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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以浙江文化研究为例 

何勇强 

内容提要：本文以浙江文化为例讨论了区域文化研究中常见的四个问题:(1)行政地理与自然、文化地理常存在着

不一致性,而且行政区域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变动;(2)区域文化内部可细分为多个亚区域文化,而这些亚区域文化在

某些特征上往往自成体系,甚至打破区域文化的界限;(3)地方感情在某些情况下会制约地方文化的研究;(4)区域文

化中的某些文化人物、文化事项往往存在超地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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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地理与自然、文化地理的关系 

我们今天研究区域文化,往往是以现实的行政区划为界限的。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地方社科院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因

为地方社科院除一般的学术研究外,它往往还负担着为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提供咨询、顾问的职能,在课题的申报和研究方向

上具有更强的现实目的和功利倾向。 

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现实的省区范围与历史上的行政区也常常是不一致的。

以浙江省为例,它与今天江苏省的南部、上海市渊源很深。在春秋时期,这里属于吴国与越国,吴越两国之间互相攻伐,互有胜负,

彼此的疆界经常变化。秦之后,这里设立会稽郡,郡治在姑苏。从此直到宋代,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时分时合,合时则为会稽郡、

为两浙路,分开时则一为会稽郡、吴郡(汉),一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唐),或两浙西路、两浙东路(宋)。一般来说,钱塘江以北、

长江以南的这些地区往往是在一个区域中的,但自明代以后,这一地区一分为二,一属南直隶,一属浙江省,这成为后来江、浙两省

的源头。由于这一地区在自然地理上都处于太湖流域,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同一行政区域的管辖下,彼此之间在语言、文化、风俗

上非常相似,是联为一体的;而且,苏州在很长时期又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因此,研究浙江历史文化,很难避开苏南与上海。 

这种现象在其它省区恐怕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方说,自然地理的河北与行政地理的河北便不是同一概念;更何况,黄河河

道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动的。 

二、亚区域文化 

由第一个问题衍伸开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一省区内部的小区域文化。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某一个区域文化由实

力相当的两个亚区域文化共同构成,比方说,浙江文化,由吴文化与越文化构成。与浙江类似的,还在河北、山东等省。河北文化

由燕与赵文化组成,合称为燕赵文化,山东文化由齐文化与鲁文化组成,合称为齐鲁文化。重庆未从四川分出以前,四川文化也分

为巴文化与蜀文化,合称为巴蜀文化。中国的区域文化大多奠基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因此这些区域文化多于当时的古国名来

命名。此外,江苏、安徽的情形与浙江也比较相似,江苏的文化称为“吴韵汉风”,江苏的文化中有江南文化的因子,也有两淮文

化、中原文化的因子。安徽的情况与江苏的情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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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与越文化,燕文化与赵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彼此之间有所区别的。浙江的情形似乎更为复杂,因为一方面,它的“吴

文化”是与江苏、上海共享的,而且,从传统上看,吴文化中心似乎还是在江苏境内;另一方面,如果把“越文化”的概念扩大一点,

理解成“百越文化”,它的“越文化”又是与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共享的。因为这广大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古代都是

百越人活动的区域,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代,它们之间拥有很多共性。 

浙江境内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固然有很多差别,而且同处越地,即浙东地区的,不同区域之间在文化上也有很多差异。比较说,

浙东北部的宁绍地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与苏南、浙北比较近;而浙东南部的温州一带与福建有很多共性。比方说,它们受海洋

文化影响较深,人民的性格也多有冒险精神、拼博精神;自明清以来,多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而在浙江北部,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从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来,而这种共性又是要明显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

的。 

三、地方感情与地方文化研究 

学术研究虽以追求事物真相,寻求客观规律为目的,但也经常要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人文科学的研究尤其如此。落实到区域

文化的研究中,地方感情常常要影响到学术研究。如果让一个外地人来做研究,他的结论往往会比较客观,但对这一地方的感性认

识往往有所欠缺;如果让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来做研究,他对这一地方往往有比较深的感性认识,但也不免受到地方感情的影

响。比方说,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文明的萌芽,它们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东北地区的人可

能会比较强调红山文化的作用,江浙一带的人可能会比较强调良渚文化的作用。又如,现在常见一些地方对历史名人的“争夺”

也是这种地方感情的表现。比如,夏朝的开创者大禹这个人,中原人大概不会对他的中原属性发生怀疑,但很多浙江人认为夏文化

中有东南地区的因素,更激进一点的观点,甚至认为夏朝崛起于东南;而四川一些学者又认为禹是西戎。 

又如,区域文化研究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对本区域研究的历史地位的拔高,甚至是虚美。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社科

院虽然是学术研究机构,但有时也承担着政治宣传的一些责任,有些学术结论往往并不来自于学者本身,可能是宣传的需要。这也

是区域文化研究中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论地方感情对区域文化研究的影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地域歧视。中国地方广大,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而从历史的角

度看,有些地方相对衰落,又有些地方相对崛起,这使得某些地方的人特别具有一种优越感;而且,不同的地方民风不同,思维方

式、价值观念也有差异,由此更加深地域歧视。学者这个群体大多是理性的人,地域歧视反映到学术研究中似乎并不明显。但从

网络以及民间言议论来看,地域歧视(包括城乡歧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非常严重的地存在着,表现得非常情绪化。地方文化研究

者有责任化解这种歧视。 

四、区域文化中的超地域因素 

还有一点,就是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中国不同区域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除某些民族地区,文化上的个性因素

比较强烈外,大部分地区,共性的东西还是占主要的。有时,地方文化还会有一些超地方的因素存在。比方说,人物研究是地方文

化研究的重头戏,很多有关区域哲学、文学、艺术的研究,归根结蒂往往要落实到人物的研究上来。但有很多地方人物,他们的成

就,他们的思想,往往是超越地方的。举例来说,叶适、陈亮,他们是南宋浙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思想中的地方因素非常明显,他们

的思想很能代表浙江文化。又如鲁迅,他的文学成就,他的思想深度,是超越浙江地方的,但他为人的气质,他行文的风格,仍处处

表现出浙江文化的特征,尤甚是越地文化的特征。但有些人,如王阳明,他“心学”就很难用浙江文化去解释,他的思想,他的为人,

感觉是完全超越了浙江的。同样的浙江学派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用很多篇幅去写黄宗羲,去写全祖望和章学诚,可以从他们身上

归纳浙江特点,但对于王阳明,就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