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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区域文化与文化分这

在人类文化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是

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是多种力所构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而文化发展的多因素决定规律，又反过来决定了文化五彩缤纷的

多样性特征。

在文化的多类型、多模式中，区域文化是重要的一睐。区域文

化是文化的空间分类，是类型文化在空间地域中的凝聚和国定。

中华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匪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经济方式的多样

性而呈现出丰富的多样状态。至晚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

致成型。东1隆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大相歧异于位处"四塞

之地"的秦文化: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不同于南方的楚文化;同在

长江流域而分赴上游、中游、下游的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

又各具特色。沿及后世，在思想学术领域，国属理学的宋代诸子区

分为"臻、洛、关、阁"四大家，同震理学的朱嘉的"间学"和陆九渊

的"江西学"多有歧见。在文学领域，宋代有以黄庭坚为首的"江

西诗派"和由徐照、徐班、赵师秀、翁卷等"四灵" (灵辉、灵阔、灵



塑导论

舒、灵秀〉结合成的"永嘉派"明代有以李东阳为蓄的"荼陵振

以"三袁"气(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振"\、以争钟争f惺星、谭

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忡飞ο 清代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振"飞，\，以方

苞等人为首的"桐域摄"飞，悻敬等人开创的"陪湖撮"以及以张惠言

为首的"常州词撮"。在噩坛上，明代有以戴进为首的新派，以比

周、文徽萌为苦的吴派。清代有龚贤等"金陵八家

的"常州派"以及名震遐逐的"扬州八怪"气O 在经学领域，清代考据

学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与以惠栋为首的"吴摄"飞O 在史学领域，

清代的"浙东学派"摞远流长，影B响自广泛。如此一类具有鲜明区域

特色的文化现象不可姓数。

区域文化是亩地域性限定了的文化，而所谓地壤，也是由一种

文化所涵盖的地域。文化的模糊性，往往使"区域"很难有一个准

确的界定。自内学者通常将文化区分为形式文化区、抗能文化区。

形式文化区以某种文化特征为基础，例如，三秦文化、吴越文化、岭

南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已蜀文化，乃至北方文化、南方文化。

但是，所谓"文化特征"实际上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模念，也是一个

见仁见智的模念，正如周振鹤先生所指出的"所谓吴文化区，所

谓三晋文化区，在地域上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例如，吴文化区到底

要用什么来规范，用风俗用宗教，显然都不行。"①相比较而言，以

机能文化区作为研究单位，似乎更易于操作。

所谓机能文化区郎以行政区如作为文化区如分的基础或主要

标志，换言之，一个行政区就是一个就能文化区。颇有意思的是，

在 1997 年 9 月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的"序论"中，周

振鹤先生曾经提出"机能文化区的意义不大'唱的观点，但在 20∞

① 参见痛振鹤为张伟然著《据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所作序，梅花教育出版

社 2【泊0 年 1 丹版，第 1 页。

②周振鹤著:(中医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颠社 1997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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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化吏 擅

年出般的《海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序》中，庵先生肯定抗能文化

区的研究价值说..一是，……因为行政机能的作用，使得这个行

政区有同一化的文化基础，而且，有的省区已经出现机能文化区与

形式文化区重合的现象。二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便于将研究

限制在确定的范匿内。"①可见对抗能文化区研究的认识在不断深

化。

毫无疑问的是，行政区划的产生固然出自于行政管理的需要，

但行政区~J-亘稳定下来，就有可能对区域内的文化心理产生影

响，形成一种共同的地域性文化心理。如有省源起元代，元代"幅

员际天，机务目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丽分治焉"②。至康黑六

年，有十八行省之设。在清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人意识中

的‘省'只是一种行政区划的概念'咽。诚所谓"省者，中书省也，

政府也:行省者，分政府也"④。 f旦睡着时间的推移."省"开始具备

用一化的文化心理基础，其标志便是"省"意识的产生。 1907 年吕

志伊所著《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提出"省界"⑤这一概念。其

后，谭人凤又有"省界观念"⑥之说。翻阅《辛亥革命前十年闰时论

选集)，可屡见"我滇人"、"吾湖南人"、"我阁人"、"广东者广东人

① 参见周振鹤为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所作序，据北教育出版

社 2(则年 1 月版，第 1 页。

② 许有三E:{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圭塘小稿〉卷八。

③ X1J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 flj) 199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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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等论

之广东也"、"吾辈既为湖北人，则以湖北人谋湖北"等具有强烈

"省界现念"的说词。到民国初年，戴季掏指出"省界之存在于国

民心摇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①以致人们"初次梧会，其第

一语臼‘贵省若应者为同省也，则问者必笑市 B: ‘民乡同

乡， "②。所谓"省界"所谓"省界观念"实包含着深刻的地域认

同性和排他性， l!P对外，在本省与外省之间却j上界线"分泾渭于

一饮食一书报之间，至岸然不能假借，佛然梧诋曰:‘汝浙人自有

革开界，吾楚人自有楚界。， ..③对内，强调一种统合性、内聚性、闰一

位，而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正是同一先的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

二、楚文化、荆楚文化与湖北文化

"海北"之得名，摞起宋代。宋代作为一个区域，其得名乃是

与"湖南"相对而来的。唐代后期，以梅、资二水流域置湖南现察

镜，是为"湖南"得名之始。宋代以此范围设置荆湖南路，而以挺、

遭二水流域及今湖北的中部地区设置荆湖北路。由于前者的简称

仍作"湖南"与此相对，活者也就简称"海北"。而湖北大部分县

治，正是在宋代基本稳定下来。至于"湖北"作为一个直属中央的

高层政区，旦范围与今据北省境大体一致，则已是到了清代。④

然而，"湖北"之穰念虽出于宋代，但正如张伟然博士在其所

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所指出的:今湖北省境作为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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