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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赋予江南
的美有两类

美学有两种，一种是概念的、推理
的、理论的；一种是直观的、灵性的、生
活的。东方更推崇的是第二种美学。东
方美学中江南美学最重要的亮点是
水，水是一种直观理解力与整体感。比
如有“古道西风瘦马”与“小桥流水人
家”的区别，“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我们
江南最美的。 “胡马秋风冀北，杏花春
雨江南”， 古代北方金戈铁马，“胡马”

的概念只能在北方出现，“春雨” 描述
了江南一定是有水的。

关于 “水与江南的美学 ”有两种
分类，一种是艺术人文的美，是书画、

音乐、建筑、园林等为对象的；还有一
种是生态自然的美， 是融入式的 、生
活的。

水跟江南的艺术人文紧密关联 。

讲到江南的哲学， 讲到中国南方的哲
学，“上善若水” 是中国道家最重要的
哲学； 讲到中国的诗歌就会讲到山水
诗， 浙江永嘉谢灵运开创了中国文学
史上的山水诗派， 在世界历史和世界
艺术史上， 西方的山水诗要落后中国
山水诗差不多一千年， 山水诗是江南
重大的文化成就；讲到美术绘画，一定
会讲到水墨画， 水墨画就是在江南发
现的，五代开始出现了水墨山水，烟雾
蒙蒙的江南才会有水墨的山水； 讲到
中国戏剧，就会讲到百戏之祖的昆曲，

昆曲又叫水磨调；讲到书法，一定会讲
到王羲之 ，讲到 《兰亭集序 》，曲水流
觞，与水有关；讲到江南音乐一定会讲

到山水清音，讲到《潇湘水云》；讲到中
国园林，“水随山转，山因水活”，这是
江南园林的造园艺术， 一定不能离开
水； 讲到小说一定会讲到 《红楼梦》，

《红楼梦》 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曹雪芹的祖先
在南京做官，长期受江南文化影响，他
笔下的“大观园”原型大多来自江南苏
州园林。

水跟江南的生态自然美也紧密相
关。水乡是中国江南独一无二的，是华
夏文明千年修行而来的一?善果 ，是
中国之“血脉”“脂膏”。有了水乡，才有
真正的男耕女织、渔樵农桑，才有真正
的江南奇迹， 才有真正的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人跟自然成为共同体。 “小
桥流水人家”， 江南人生活的温馨、灵
秀、细腻都是跟水乡有联系，描绘出和
平安宁的生活， 即入世又超世的一种
生活理想。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处水乡

未来新大都市的展望，“返者道之
动”，就是返回到自然。 中国人讲的这

?自然，不是那种原生态的自然，而是
通过一种现代化的人工回到自然。 水
乡是江南非常重要的遗产。

关于生态的水乡， 不仅是外在的
风景，更应是内在的风景。水乡具有一
种精神品行，清莹、平静、安宁、柔情。

我曾经提出一?观点叫 “像水乡一样
思考”， 因为每?人心中都有一处水
乡，它是城市的修复所，是现代文明的
退守处，要像爱一?人那样去爱水乡。

江南经典文学与水关系紧密。 在
我们的文献、 经典中，“江南” 早就有
了。 “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屈原当
初在湘江边上的话，最早出现在先秦时
期，那时候江南这?概念很大。 中国最
早的关于秋天的意象，就是屈原在他的
《九歌》里面说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
兮木叶下”。 “江南可采莲”来自汉乐府
《江南》，这是一首描绘美好水乡、活泼
且充满着民间喜气的爱情诗歌。

《雪夜访戴》是中国古代名士潇洒
自适的经典人生观，“乘兴而来、 兴尽
而去”。 “剡”是一条水路，王子猷一路
划船去，如果没有这条水路，他就感受
不到一路上那种“兴尽而去”的风景。

袁宏年少家贫，但非常有才华，曾经受
雇替人运送粮食， 适逢镇西将军谢尚
坐船出游，袁宏吟咏自作《咏史诗》，赞

叹不绝，二人十分投合。真正有文学才
能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谢尚识袁
宏”的故事也就此成为千古美谈。

王昌龄的诗歌 ，“洛阳亲友如相
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玉壶是冰清玉
洁的人格象征，因为他是在水边相送，

来表达为官者的美好情操和高洁人
品。 王维的诗歌，“唯有相思似春色，

江南江北送君归”， 只要有水在的地
方 ，就会传播情感，就会传播友情，一
层一层水波传递给朋友无限的相思 。

李白的诗歌，“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
长江天际流”，也是用水来表达对朋友
的相思。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欲问
行人去那边？ 眉眼盈盈处。 ”这?词写
出了江南的人和山水、 山水和人之间
的美妙融合。 整?江南的山水和整?
江南的人， 气质永远在一起， 生活儒
雅、清莹透明。

诗歌里有中
国文化的灵魂

《春江花月夜》在世界文学史上很
独特。 因为张若虚只凭这一首诗就足

以成为大家。 如果我们把唐诗比喻成
一顶皇冠，《春江花月夜》 就是皇冠上
的明珠。 诗歌前面八句写出了一种永
恒的美，烂漫、高华，它是一种绝对的
美。接下来八句，已经是另外一?意思
了。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
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
人？ ”他说在人和宇宙的关系面前，人
不是因为宇宙本身而美， 而是宇宙因
为人的情感而美。 “白云一片去悠悠，

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
处相思明月楼？ ”如果没有相思，如果
没有扁舟子，如果没有诗赋，没有无穷
无尽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宇宙就会变
得孤独、空渺、隔绝，所以人跟宇宙在
这里就关联起来了， 就像无处不在的
月光和无处不在的水光一样， 人和宇
宙之间和谐共生。 “昨夜闲潭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
潭落月复西斜。 ”宇宙不是空洞的、隔
绝的、冷冰冰的，而是有人的情感。 “不
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写
出了一种水波荡漾后的无限情感 ，永
远无尽的相思。 诗歌里有非常丰富的
哲学，有中国文化的灵魂，这才是我们
的江南美学。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
身教授）

江南的开放
形势跟潮水一样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 ”这是唐朝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
夜》诗中的名句。历史上长江的出海口
在不断地东移，但是江海相连的开放气
势古今无异。 浩浩的长江，前面是一望
无际的大海，一轮明月在海潮中上下浮
动，这是多么宏伟的气象。 用来形容江
南开放包容的特点是非常确切的。

回顾历史， 江南的开放形势就跟
潮水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
化中心原本是在中原，即河南、陕西一
带。 在秦汉时期， 江南是很落后的地
方，地广人稀。 但两晋以后，北方人口
一次次向南迁移，我们称之为“衣冠南
渡”。 “衣冠南渡”主要有三次：第一次
是东晋以后； 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乱
后；第三次是南宋以后。唐代刘禹锡在
《乌衣巷》 诗中说，“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 ”王、谢就是从北方迁
到南方来的士家大族。 这一次又一次
的迁移， 就是江南开放包容的具体体
现。大批的北方人来到南方，北方的文

化与南方的文化交融，北方的农业技术
也带到了南方，于是加速了南方的经济
开发和文化发展。之前江南落后最关键
的原因是水患， 一旦人们把水患治理
了，这?地方就成为鱼米之乡，适合生
存。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广泛联系海外，

发展商品经济，使得江南成为全国经济
文化中心。这是我们讲江南开放的一种
表现，就是对内地人口的开放。

还有一种开放是对外开放。 中国
历史上凡是偏向于东南的政权， 都比
较重视海上贸易。三国孙吴重视海洋，

造船、航海都较发达。 从唐代到清代，

江南地区是进行国内国际贸易的重要
地区，扬州、江阴、青龙镇、刘家港、温
州、乍浦、上海、宁波等港口，都处于江
南地区。从这些港口此兴彼衰、交替发
展的情况可以看到， 这是大一统中国
进行区域经济联系与文化融合的需
要， 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
界互通有无的需要， 是江南开放特点
的一?重要表现。

对外来文化
持开明态度

江南还有一?特点， 就是对外来

文化持开放开明的态度。 今天中学数
学所学的几何，点线面、对角、锐角等
这些词都是徐光启翻译过来的。 他翻
译了很多书， 对待外来文化持有非常
开放开明的态度。徐光启说，中国要想
超过西方，第一步必须要翻译，第二步
是会通，第三步是超胜 ，有 “翻译—会
通—超胜”三步走的论述。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 江南士人走
在全国前列。如王锡阐是苏州人，西方
讲的天文学现象跟中国过去了解的不
一样，他为了看看对不对，每到晚上天
气好的时候就爬到屋顶上面去看天
象， 用天象跟西方传过来的学说进行
验证。明清之际的方以智、梅文鼎是安
徽人，他们研究西方来的文化，然后进
行中西文化交融， 在交流创新方面做
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 徐光启、 杨廷
筠 、李之藻 、王锡阐 、方以智 、梅文鼎
等，形成了江南士人探索西学的氛围。

明清两朝， 中国奉行闭关锁国的
政策，徐光启写了《海防迂说》的文章，

专门谈海外贸易的必要性。 他认为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对双方都是
有好处的。他说正常的贸易开展，能带
动整?国家经济以及沿海地区的发
展，他还讲到了上海，如果对外开放，

这?地方就会好。

清代乍浦港， 远洋航线与日本长

崎 、东南亚暹罗(?国)、?宋(?律
宾)、爪哇(印度尼西亚)、文郎(今属
印尼)等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乍浦是
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 日本著名
史书《吾妻镜》即由此港传入中国，中
国名著《红楼梦》，在乾隆与嘉庆年间，

从这里出港传到长崎。 从日本正德四
年 ( 1714) 至安政二年 (1855)的
140 年间， 中国商船运到日本的书籍
多达 6630 种，计 56840 部。

在被动开放
中有主动抉择

近代江南的对外开放集中表现在
上海。近代上海人口绝大多数是移民，

其中有 80%的人口是江南人。 人是文
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近代上
海人直接延续继承了江南文化开放包
容的特点，并有所升华。

上海最早兴办实业的， 以江南人
为主。如盛宣怀、朱其昂、张叔和等，盛
宣怀是常州人，朱其昂是崇明人，张叔
和是无锡人，张謇是南通人，张元济、

刘国钧等都是江南人。 在上海办实业
出名的，如叶澄衷、虞洽卿、陈光甫、荣
氏兄弟等，前面两?是浙江人，后面两

?是江苏人。 最早兴办现代教育事业
的，很多也都是江南人，有的办大学，

有的办小学，有的办启蒙学校，有的从
教会学校办起，有的办业余学校等，引
领着整?中国近代教育的前行。 近代
研究、学习西方绘画、雕塑艺术的，有
刘海粟等。近代最早把西方公园、园林
管理理念引进到中国来的， 也是江南
人。如 1868 年外滩公园开放。张叔和
私园公用，自办大花园，免费给大家进
来， 这是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公园管理
理念方面的先河。

江南知识分子走在近代吸纳西学
的前列。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宣传民
约论、进化论等思想，在介绍马克思主
义、留学西方等方面，江南人才济济、

成就斐然。 近代较早提出系统学习西
方的思想家，多是江南知识分子，冯桂
芬、王韬、薛福成是其中翘楚。 郑观应
在青年时期就来到上海， 长期生活在
上海， 其革新思想主要是在上海形成
的，《盛世危言》是代表作，是洋务运动
时期开放包容思想的典范之作。 毛泽
东与斯诺谈话时，曾特别提到《盛世危
言》对他的影响。至于陈独秀、瞿秋白、

陈望道、 张闻天等江南知识分子在传
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 早已为世
人所熟知。

上海广方言馆在学习外语方面 ，

成效卓著，培养外语人才甚多；江南制
造局及其翻译馆， 在仿效西洋坚船利
炮、翻译西书方面，举世闻名，翻译馆
59 ?人中绝大多数来自江苏、浙江一
带。 江南特别是上海在近代所出的外
交官特别多。 晚清同文馆与上海广方
言馆等外语学校共培养出 9 名驻外公
使，其中 8 名出自上海广方言馆。这和
江南开放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江南地区还最早建立义学， 为穷
人家小孩读书创造条件。 上海人口主
要是移民人口， 这座城市包容接纳了
他们，让他们找到了工作，让他们得到
了教育， 让他们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
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总的说来，江南地区襟江带海，海
上交通便捷， 自然禀赋卓越。 东晋以
后，历经“衣冠南渡”，文化交流，形成
开放、包容传统。 从唐代到清代，有一
群对外开放的港口。

近代江南 ， 以上海为开放基地 。

在被动开放中有主动抉择，努力学习
西方先进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与精神文化； 同时不失文化自信 ，

坚决抵抗列强侵略，努力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 、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的江南
文化。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 上
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胡晓明

水与江南美学具备七项内涵， 即：刚
柔、生杀、清浊、执与不执、隔与不隔、容与
不容、有无

如何看水在江南美学中的社会意义

春江潮水连海平：

这是开放包容的江南气象

■ 熊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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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江南历史： 萧山跨湖桥文化、 余姚河姆渡文
化、嘉兴马家浜文化、青浦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湖、河、浜、泽、渚，都离不开“水”。 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 因此有人说，水是江南文化之魂。 在上海市社联
与上海博物馆共同推出的“江南文化讲堂”上，从一
首唐诗《春江花月夜》，胡晓明教授感悟到水与江南
美学的关联， 熊月之先生则联想到江南如大海般的
开放与包容。

———编者

近代上海人直接延续继承了江南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并有所升华。 在
被动开放中有主动抉择，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不失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