墨尔本大学、大田大学、多伦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演。
共发表各类文字计1000万字，出版作品集169部，其中个人专著51部，主编丛书118部。
苏州图书馆设立的“曹正文收藏签名本陈列室”为国内第一个签名本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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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何处是江南　　话说江南　　江南，是一个迷人的字眼。
她秀丽而缠绵，雅致而妩媚，她眉清目秀且绰约多姿，她旖旎多情又仪态万方。
　　对于这块风水宝地，有人称之“水乡江南”，有人称之“古镇江南”，在画家眼中，她是“水墨
江南”；在诗人笔下，她是“多情佳丽”。
　　但把江南比作绝代佳人，世人又看走了眼。
因为江南还有悠久的历史与聪颖的灵性，如果把江南比作女子，她是具有书卷气的才女，既风情万种
又才气横溢。
她孕育了吴越文化，那些绿水青山、名刹古寺和锦绣诗文，让江南成了多少人一辈子梦萦缭绕的相思
之地。
　　说到江南，我眼前便浮现出小桥流水、杏花春雨、古镇小舟、亭台楼阁、粉墙黛瓦、才子佳人⋯
⋯还有无数首咏吟江南的唐诗宋词。
唐代大诗人自居易在《忆江南》中吟道：“日出江水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张志和有首《渔女》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
”五代蜀国宰相、著名诗人韦庄曾在战乱时避祸于江南，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末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这些词不仅描写了江南有迷人景致，还点出江南人的容貌风情。
而北宋词人柳永的一首《望海潮》写杭州之美：“烟柳画桥”、“户盈罗绮”，这个自古繁华地有“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可“醉听箫鼓、吟赏烟露”，竟成了金人铁蹄南下的诱惑。
　　无论出生在江南的人，还是在江南做过官或游览过江南的人，都情不白禁赞美起江南的迷人与悠
闲。
杜荀鹤说：“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皇甫松说：“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
”张继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杜牧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林逋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王安石说：“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春风又绿江南岸。
”宋人苏轼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陆游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叶绍翁说：“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唐宋诗人吟诵江南的佳句举不胜举，江南成了诗的天国。
在这些诗词中，我们不仅领略了江南的秀色可餐，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华的江南，其淳朴的民情风
俗和浓厚的文化气息，更是牵动了无数游客的心弦，令人好生羡慕江南人天生俱来的好福气。
　　江南的地理版图　　何处是江南?江南的地理版图又如何划分?且让我们从江南的历史谈起。
　　最早的江南，是中国吴越文化诞生地，留下了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出关、范蠡与西施、干将与
莫邪的生动记载，在今日苏州虎丘山上还有吴王的试剑石，在浙江诸暨还有西施故里，而吴国人文身
之习，导致了苏绣的诞生，再往前考证，大禹曾到过浙江会稽，绍兴就留下大禹的陵园与墓碑。
　　据《辞海》释，江南在各个时代的含义不同。
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以南与湖南、江西都划入江南的范畴。
唐代时，江南为道名，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等长江以南地区，并包括了湖北、
四川、重庆、贵州一部分地区。
在明清时行政区划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一带，统称广义上的大江南，而狭义上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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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杭为主，也就是包含太湖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我认为，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浙江省与上海市，最具江南的地理特征。
　　“江南”一词，始于汉乐府。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中国的炎黄文化发展主要在北方，春秋时山东出了孔子、孟子，河南有了庄
子与老子，西安与洛阳是秦汉的首都，也就是说汉代以前，中国的文化开发与人才荟萃，主要集中在
中国西北地区。
当时的江南尚未开发，让人未识其美丽。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江南“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柳恽的《江南曲》，“永嘉文化”初显江南迷人
的才情，中国南方的山灵水秀已具面目。
唐代的江南，成了诗人墨客笔下最美丽的题材。
至宋朝，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江南日渐繁荣，明清两代，江南敞开胸怀，地灵人杰，翻开了动人的
篇章。
自此江南终于成为了中国人的骄傲。
　　本书仅以江苏省以南地区（包括具有江南特色的扬州）与浙江省为界，为读者作详尽介绍。
上海虽属江南地域，但它是一个独立的符号，十里洋场后来演变为现代大都市，另有一书详述。
江南成了上海人的乡愁，且让我写一写旖旎多姿而又风情万种的江南吧，看她是如何动人心魄，又具
有何种独特魅力。
　　第二章　江南好　　江南的山水特征　　说到江南地理特征，有人会遗憾。
江南没有名山大川，中国的“五岳”不在江南，美丽的黄山与雄奇的庐山也不在江南，但江南的山，
秀丽中显雄伟。
南京的钟山与紫金山面对长江，镇江三山鼎立，金山、焦山与北固山皆气势不凡。
苏州有天平山、灵岩山、虎丘山，各显奇姿。
浙江多山，群山起伏，连绵不绝。
山不在高，有景则灵。
浙南的雁荡山奇峰林立，浙西的烂柯山与江郎山景致秀丽，浙东的普陀山是海天佛国，浙北的莫干山
是清凉世界，浙中的天台山更是美名远扬，还有雪窦山、大明山、仙华山、鹳山，龙王山、玲珑山⋯
⋯江浙两省的山不以高大见胜，但在山峦连绵、丛林密布之中，有名刹古寺，有飞瀑横泻，有名人碑
刻，有亭台楼阁，可驻足玩味，令人流连忘返。
　　说到水，江南得天独厚，太湖像一串晶莹闪光的珍珠，把苏州、无锡、宜兴、湖州串连了起来。
沿湖诞生了一个个水乡古镇，每一个古镇因水而婀娜多姿，平添了几多风采。
西湖之美，美得醉人，东坡之诗“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已道出了西湖晴时妩媚，雨亦
奇丽的风采。
江浙两省还有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小河湖泊，如知名的南京秦淮河与莫愁湖，扬州的瘦西湖，淳安的
千岛湖。
而那些不知名的小河亦缠绵动人，在苏州，在绍兴，无数条小河川流不息，沿河人家探头张望，只见
水波粼粼的流水中飘荡着小舟，摇橹的江南女子唱着渔歌，那景致很悠闲，很怡然，如入画中。
　　有水便有桥，江南是桥的天下，西湖的断桥、苏州的枫桥、扬州的二十四桥、绍兴的八字桥早已
闻名世界，去苏州与绍兴出游，你走不了多少路，便可见一座小石桥，看似寻常，其实是大有来历。
比如苏州有条小巷叫接驾桥，此处曾是皇上寻访之地。
　　江南佛寺与古庙是不胜枚举的，衢州有南孔庙，苏州有玄妙观与寒山寺，南京有鸡鸣寺与栖霞寺
，扬州有大明寺，普陀山有普济寺。
道佛两家香火袅袅，缭绕不绝，求仙拜佛者不计其数。
尤其是“四大佛山”之一的普陀山普济寺，更成了江南人参拜之地。
　　江南好，还在于江南工艺品巧夺天工，江南戏曲扣人心弦，江南美食天下闻名。
来游玩江南的朋友，无不在游山玩水之际，慷慨解囊购买苏州玉器、扬州漆器、宜兴茶壶、东阳木雕
，还有苏州檀香扇：杭州丝绸、龙泉瓷器⋯⋯总之，让人看花了眼，掏空了腰包，在品味江南美食佳
肴之后，在江南丝竹之声中不忍离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南符号>>

　　在江南行走，常会被江南美人所吸引。
有人说：“十步之内，必有佳丽。
”此话说得太夸张，但你细细留意，江南女子确实称得上绝对的标致，她的美不仅在于容貌端丽、身
材苗条，还在巧于打扮和一口甜糯的吴语。
她行走之间的步子是那么轻盈，那么动人，而嫣然一笑又让你感受到风情万种的美妙。
　　一方水土养一方佳丽，到了江南，你才明白江南真是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所在。
　　江南的人文精神　　江南的山水之美，不仅孕育江南的无数人才，还吸引了许多到过江南的名人
显贵。
从大禹陵、苏东坡纪念馆、唐寅墓、吴承恩故居、东林书院、胡庆余堂到中山陵，我们可以领悟到名
人行踪。
大禹、白居易、苏东坡、孙中山并不是江南人，但他们热爱江南，为江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南为
他们树碑立传，他们在江南的足迹，江南人引以为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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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丛书是对中国传统元素、文化符号、人文标记进行扫描、梳理和记录。
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展现了传统文化韵味，忠实记录了中华人文标志的发展历程，进而唤起人
们重视中华人文标志的发掘和保护，以弘扬、传承中国文化。
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标志各具特色、个性分明，勾勒出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轨迹，通过它们，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领略中华文明独特的艺术魅力，了解中国的文化命脉和地域特色，获得更为全面
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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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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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