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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洲在何处》

内容概要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由于江南诗性文化代表着中国文化中稀有的个体性因子，因而它也最有可能成为
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在不可遏制而又极端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中，可以说
江南诗性文化比中国任何其他区域文化所遭受的扭曲与异化都要严重的多，它们的真实境遇很容易使
人想到宋元画家的残山剩水，而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纸片上把内心特别珍惜的那些古典碎片保留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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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洲在何处》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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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洲在何处》

书籍目录

主编人语一、江南话语1 《采莲曲》与语言本体论2 江南叙事的语言基础3 欸乃一声山水绿二、东南轴
心期1 二水分流2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3 江南轴心期4 木本水源5 诗性江南的审美精神6 走在回江南的路
途中三、千秋乐府唱南朝1 在江南发现中国诗性文化2 行行重行行3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4 人生只合扬
州老四、世俗情调1 北方生命理念反思2 超越节俭和奢华3 工艺美术的理与实践4 有无审美态度五、残
山剩水1 碧螺春2 莼鲈之思3 二十四桥明月夜4 莫愁湖5 清凉山6 吴侬软语7 五亭包子8 正是河豚欲上时六
、夜来风雨声1 南京有什么伤感的2 走出传统的“亲属”结构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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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洲在何处》

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本性中的“审美一诗性”机能，是江南文化中获得了健康成长的最好环境，由于审美存
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正是江
南诗性文化中才实现了自身的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从现代性的角度看，由于江南诗性文化代表着中国
文化中稀个体性因子，因而它也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因不可
遏制而又极端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中，江南诗性文化比中国任何其他区域文化所遭受的扭曲与异化可
以说都要严重得多，它们的真实境遇很容易使人想到宋元画家的残山剩水，而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
纸上把内心特别珍惜的那些古典碎片保留下来。假如在这些花轻似梦、细雨如悉的叙述中，能够为人
们深入了解“可爱的江南”提供一份参考资料，那也就是正是本书作者所期待与所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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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洲在何处》

精彩短评

1、语言还是挺有诗意的'但是其实离题感还是挺明显的'江南的诗性叙述'真正的论述实在是少的很'而
且颇近散文漫谈风格'闲时看看可做消遣'真正的研究就算不上了
2、刘士林的书还是《苦难美学》最好，这一本挺一般.
3、　　该书从诗性角度研究江南文化。说是研究，却不完全是研究。作者使用富有诗意与文采的语
言进行表述，并在第五章《残山剩水》中加入了散文的写法。作者的主要观点“中国诗性文化在江南
”虽提得有新意，但作为学术观点又稍显不足。很多结论下得比较武断。但是讲李渔的那章给我的启
发很大。
4、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正是踏青时节,不妨读完此书,培养一下好心情.
5、江南 無需累述
6、情致弥漫，高三时期的宝书，写作文专用
7、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美的书很少人看。
　　
　　作为要在北方上学很多年，还有很多年要在这呆着的人，在图书馆里找到这样一本小书，觉得就
像找到了一种想念故乡的方式一样。
　　
　　很喜欢作者在书中尝试把江南文化和北方“政治-伦理”的实用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在我看来，
江南文化也实在没有落得“剩水残山”的境地，也许作者有些悲观过度了吧。其实现代社会里的很多
人，还是心中守着一方“诗性-审美”的精神家园的，生活在衣食保暖之余，还要求丽、求乐。其实有
很多人，正是这般倔强的生活着。
　　
　　到北方来快要满3年了，从最初的严重失望中也慢慢走出来，的确，这方土地的粗糙和实用让土
生土长的南方人觉得厌倦和不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文化的维度上，
一种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被众多的人接受，相反，它倔强的生命力，才能够真正为它自身的高贵作注
解，这让我想到很多身处逆境却坚守着自己信仰的人，哪怕只是那些“高贵而无用”的生活细节，正
是它们，诠释了一种文化的精髓，让远离故土的人有了精神上的追逐念想。
　　
　　所谓家，是那个“你能够得到理解的地方”，要感谢作者对于江南文化传承所作出的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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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洲在何处》

精彩书评

1、该书从诗性角度研究江南文化。说是研究，却不完全是研究。作者使用富有诗意与文采的语言进
行表述，并在第五章《残山剩水》中加入了散文的写法。作者的主要观点“中国诗性文化在江南”虽
提得有新意，但作为学术观点又稍显不足。很多结论下得比较武断。但是讲李渔的那章给我的启发很
大。
2、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美的书很少人看。作为要在北方上学很多年，还有很多年要在这呆着的人，在
图书馆里找到这样一本小书，觉得就像找到了一种想念故乡的方式一样。很喜欢作者在书中尝试把江
南文化和北方“政治-伦理”的实用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在我看来，江南文化也实在没有落得“剩水
残山”的境地，也许作者有些悲观过度了吧。其实现代社会里的很多人，还是心中守着一方“诗性-审
美”的精神家园的，生活在衣食保暖之余，还要求丽、求乐。其实有很多人，正是这般倔强的生活着
。到北方来快要满3年了，从最初的严重失望中也慢慢走出来，的确，这方土地的粗糙和实用让土生
土长的南方人觉得厌倦和不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文化的维度上，一
种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被众多的人接受，相反，它倔强的生命力，才能够真正为它自身的高贵作注解
，这让我想到很多身处逆境却坚守着自己信仰的人，哪怕只是那些“高贵而无用”的生活细节，正是
它们，诠释了一种文化的精髓，让远离故土的人有了精神上的追逐念想。所谓家，是那个“你能够得
到理解的地方”，要感谢作者对于江南文化传承所作出的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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