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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内容概要

《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内容简介：宋代以后，浙江是中国的文化大省。“文化之邦”的含义，不
仅包括精英文化方面的繁荣，还包括通俗文化的方方面面。《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运用文化地理
学的视角，以学术（儒学学派及进士数量）、风俗（民间信仰、节日、婚姻、丧葬习俗、堕民、九姓
渔民）、方言与戏剧等文化要素为切入点，对近世时期（宋元明清）浙江的文化区域特征与地域差异
展开具体而深入的描述、分析、总结，解剖其形成、发展、成熟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并挖掘其深层次
的制约机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地域文化进行了文化区划，揭示了区域文化中心的变迁轨迹。《近世
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为认识中国各地传统地域文化及其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典范，也为相关学科的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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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作者简介

朱海滨，1968年10月生，浙江义乌人。199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1992一199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导师周振鹤)。1998—2003年留学日本，再获大
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导师滨岛敦俊、片山刚)。2004年7月起被聘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
授。擅长于历史文化地理、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出版专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
信仰研究》(2008年)、译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2008年)，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
文二十多篇，主持多个省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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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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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世时期影响浙江区域文化的背景因素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第二节 地理区位及交通
第三节 政治中心南迁与移民
第四节 行政区划沿革

第二章 近世浙江学术文化（儒学）的区域格局及变迁
第一节 近世时期儒学学派及学者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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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间信仰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
第二节 岁时习俗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

第四章 近世浙江民俗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下篇）
第一节 婚姻习俗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
第二节 丧葬习俗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
第三节 堕民（丐户）的分布及其来源
第四节 九姓渔民的来源

第五章 浙江方言与地方戏剧的分布
第一节 方言的分布及其形成背景
第二节 南戏的起源及明代戏剧声腔的分布
第三节 清代地方戏的分布格局

第六章 近世浙江综合文化区划及区域中心城市
第一节 文化区划方法
第二节 浙江文化区划
第三节 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变迁

附录
一、附表
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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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区域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尽管对具体文化要素的地理分析已逐渐成为共识，但在中国文化地理
学界，仍然存在着一种误区，即认为文化地理学是由部门地理叠加而成，如张步天所著的《中国历史
文化地理》一书把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分为历史方言地理、历史民俗地理、学校与人才分布地理、历
史宗教地理、历史艺文地理等部门地理①。张著实际上把区域文化地理理解为由部门地理组成。笔者
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片面理解了文化概念。尽管关于文化的概念纷纭繁复，但对于什么是文化却是相
对明确的：“举凡人类生活方式的各个侧面无不属于文化的范畴。”⑦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如果把区域文化地理理解为由部门地理组成，就势必会把农业、工业、商
业等方面的内容排斥在外。事实上，文化地理学也是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视为文化现象的，
因而它们也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只是文化地理所运用的是文化学方面的视角，把它们视作人类创
造的文化现象来理解，它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工业地理、农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它所侧重的
是从文化现象这一视角来解释、考察。著名学者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把方志、城市、
黄河、运河、黄土高原、地名等都列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这种思想是可行的。虽然这些要素都是其
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但如从历史文化这一角度来透视，并运用文化分析的方法，它们仍可成为文化地
理学的研究对象。无独有偶，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一书中，除了方言、风俗、宗教等文化要素
外，还把农业土地利用、聚落、地名等作为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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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后记

本书是以笔者1998年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在博士
论文从收集资料到出版成书往往也就数十个月的速成时代，拖了十几年，我才将这位“丑媳妇”引领
到诸位“公婆”的面前，委实是为“世界上80％以上的人患有拖延懒散病”这一新的心理学理论提供
了很好的佐证，同时也是源于我对“她”强烈的不自信。笔者1998年从复旦博士毕业后，承蒙导师及
领导的推荐，得以在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片山刚两位名师门下，重新接受了近四年日本式博士课
程训练，2004年毕业回到复旦史地所后，将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为主而成的阪大博士学位论文明
清浙东地域民同信仰进行了翻译、修改和补充，并在复旦出版基金的支持下，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拙著的出版于我而言，原是对日本两位恩师昔
日悉心指导的一种心意的表达，也是对五年旅日艰辛的一份交代。但不曾想，拙著出来以后，竟有那
么多名师、前辈慷慨来信鼓励我，国内外的报刊杂志及名学者的博客中，也出现了一批让我受益匪浅
的书评。这些关注和好评，一方面让我对当前所谓浮躁、功利的学术界重新有了比较温暖的认识和希
望；另一方面，也很让我惴惴不安，倒不是因为什么受宠若惊，而是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这些美好
的声音，与其说是因为拙著的分量足够的重，倒不如说是因为拙著采用的当代日本式的严密的推理和
论证的研究方法，在“简介”、“编集”林立的论文堆里多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正是因为这份认
可，让我在面对当年复旦的博士论文时，很长时间都没有整理出版的勇气，怕辜负了各位前辈的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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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编辑推荐

《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宋代以降，浙江成为文化大省，不仅体现在精英英文化的繁荣，而且体
现在通俗文化的方方面面。

Page 7



《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精彩短评

1、看闲书就是考英语前的自暴自弃
2、　　还行，作者从一些地理出发来分析文化的差异，个人觉得的确应该这样，地理对文化的影响
是很大的。
　　
　　虽然书中说的是浙江文化地理，不过个人觉得尤其像温州一带的和福建很近，所以书中说到的有
些民俗什么的，有些是从福建传播过去的，有些福建和浙江都有的。
　　
　　复旦社微博上有书中关于信仰崇拜等方面的图文摘录http://blog.sina.com.cn/fudanpress1981
　　
　　如：
　　【新书推荐】宋代以后，浙江是中国的文化大省。“文化之邦”的含义，不仅包括精英文化方面
的繁荣，还包括通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此书运用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学术(儒学学派及进士数量)、
风俗(民间信仰、节日、婚姻、丧葬习俗、堕民、九姓渔民)、方言戏剧等为切入点展开描述——《近
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只言片语】&quot;信鬼神，好淫祀&quot;是北方人对长江以南地区的最初印象，也是两千多年
来中国南方地区信仰的传统特征。历史上浙江民间信仰中鬼神观念十分浓厚，在葬仪中多数地方都有
避煞、回煞一室，其实质是惧怕鬼神祸害于人。在民间特别是南部山区，巫风严重，巫师巫婆大量存
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只言片语】大禹治水的神话在浙江各地广泛流传。在浙江，崇奉大禹这一传统由来已久。禹王
崇拜成为越地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宋后，全国其他省份虽渐有大禹庙的分布，但其数量
远不及浙江多。全国其他地区的大禹崇祀现象可以说是由吴越地区扩散出去的。——《近世浙江文化
地理研究》
　　
　　【只言片语】关羽信仰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到明代关羽神被列入中央祀典，成为全国神，受到
皇帝、士大夫及道士们的大力扶持，关羽祀庙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庙里所供奉的主要是关帝及其属
神关平、周仓。每年五月十三日，浙江各地多有隆盛程度不等的关帝庙会。——《近世浙江文化地理
研究》
　　
　　【只言片语】天妃信仰——天妃神也叫妈祖。其人物原型是北宋附件兴化军莆田县湄洲岛人，姓
林名默，原本是个女巫，能占卜吉凶、驱灾治病。。据说林默死后屡次在海上显灵，救起航海出行落
难的人们，因此她被奉为航海保护神。后来天妃作为海参的功能斌不重要，而是成为福建商人的保护
神或当地居民祈子的神
　　
　　【只言片语】张巡、许远的崇拜——张巡、许远都是唐代安史之乱中涌现出来的平叛英雄。其中
许远是海宁人，长期在“江右”微观。他们死后被唐政府列入祀典，并建立寺庙进行祭祀。杭州府海
宁市许远的故乡，每年这里都举行规模隆重的庙会。——《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只言片语】陈夫人崇拜——陈夫人也称临水夫人、顺懿夫人、顺济夫人、陈十四娘，其人物原
型说是唐代福建古田女巫陈靖姑。她被认为是保佑妇女生育和儿童成长的守护神，而观音菩萨在该地
区却远不如陈夫人有影响。据说若吃了放在陈夫人庙供台上的米制男孩，就能怀上儿子——《近世浙
江文化地理研究》
3、五路五通，叫我说还是一回事
4、复旦的这个系列有野心，但是没什么规模
5、对浙江省三区的划定，以及地方民间信仰。
6、新的地区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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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7、不失为严谨扎实之作。但因为是“命题作文”，不得不像民族志似的样样俱到，因而在每一个主
题上反倒可能不够细致和深入。关于“堕民”和“九姓渔户”等中国贱民的研究非常有意思，但把它
们全都归于“疍民”之后继，这个推断还是很大胆的，需要有更为确凿的证据。
8、导师博士论文，他自己对这本书不是很满意，不过毕竟还是非常扎实的学术著作，要了解近世浙
江的文化，是一本很必要的书，价格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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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精彩书评

1、还行，作者从一些地理出发来分析文化的差异，个人觉得的确应该这样，地理对文化的影响是很
大的。虽然书中说的是浙江文化地理，不过个人觉得尤其像温州一带的和福建很近，所以书中说到的
有些民俗什么的，有些是从福建传播过去的，有些福建和浙江都有的。复旦社微博上有书中关于信仰
崇拜等方面的图文摘录http://blog.sina.com.cn/fudanpress1981如：【新书推荐】宋代以后，浙江是中国
的文化大省。“文化之邦”的含义，不仅包括精英文化方面的繁荣，还包括通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此
书运用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学术(儒学学派及进士数量)、风俗(民间信仰、节日、婚姻、丧葬习俗、
堕民、九姓渔民)、方言戏剧等为切入点展开描述——《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只言片语】&quot;
信鬼神，好淫祀&quot;是北方人对长江以南地区的最初印象，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南方地区信仰的传
统特征。历史上浙江民间信仰中鬼神观念十分浓厚，在葬仪中多数地方都有避煞、回煞一室，其实质
是惧怕鬼神祸害于人。在民间特别是南部山区，巫风严重，巫师巫婆大量存在——《近世浙江文化地
理研究》【只言片语】大禹治水的神话在浙江各地广泛流传。在浙江，崇奉大禹这一传统由来已久。
禹王崇拜成为越地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宋后，全国其他省份虽渐有大禹庙的分布，但其
数量远不及浙江多。全国其他地区的大禹崇祀现象可以说是由吴越地区扩散出去的。——《近世浙江
文化地理研究》【只言片语】关羽信仰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到明代关羽神被列入中央祀典，成为全
国神，受到皇帝、士大夫及道士们的大力扶持，关羽祀庙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庙里所供奉的主要是
关帝及其属神关平、周仓。每年五月十三日，浙江各地多有隆盛程度不等的关帝庙会。——《近世浙
江文化地理研究》【只言片语】天妃信仰——天妃神也叫妈祖。其人物原型是北宋附件兴化军莆田县
湄洲岛人，姓林名默，原本是个女巫，能占卜吉凶、驱灾治病。。据说林默死后屡次在海上显灵，救
起航海出行落难的人们，因此她被奉为航海保护神。后来天妃作为海参的功能斌不重要，而是成为福
建商人的保护神或当地居民祈子的神【只言片语】张巡、许远的崇拜——张巡、许远都是唐代安史之
乱中涌现出来的平叛英雄。其中许远是海宁人，长期在“江右”微观。他们死后被唐政府列入祀典，
并建立寺庙进行祭祀。杭州府海宁市许远的故乡，每年这里都举行规模隆重的庙会。——《近世浙江
文化地理研究》【只言片语】陈夫人崇拜——陈夫人也称临水夫人、顺懿夫人、顺济夫人、陈十四娘
，其人物原型说是唐代福建古田女巫陈靖姑。她被认为是保佑妇女生育和儿童成长的守护神，而观音
菩萨在该地区却远不如陈夫人有影响。据说若吃了放在陈夫人庙供台上的米制男孩，就能怀上儿子—
—《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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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章节试读

1、《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的笔记-第33页

        南宋时严州府境域在行政上虽归属浙西的高层政区，但严州府的文化却与行政上属于浙东的金衢
两府有更多的共性。此事说明历史上高层政区对浙江区域文化的异同并无太大影响
严州府在某些方面的确和金衢两府更有共性，尤其是明清以后，徽商的影响比较大。
同时这三府都属于吴语和徽州方言的交界区。

2、《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的笔记-第72页

        风俗是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中最重要的要素
可看《风俗通义校注》

古语：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风感于上而俗成于下。

3、《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的笔记-第8页

        本书是以1998年笔者博士论文为基础进行修改的，未能及时吸取“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诸项课题
中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
学术成果有时代性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史料方面依旧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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