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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

内容概要

此稿前半部分，主要从北宋都市政治事件、宗教建筑空间、皇家园林、市民生活等诸方面，讨论了北
宋洛阳城内的都市生活，集中围绕汴京政治文化中就“制造天书”事件所引发的不同阶层者之文学书
写、大相国寺所呈现的北宋宗教文化、艮岳园林所具有的艺术审美及政权合法性、节庆中折射出的都
市文化特征与文学风貌、日常生活中的享乐之风等等。
后半部分则集中介绍了南宋临安（杭州）宗教结社、模拟北宋风俗、士人文化等与文学的相互影响，
探索都市文学对于临安文化在想象与构建方面的复杂内涵和价值。
通过揭示宋代都市生活所酝酿出来的危险文学，归结出都市文化繁荣之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一般理
念，进而理解宋代士大夫精英们的精神焦虑和深层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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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

精彩短评

1、为了写硕论看的⋯读起来像组织散乱的资料汇编，再用扞格不入的时髦术语哗众取宠一番。三星
仅仅是文献征引的功劳。专著不应该这么写吧⋯
2、（广州市图书馆新馆）作者的切入点真是让人费解。有资料堆砌之嫌。
3、光序言就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
4、哗众取宠
5、诸章蜻蜓点水，旁枝芜杂不见主干。
6、这套书全部收齐。质量超高的系列。
7、一本出版毛糙的学术水平较高的博士论文修改稿著作，上古的书籍，竟然错别字较多，书中还有
一些读不通的地方，汗颜。
8、略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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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

章节试读

1、《汴京与临安》的笔记-全书

              本书的第一至第四章从北宋都市政治事件、宗教建筑空间皇家园林和市民生活诸方面，对汴京
都市空间的不同侧面与文学书写之间展开研究。
       第五至第八章，从宗教结社、故都记忆、文人雅集和都市骗局诸方面展开杭州（临安）都市空间
的不同侧面与文文学书写之间的研究。

       第一章借鉴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第二章吸取著名宗教史专家伊利亚
德的神圣空间理论、当代对于佛教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与视角、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
出的世界脱魅理论等。第三章借鉴美国学者温迪·达比 有关风景与权力剧场的理论。第四章借韦伯、
哈贝马斯等政治合法性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第五章借鉴德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西美尔的
宗教社会学理论；第六章借鉴当代文化记忆理论。第七章借鉴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领军人物美国哈
佛大学著名教授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型塑理论。第八章借鉴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和巴塔耶有关诱惑与色
情的理论、热奈特的叙事理论、英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理论等。

P11
      宋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科举社会。科举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和举足轻重的。而科
举考试最主要的礼部考试和殿试，都是在京城举行，成为京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显著特征，也构
成了京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景观。

P17
      词的诞生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在词的初起阶段，词牌本事往往与道教有关。正如南宋人黄昇在《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所说“唐词多绉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
》则咏祠庙”。此外《洞仙歌》、《天仙子》诸调当都皆与道教相关。另一方面，不少词乐直接便是
由道教音乐转化而来，如《西江月》即《步虚词》，《霓裳羽衣舞》本为道曲等。道教与词本有着较
深的渊源关系，词起源于唐五代而盛于两宋。无论在它的起源阶段还是兴盛阶段都烙下了神仙道教的
印迹。神仙道教对词牌的产生与丰富有着重要的作用。

P46
      大相国寺除了是宗教信仰的空间，商贸交易的市场，也是大忌日百官举行仪式的场所。体现了权力
与等级秩序。

P48
      相国寺市场事实上为世俗供养提供了方便，因为显然北宋时期大相国寺有众多的法事活动和大众佛
教信徒的朝拜、听经等等宗教性活动，也都需要大量与法事有关的物质供应与商品贸易。而事实上这
也是宋代能够有所发展的佛教寺院普遍采取的措施。

P50
      相国寺不仅被林立的各式各样的商业活动所占用，而且其周边被众多妓馆所包围。作为宗教信仰神
圣空间的相国寺，不仅成为大众狂欢的娱乐场所，而且与众多妓院比邻而居。
      许多僧人因为从事商业贸易致富而娶有室家。不仅贫下之家女多嫁于僧，甚至富家嫁女，也是僧人
。
      从相国寺比丘以艳娼为妻（不知是否即相国寺周边妓馆人物）被称为梵嫂，到火宅僧这一僧之有室
家者的专门称谓，再到“尼站”所反映的宋代佛教僧官的淫乱丑行，一方面构成了大相国寺妓馆林立
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基础；另一方面也印证和补充了大相国寺所体现的现象绝非偶然，也绝非个别
现象。上述相国寺体现的文化现象应该是与中国社会在唐宋变革发生剧烈社会变迁，并且由此产生中
国宗教的“世间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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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

P61
     炽盛光的称谓，来自佛教文献记载释尊在须弥山顶成道，降伏诸天称金轮佛顶，放无数光明，故称
炽盛光或炽盛光佛顶，亦称炽盛光如来、摄一切佛顶轮王。

P221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传统血缘一宗法文化基础之中发展起来的，与西方城市化相比，面临更为复杂
的人与土地的隔离，特别是与血缘―宗法社会关系的断裂。

P225
      金明池作为皇家园林，却向全城市民开放，不仅如此，开放期间还有各种表演、娱乐、饮食等等，
如同庙会。因此，北宋东京城市地标以金明池最为著名，金明池成为满城男女喜往游赏的去处在话本
小说中，金明池往往成为城市市民游赏的去处和市井男女艳遇的场所。

P229
       所谓“禊饮”是古时农历三月上巳日之宴聚。

P244
       结社活动是佛教在世俗社会展开的重要方式，也是佛教走向会民间的重要途径。通过士大大居士
这一中间环节，各类佛教结把寺院僧侣、世俗社会上层以及普通民众结合在一起，使纷纷走上以称名
念佛为主要特征的往生西方净土之路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出间与世间的紧密联系。而宋代宗教结社中，
影响最大，牵涉到当时大批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是北宋杭州西湖白莲社。
       宋太宗淳化初，杭州昭庆寺僧省常结净行社又称白莲社。除众外，当时朝廷公卿大夫及著名文士
亦纷纷寄诗入社。真宗时丁谓将入社诗汇编成集。白莲社持续了三十多年，影响遍及朝野，成员包括
僧俗，号称一时盛事。

P247
       事实上，西湖白莲章的结社本身就是一方面作为佛门弟子的省常努力援儒入佛，力图将儒佛二家
思想沟通，以此诱导和吸收士大夫群体加入佛门；一方面作为儒家思想主体的士大夫援佛入儒融合三
教思想，从而能够走到一起的一个具体事例。

P289
      西湖白莲社虽然是追慕和模仿庐山慧远的莲社而建立的宗教结社团体，但是也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
代特征与文化特征首先是从山林到都市，宗教共同体环境变迁从虎溪三笑，到城市宗教共同体。庐山
莲社是传统山林寺院中形成的宗教团体而西湖白莲社则是在城市文化发展繁荣的宋代，在东南形胜的
都会杭州结社，大量官员则是居于京城的达官贵人。

P307
      临安移民四分之三左右来自今天的河南省，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并往往是在南宋初年迁入的
。由于外来移民以开封人较多，临安普遍流行开封话。虽然一两百年以后开封话已逐渐融合到南方语
言中，但其影响直到明代仍清晰可见。
      北宋时期，南北方的食物分成南食和北食两个区别较大的系统南方人以稻米为主粮，北方人以粟麦
为主粮；南食的荤菜以猪肉鱼为主北食的荤菜以羊肉为主。如果将反映北宋开封的《东京梦华录》和
反映南宋临安的《梦粱剥两书》记载的当地食物城比较，可以看出临安人的饮食喜好许多是沿袭了北
宋开封的，只是另外增加许多南方产品更显丰富。

P309
      南宋时杭州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家等，都是南渡的开封人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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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

的饮食店在杭州很有盛名。

P310
      北宋开封是全国艺术的中心，城市中汇聚了来自各地的艺术形式，而在宫廷里，更是有许多专供皇
室和群臣娱乐的艺术。南宋时期随着开封人口的南移和相当人口迁入临安，由此使得相当多原来临安
没有的艺术形式传入城中。
例如：
唱赚。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妓乐》中记载：“唱赚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
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
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可见唱赚原本起源于开封，但是形式比较简单，
南宋传入｜临安之后，采用鼓板等伴奏，于是发展为“唱赚”。有学者认为缠达即是转踏，为唱赚的
早期形式。
诸宫调。吴自牧《梦粱录X妓乐》载：“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
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可见临安的诸宫调，是效仿了汴
京的旧有形式而加以发展。
陶真。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评话，以觅衣食，谓
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
叫声杂扮。宋代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载：“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卖物之
声，采合官调而成也”又说“杂扮或名杂班，又名钮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
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可
见叫声、杂扮都是起源于开封，其起源或与开封的城市日常生活有关，或与都城市民取笑乡下人有关
。
影戏。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载：“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镞，自后人巧工
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郧。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
影戏同样起源于汴京，但是到临安时期，更为精致了，不仅原材料从素纸发展为羊皮，而且从单色发
展为以彩色妆饰，并出现了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以表演影戏出名的人物。
       临安瓦子中许多表演项目和形式来自北方，这些艺术形式原来主要流传在北方，许多起源于故都
开封。南宋时期，随着北方人口的南移而传入临安，并且逐渐在临安流行起来。因此无论南宋还是明
代的杭州地方文献在追溯这些艺术形式的起源时，往往都溯源到北宋的开封，或干脆用“盖汴京遗俗
谷”等词语。《宋史·乐志》说宫廷雅乐“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日，未尝有所1改作”可见在
乐人南迁的同时，临安宫廷雅乐也沿袭了北宋宫廷雅乐的传统。

P316
      一座城市，仅仅有建筑，还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与物质空间只是有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的生存与活动
才为城市注入了灵魂与血肉，制造出每一个城市空间的迷人而独特的意象。同时，都市不仅又仅是个
地理的概念和空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着的人，发生着的事，传承着的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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