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朝历代编了很多方志，很多

方志里都有诗。我为什么要讲《江南通

志》中的诗呢？首先因为它是江苏省域

范围内最大的通志之一。几年前，我主

持了这部书的标点整理。这部《江南通

志》是盛世修典的典型。“典”就是大书，

康雍乾是清朝盛世，花了很多人力物力

修了很多书，其中就有很多方志。先是

康熙二十二年（    ）修《一统志》，继而

各省修通志以配合，江南省当时就修了

康熙《江南通志》，共  卷。

我今天要讲的则是    卷的乾隆

《江南通志》。康熙《江南通志》修得比

较匆忙，当年编成，次年刻成，中间难

免出现一些问题。雍正七年（    ），

又下诏各省重修通志。两江总督尹继

善开始组织，到雍正九年，在南京设立

了通志局。康雍乾三帝，雍正在位时

间最短，只有十三年，一直到雍正去

世 ，通 志 都 没 编 好 。 到 乾 隆 元 年

（    ）修成，二年刻成。于是人们就

把这    卷的《江南通志》称为《（乾隆）

江南通志》。这个称法言之成理，但也

有一点勉强。所以，我们校点的《江南

通志》正式出版的时候，就不标“乾隆”

了，直接称《江南通志》。

再来说说书名中的这个“江南”。

明代时，江苏属于南直隶，也就是南方

由中央直辖的区域。明代人为这个区

域编有《南畿志》，到清代顺治二年

（    ），南直隶改置江南省。康熙六

年（    ）又把江南省一分为二，成了

江苏、安徽二省，两江总督仍设在江

宁。原来的江南省很大，包括了今天

的两省一市：江苏、安徽、上海。

研究江苏历代的诗歌创作情况，

《江南通志》也是一部重要文献。

《江南通志》首卷收了顺治、康熙、

雍正、乾隆四个皇帝的诏谕，还收了康

熙的御制，也就是康熙南巡时写的日

记和诗。后面的    卷分为十志：舆地

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

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

志。其中有四个志，就是舆地志、选举

志、人物志、艺文志，和诗歌关系较大。

《江南通志》中，哪里
可以找到诗？

如果你想通过《江南通志》了解整

个江南省这么大一片区域过去曾经有

过哪些诗人，留下哪些诗集，产生过哪

些跟本地名胜古迹相关的诗歌作品，

可以从刚刚说的四个志中找材料。

应该重点关注的，是《舆地志》中

的山川志、关津桥梁志、古迹志——很

多诗人走到这些地方就会感而作诗。

还有《选举志》中的进士、举人、荐举。

我发现《选举志》中颇有以“学诗”“敦

诗”取名的，还有一个人名字最好玩，

叫“李杜诗”，是一个崇明的举人。名

字里带“诗”字，说明古人给孩子取名

的时候很希望孩子把诗学好。在《人

物志》中，也可以在名贤、宦绩、儒林、

文苑、隐逸等类别的名人中，看到他们

跟诗歌有关的行为、经历。最后在《艺

文志》的集部，可以看到好多诗集。

方志里跟诗歌有关的材料不外三

种：诗作（篇名、诗句），诗人（名字、小

传），诗集（书名、著录）。不过每一部

方志的体例不同，读任何方志，都要先

了解它的体例。乾隆《江南通志》，如

刚才所说分为十志，其中《艺文志》的

体例是这样的：

《艺文志》，例起班固《汉书》，备载
书名、卷帙及著作姓氏，历代史书及三
通艺文经籍考略，率循此体。后来志书
博采诗文，既非体例，亦不精详，今遵史
例，分经史子集四体汇之，若有关地方
利弊及考订古今兴废者，则附入各门。
至题咏之作，概阙而不录。

《艺文志》源自《汉书 · 艺文志》，

《汉书 · 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和后代很

多书目、方志的著录体例大不一样。像

《四库全书》，就是把所有书分为经史

子集四类，而《汉书 · 艺文志》分为六类。

江南省很大，通志的时间跨度很

长，如果要收所有的诗文，那是收不胜

收。这一点，乾隆《江南通志》和康熙

《江南通志》的做法就不一样。康熙《江

南通志》收各体诗文太多，乾隆《江南

通志》的主编黄之隽就把这些都删了，

后代学者一致认为这个做法是对的，

《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发凡起例，较旧

志颇有体裁”，也就是体例更合理了。

在山川部分，我们会看到对诗人诗

作只节录，如“青龙山”条，只引李白《登

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最关键的两句：

青龙山，在府东南三十五里，山趾
石坚而色青，郡人多取为碑础。唐李白
诗：“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指此。

在谈某一名胜古迹的时候，《江南

通志》会引前一代的方志。方志这类

文献有个特点，就是延续性。清代人会

把宋元明方志的内容整理后放进自己

的方志里，同时补充一些现当代的新内

容。例如讲到六合的赤岸山时，《江南

通志》就引北宋的《太平寰宇记》：

赤岸山在六合县东南四十里。《寰
宇记》云：山高十二丈，土色皆赤，临大
江，故名。晋郭璞《江赋》：“鼓洪涛于赤
岸。”罗含诗：“赤岸若朝霞。”杜甫《山水
图歌》：“赤岸水与银河通。”王维诗：“帆
映丹阳郭，枫攒赤岸村。”皆指此。

《太平寰宇记》讲到六合的赤岸山

有多高，为什么会叫赤岸。接下来引

了好几篇文学作品，第一篇是东晋郭

璞的《江赋》，这是最早的一篇专门写

长江的赋，写得大气磅礴。还有六朝

诗人罗含的诗，还有杜甫和王维的

诗。这里可以看到，《江南通志》记叙

某一山川景物时，会摘录好几篇诗赋，

互相补充、映衬。《太平寰宇记》只引郭

璞的赋和罗含的诗，其他是《江南通

志》的补充。

有一些地方，《江南通志》不录关

于它的诗句，只引诗序，关于史迹，诗

序里往往干货更多。如“玄武湖”，只

录余宾硕《玄武湖诗序》，不录其诗。

另外，《舆地志》的好多诗歌，对今

天的旅游开发与宣传很有帮助。以新

安江为例，从六朝到今天，新安江一直

是江南美景。方志里很短的一段，说

得很简洁，很到位：

新安江在府南，凡郡六，邑之水俱
自歙浦流入，为新安江，下流至严州，合
金华水入浙江，其水浅深见底，为滩三百
六十。《水经注》云：浙江又北，经歙县东，
水甚清，深潭不掩鳞。沈约诗：“洞彻随
深浅，皎镜无冬春”，是也。

其中引到《水经注》，说水清得鱼

都无处躲藏，又引沈约的诗，诗文互证。

在文献采录方面，《江南通志》相

当严谨。“黄象山”条下引到两句诗，很

有禅意：

黄象山在泾县南九十里，碎石五色，
返照有光。旧有宝光庵。昔人诗云：“猿
抱子归青嶂外，鸟衔花落碧岩前。”

很奇怪，这里只说“昔人诗云”，没

有交代作者。我想查明这两句诗到底

是谁的，发现还真搞不清楚。较早的

记录在宋代惠洪《禅林僧宝传》里，讲

到当时有个高僧提到这两句诗：

僧问：夹山如何是夹山境？答曰：
“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华落碧岩前。”

不过，我们对方志里引的诗，有时

也得小心。比方它说有一首诗是某某

人的，结果你去查此人诗集，并没有这

首诗。可能本地人本着对乡土文化的

热爱，看到某篇有名的诗，就附会成某

个名人的诗，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

举一个例子，《江南通志》说，枫

桥，本来叫封桥，后来因为唐朝诗人张

继《枫桥夜泊》，大家都写作“枫桥”

了。这种说法是不是可靠呢？也不一

定。方志里讲到某个景点名称的来

历，有一些诗歌的证据，像讲到瓜洲渡

的时候，引了张祜的《瓜洲闻晓角》、王

安石《泊船瓜洲》等诗。我们要做的是

把这些诗落实到《江南通志》指认的这

个地点，去实地加深了解，另外也要回

头找找王安石的诗集，看看是不是确

有其诗，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瓜洲渡。

很多桥梁关隘都有诗，除了附诗

之外，有时候还会附一些文章。苏州

有个垂虹桥，很有名，很多人写过诗。

《江南通志》“垂虹桥”条，附上了宋代钱

公辅写的文章《垂虹桥记》。一般来说，

散文字数比诗多，对风景的描写更详

细。诗文互证，对诗了解得会更完整。

《舆地志》里，录有大量写江南名

胜的诗句。很有意思的是，比方说我

们到了常熟虞山，就会想起“竹径通幽

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

人心”的那个破山寺，阅读记忆中的诗

句会像牛吃草以后，反刍上来，让你慢

慢咀嚼。这首诗太有名了，常熟人后

来建起了通幽轩、空心潭。很多时候

就是这样，先有诗，然后才有了景。文

本创造风景，诗地相互生发——诗篇

赞颂山川风景，山川风景传播诗篇。

方志里的诗人

《江南通志 · 艺文志》的分类比较

有趣。宋代以后很多人喜欢讲一些和

诗歌写作、诗歌评论相关的段子，这就

有了“诗话”。《四库全书》里，诗话类的

书放在集部诗文评之下。但在《江南

通志》里，诗话被放在子部杂说类——

意思是说，诗话虽然评论诗，但里面有

很多故事，所以应该归子部。这一点

让我们反省，中国历代著述汗牛充栋，

如果要作个分类，除了《四库全书》那

种分法，还有没有别的分法。再比如

很多人喜欢杜甫的诗，编了一个杜甫

诗歌选注本。在《江南通志》里，这类

选注本被放到子部类选之下。可见，

在乾隆编《四库全书》以前，还有许多

别的分类法。这对我们今天研究诗歌

也是有启发的。

接下来，讲讲《人物志》，这就是诗

人的传记资料。《江南通志》里有很多

人物故事。通志里的人物传跟正史里

的人物传不一样，正史里都是很严肃

的，但是通志的人物传颇有一些传奇与

稀见史料。以诗人蒋伟的传记为例：

蒋伟，字韦人，宜兴人。工诗，嗜酒，
乞诗者必载酒诣之，酒尽，诗立成，各满
其意。其不以时请者，辄漫骂之，声若巨
雷。身长七尺，学使者奇其貌，令作《蟋
蟀赋》，立成，阅之，称善，曰：“子诚材，然
令后世惜之者，必子也。”后弃诸生，自溷
于酒，诗亦日益奇。晚有故人子入滇，送
之江上，吟咏连日，归而卒。

《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也有蒋伟

传，就很不一样，只说他生活在明清之

际，很多诗都是忧时感事等等，可以与

此传互补。

再举一例，《江南通志 · 人物志》说

清代无锡出了一个学者，名和字都和

蒲松龄一样，只是姓不同，他的人生也

很传奇：

秦松龄字留仙，无锡人，顺治乙未进
士，历官左春坊、左谕德，七岁读《中庸》，
闭目潜思良久，告其师曰：“吾识性矣。”
十九官庶常。世祖章皇帝召试咏鹤诗，
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指示
阁臣曰：“此人必有品，置第一。”以逋粮
案罣误，归田，旋以博学宏词荐，侍从讲
幄，纂修《明史》。里居二十余年，研精宋
五子书，穷经，尤邃于诗，著《毛诗日笺》。

像这样的人物故事，常常会在方

志里见到。

诗歌很早就在方志中出现了。我

们今天看到比较早的传世通志，有《太

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都

附有诗。南宋一个福建人要去杭州参

加科举考试，一路要经过很多地方，沿

路有什么风景古迹，可以在《舆地纪

胜》收的诗里找到，作为行程参考。

南宋末年，有人编了一部南京的

方志《景定建康志》，收了很多五代人、

北宋人、南宋人包括朱存、杨备、王安

石、曾极、马之纯等作的诗，颇多而全。

朱存的事迹出现在《江南通志 · 人物志》：

五代朱存，金陵人。南唐时，取孙
吴而下六朝书，具详成败得失之要，作
《览古诗》二百章，地志家多援以为证。

他写了关于南京的《览古诗》二百

章。二百章是什么概念呢？假设我们

今天办一个关于南京美景打卡点的评

比活动，也就是要给南京宣传，制造

   个景点，这位朱存先生已经给你准

备好了。这类诗可以给一个新的名

称，叫地志诗，或者方志诗。他是专门

为了补充方志而写的。你甚至可以不

读方志，读这些诗就可以了解地情。

他的诗后来被《方舆胜览》《景定建康

志》收录。宋代很多诗人喜欢这么写。

方志对地方文化的记
忆与形塑功能

方志里的诗，从时间、空间、物质

形态三个角度为地方文化的记忆和建

构做出了贡献。

中国文化传承重视“文献”二字，

拆开来讲，“献”字指的就是人，有学

问、能读书、能够传承文化的人，“文”

指文本，从物质形态上讲，包括诗、诗

集、诗话、诗注本，等等。这些和具体

的地方空间点再结合，就形成了众多

的文化形胜与文化场域。这些场域是

有内在的能量的，你到了凤凰台，就想

起了李白，你甚至也想写一首诗，那就

是这个场域对你产生了影响。

《江南通志》里的诗人、诗集以及

诗篇，建构了江南文化，也有助于建构

江南的诗学史。江南的诗歌对于江南

地方空间有一种重塑的功能，而地方

空间对诗歌也有贡献。有一些诗人的

诗歌可能在当地很有名，但在文学史

上不一定家喻户晓，就要从方志里落

实他的存在。方志对本地诗人作品的

存录，无疑会促进本地诗歌，尤其是地

志诗的发展，可以说，方志在发掘本地

的诗意，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故乡有一

些陌生——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

十年，都没有了感觉，而通过方志，回

到古人所写的地方，一下子就陌生化

了，故乡成为一个历史的远方；这时候

你再发挥想象，被诗歌鼓荡起的那种

诗情，会把我们非常熟悉的某个地方

马上转化为诗意的远方。所以，诗可

以为在地注入诗情，可以使得故乡陌

生化，也可以使他乡故乡化。我觉得，

这就是方志里的诗歌为读诗者提供的

新的角度。

总结一下，诗歌使空间人文化，方

志使人文空间化，两相融汇，塑造了我

们的文化记忆。

正是“江南”好风景
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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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引这一名
句，在江苏方志大讲堂讲述《江南通志》中的诗。他以诗人、诗集和诗篇为钥匙，带领大
家认识这部重要的方志——方志发掘着本地的诗意，可使故乡陌生化，也可使他乡故乡化。

——《江南通志》中的诗

乾隆《江南通志》号称不收“题咏之作”，其实也有特例。历
代诗人的诗，如李白在南京所写就有一百多篇，再加上他写江苏
安徽各地的，非常多，《江南通志》只收最重要的。而对康熙的南
巡诗，放在首卷，表示特别重要。

康熙南巡诗分为四部分。《江南通志》只收录进入江南省境
内写的诗，比较早的，有一篇说：“晚经淮阴、平山堂、天宁寺、由
仪真乘巨舰至京口……”写到好多江苏的景点。不过康熙和乾
隆南巡的兴趣不同。康熙来南京，住在城里的江宁织造府，乾隆
住在郊外栖霞山的行宫。
《江南通志》在收录康熙南巡诗的同时，还收了《南巡诗序》，

看了这个序，会感觉康熙是个好皇帝。他在序里说，我南巡不是
来游山玩水的，我是来“念切民依，咨询幽隐”，来访问民情的；我
写诗，也是“时以民生风化惓惓为念”，虽然也游览风景，但我心
中惦记的都是民生。康熙的四部分南巡诗前都有序言，他一而
再再而三地表白自己的心迹。

他还说，我南巡的行程都是尽量地快，“往返遄迅，绝无滞
留”，不是悠哉悠哉图开心。即使南巡途中，他也经常批公文、读
书。他希望后人读他诗的时候，知道他南巡的目的是什么。
《江南通志》首卷已收康熙南巡诗，其他卷提到时，就不重复

了。例如卷十一《舆地志 ·山川》焦山条：
圣祖南巡，临幸山中，赐御书匾额，山门曰“定慧禅寺”，大

雄宝殿曰“香林”，曰“法云慧日”。御制焦山诗三首，恭纪首卷。

康熙的南巡诗与诗序

▲ 清《江南省行宫座落并各名胜图》之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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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通志 ·舆地志 ·山川》之

江宁府赤岸山

《左传 ·昭公三年》晏子
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燠，厚也；休，赐也。这句说
的是陈氏因民人的痛苦，而
厚赐之。

不过这段话的古注饶
有趣味。杜预注：“燠休，痛
念之声。”服虔注更进一步
说明：“若今时小儿痛，父
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
痛也。”则“燠休”即“哎哟”，
或英文“ouch”之类，不过是
旁人念之，以代其痛。章炳
麟《新方言 ·释词》说“今人
呼曰‘燠休休’，或呼‘如
由’，或转呼曰‘阿育’，皆一
语也”。

古注虽不正确，但“代
痛”之俗，南北朝人多有言
及。汉译佛经时有“噢咿”
一词，《玄应音义》既引字书
“内悲”释之，又解为“痛念
之声”，即痛其痛而念之。

代痛既发之于声，也付
诸行动。《颜氏家训 · 勉学
篇》说北齐孝昭帝事母至
孝，娄太后病甚针灸时，“帝
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
满手”。

见人受苦，而心生同情
怜悯，此“痛其痛”正是西语
sympathy（从 希 腊 词 syn-

+ pathos而来，可意译为

“同悲”）、compassion（从拉
丁词com- + pati“共苦”

而来）及Mitleid（从德语词
mit+Leid而来，是莱辛对

sympathy和 compassion的

直译）词源。汉语所说的
“疼人”“疼爱”，即是能“痛
人所痛”。

代痛之俗，大概也可
以解释文化人类学家在一
些部落中观察到的“拟娩
（couvade）”现象，即丈夫在
妻子分娩时也模仿其卧床
并禁食、坐月子之类。马
可 · 波罗来中国时，在今云
南境内，就发现“妇女产子，
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
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
床四十日。卧床期间，受诸
亲友贺。其行为如此者，据
云：妻任大劳，夫当代其受
苦也”。

我少时读海明威短篇
小说，有一篇《印第安人营
地》印象深刻，实际上也是
写的“拟娩”之事。说一位
印第安女性生育不畅，医生
以大折刀为做剖腹产手
术。她的丈夫躺在一边，在
妻子的哀嚎中，竟以剃刀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

▲《江南通志 ·舆地志 ·山川》之

松江府昆山

· 学人 www.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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