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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江南札记》

内容概要

江南文化，发源于吴太伯与其弟虞仲让国，于太湖之滨。虞山有墓，深厚含藏。开端有意义：退敛回
归自然、从政治中心到文化建构。重新建立另外一种价值。起点如此，结尾也如此。
江南文化的范围，包括苏常润、杭湖宣、明（宁波）越睦（建德）、台婺（金华）、温括（丽水）。
江南文化的走向：从苏州出发，走向金陵，再走向杭州，最后回到苏州，进而上海。一个形象的比喻
：由一个箭头，发展而为饱满有力的弓身，最后发一支箭。
本书以随笔的方式，记录了作者对江南文化的研究与反思。所涉及的虽只是一小部分，却也体现了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本书将“古典今事，熔为一炉”，却又为“我”所用，读来流畅生动，毫无晦涩
之感，非常值得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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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江南札记》

书籍目录

小引金陵史迹凤凰台莫愁湖新亭燕子矶明孝陵秦淮河千山剩人可和尚网角巾杨龙友葛嫩李香君董小宛
之一董小宛之二马湘兰杜于皇顾与治阎古古陈名夏武林诗笺西泠的杨柳桃花得气美人中西湖的鹃声雨
梦不系园西湖的女画史陌上花开冯小青王修微黄皆令恽南田黄梨洲毛稚黄陆丽京魏白衣陈老莲张煌
言&hellip;&hellip;姑苏文心我看江南文化（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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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江南札记》

精彩短评

1、金陵史迹。武林诗笺。姑苏文心。之前曾读过胡晓明的《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
（三联书店“中华文库”之一）。
2、有点八卦 有点意思
3、高二暑假看的。从蕾蕾推荐的书挑的这本。反正我是蛮喜欢的。
4、嘛~~还行吧 一般般
5、作者是为了文化江南这个主题而把许多诗词歌赋堆砌起来，以营造文化江南的氛围。
6、全书一半都是摘抄引用，堆砌资料，扣一星。处处惟陈寅恪马首是瞻，毫无自己思想，扣一星。
没有文采装有文化，很多语句不通，扣一星。行文对江南没有真正感情，为赚钱出的书，扣一星。
7、一本细致感受江南文化的书，尤其读过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柳如是别传读得那么粗疏。一本值得
推荐的书。
8、在关于江南文化的众多书中，此本算是不错的了
9、从明清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江南文化，有名山绿水，风流才子，一代名姬，就连荒冢野幕
都是文化烙印。投江的杜十娘，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因为投了江，才超脱了自己，超脱了时代。唯有
这种方式，她才成就了真正地自己。
10、史迹人名各自为篇，其中柳如是、钱牧斋、陈寅恪的名字可谓中轴，再有董小宛、李香君、冯小
青等几艳点缀，景中有人，人有飞神，千百年间，萦绕不去，整本书也就丰满起来了。
11、文化江南散发着沧浪之水与西湖梦忆的婉约，诗意，与隽永。。
12、一山一水都是文化，都是才子佳人。
13、“怀着一份简单的游子的心情，去追忆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中国文化的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
尽气展露无遗。
14、此版本和浙江摄影社的出版相比只增加少量几篇文章，也减去了几篇。文章内容还是丰富的，只
是引用过多，处处围绕柳如是和她相关的人做文章，江南可不只有柳如是啊。
15、很不一样的江南，惊艳，浓重，并且讨巧。09年看到的好书之一。
16、不类一般的老生常谈，文质彬彬，同时、多少窥见了南明几分大概。

看完以后 评价跌了一档。想来翻故纸会很累，翻得不好 看得很乏味。
有些篇目还是不错的。
17、其实很浅，但是好久没读文化书籍了

18、晚明士风时局，可作《柳传》之纲要。亦浅亦深，噙香满口。

Page 4



《文化江南札记》

精彩书评

1、1、书院气息过于浓厚，毫无自身的新意和价值判断。 2、大学教授的通病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
化，喜欢引经据典，堆砌材料。 3、大篇幅的引用别人的东西，反衬自我的无知。 4、名为：文化、江
南，却读不出文化的底蕴，江南的韵味。 
2、江南是什么？ 是小桥流水稻花香的江南么，是杏花春雨酒旗风的江南么？是苏小小和李香君，董
小宛和柳如是的江南么?江南似乎总是柔婉的。但是，胡晓明的这本《文化江南札记》，所揭示的江南
，含有另一种风貌。江南是反抗魏阉的发源地，苏州的五位市民首先揭起抗逆的旗帜；曾是明末抗清
的基地，青史留名的抗清英豪无不和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这些事件上看，江南的并不是那么
温柔。——其实，吴越两国的先祖都不是好惹的嘛。而胡晓明更相我们揭示了江南文化发展的轨迹，
其实是和汉民族文化兴衰密不可分的。看似江南成了温柔乡，但唯有在这里，汉文化得以保存，得以
将息，直到清中期的反扑。在秀美娴静的诗词曲园中，江南以它独特的方式进行了泣血的斗争。只有
了解到此，才能更加体会江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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