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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立足于当前学术界文化区划的现有研究成果，对文化研究做一个总体的归纳，包括文化区的形
成、文化区的特征、文化区划三个方面。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可大致概括为四个步骤：一是确定区域空
间范围。分析历史积淀，划定江南文化区的地区界限；二是确定空间分异格局。立足自然基底，分析
文化的区域差异格局；三是确定文化区划原则。明晰各文化单元的空间范围；四是区域文化特征分析
。梳理各文化单元的典型文化现象、剖析文化核心等。本书共分七章，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首先分析历史上江南文化的形成背景、江南文化区的界定；其次对江南文化区进行综合区划；最后分
析讨论各文化区及其核心的典型文化现象和文化特征，进一步划分文化亚区体系，进而深入研究各文
化亚区的文化特质及其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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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修颖
男，湖南长沙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与区域规划、经济地理、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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