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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逻辑
*1

彭民权 王胜奇

宋代江西文化发达，进士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理分布来看，宋代江西进士呈现北多南少的特点，数量多的

地方往往集中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而江西边远之地，尤其是江西南部数量稀少。这种分布特点与宋代江西文学家

的分布特点一致。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遵循江西文化发展的逻辑，与江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鄱阳湖水系的

走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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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西文化发达，文学繁荣，名家辈出。据学者统计：“《全宋词》辑录词人共 1397 位，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 174 人，

占总人数的 12.46%，排位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 400 部，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 83 部，占总数

的 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 157 家，江西籍文学家录 41 家，占总数约 27%，而这 41家中还未包含欧阳修、王

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全宋诗》共收入宋代诗人 9000 余人，江西籍诗人就有 778 人，占总数的 8.6%。”
［1］

正因宋代江西文学创作者众多，各体文学均有建树，才造就了宋代江西文学的繁荣。不仅如此，宋代江西文人名家辈出，欧

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周必大、姜夔、文天祥等均是宋代文化、文学的巨匠，对宋代文化、文学影响巨大。

宋人陈贵谊、李道传在《谥文节公告议》中对江西文化、文学之地位这样叙述说：

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

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
［2］(卷一三三)

就宋代文学家数量而言，江西并非第一。但从文学大家的数量及质量而言，其他地方难有相提并论者。因此，陈贵谊、李

道传才会说“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

宋代江西文化、文学的繁荣，还体现在宋代江西进士的兴盛上。从唐代开始，特别是宋元明清，江西进士的数量就呈现井

喷之势，一直在全国排名前列。“宋元明清江西共有进士 10553 名，其中宋为 5490 名（北宋 1779 名，南宋 3711 名），元为 207

名，明为 3067 名，清为 1789 名（至光绪六年止）……江西宋元明清四代进士数， 分别占全国各该时代进士总数的百分率是：

宋 12.72%（北宋为 9.99%，南宋为 14.63%），元为 18.17%，明为 16.99%（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为 17.22%），清为 7.99%。”
［3］(P573)

就宋代江西进士而言，其不仅在数量上相对后代并不逊色，而且在名家的数量及质量上，远超后代。正因如此，探究宋代

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宋代江西进士地域分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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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西下辖 13 个州军，加上今天江西地域的婺源（宋代归属徽州），总共有 69 个县。按照我们的统计，宋代江西共有

进士 6458 人，其中北宋 2070 人，南宋 4388 人。

（一）北宋时期

北宋江西 13 个州军（加上徽州婺源，统计数为 14），进士分布数量悬殊（表 1）。州军中排名前六分别为：饶州 378 人；

吉州 326 人；建昌军 232 人；洪州 205 人；抚州 192 人；临江军 182 人。而州军中排名最后五名分别为：南康军 68 人；江州 61

人；袁州 58人；筠州 38 人；南安军 14 人。其中进士数量在 100 人以上的州军有 7个，进士人数最多的饶州近 400 人，而排名

最后的南安军不到 20 人，足见北宋江西文化资源分布极其失衡。从地域分布看，进士人数最多的前六个州军均相邻，基本连成

一片，集中在江西的中部和北部地区。而排名后五名的五个州军，南康军和江州、袁州和筠州也相邻，加上排名最后的南安军，

五个州军都在江西地域的边远之地。

表 1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表（含徽州婺源）

排序 宋州军 进士数 排序 宋州军 进士数

1 饶州 378 8 徽州婺源 98

2 吉州 326 9 虔州 85

3 建昌军 232 10 南康军 68

4 洪州 205 11 江州 61

5 抚州 192 12 袁州 58

6 临江军 182 13 筠州 38

7 信州 133 14 南安军 14

具体到北宋江西州军下辖各县（统计县数量为 66 个），进士分布更为复杂，差距更大。数量排名前六的县为：南城 155 人；

临川 129 人；德兴 117 人；婺源 98 人；乐平 78 人；庐陵 73人。而数量排名最后的五个县，靖安、瑞昌、瑞金、上犹、万载进

士人数均只有 1 人。根据北宋江西各县进士数量排名，进士人数在 100 人以上的有 3个县，分别为南城、临川、德兴。进士数

量在 50 人以上至 100 人以下的县数量为 13 个。而宋代江西各县进士数在 50人以下至 10 人以上的县最多，有 28 个县。排名最

后的 22 个县，进士数量均不超过 10 人。从地域分布来看，进士数量排名前六的县中，南城与临川相邻，德兴与婺源、乐平三

县也相邻。而宋代江西进士数量排名前 20 的县，大多数都集中在同一个地区。而进士数量不足 10 人的 22个县，也大多集中在

同一个地区。不过，排名前 20 的县大多集中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排名最后的 22 个县除了进贤、永丰、高安、靖安 4 县，大

多集中在江西边远地区，尤其是今天靠近湖北以及广东、福建的两片区域。由此可见，北宋江西各县的文化资源大多集中在中

部和东北部地区。

按照今天江西所属的地域来看，江西 11 个设区市在北宋的进士数量也十分悬殊。今天江西设区市北宋进士数量前六为抚州、

吉安、上饶、九江、宜春、景德镇，数量都在 100 人以上，前三位的进士数量更是超过 300。排名第一名的进士人数甚至比最后

一名多 400 人。

（二）南宋时期



3

相比北宋，南宋江西进士数量更多，分布区域也更广，江西下辖州军进士数量差距更为悬殊（表 2）。包括徽州婺源在内，

南宋江西进士 4388 人。通过对南宋江西 13 个州军以及徽州婺源的 4358 名进士进行统计（尚有 30 位进士不详其州军，仅知其

为江西人），可以看出南宋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相比北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表 2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表（含徽州婺源）

排序 宋州军 进士数 排序 宋州军 进士数

1 吉州 839 8 南康军 243

2 饶州 665 9 徽州婺源 203

3 抚州 493 10 筠州 146

4 建昌军 479 11 虔州 134

5 洪州 440 12 袁州 74

6 信州 286 13 南安军 63

7 临江军 251 14 江州 42

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排在前六位的是：吉州 839 人；饶州 665 人；抚州 493 人；建昌军 479 人；洪州 440 人；信州 286

人。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排在后五位的是：瑞州 146 人；虔州 134 人；袁州 74 人；南安军 63 人；江州 42 人。相比北宋，

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排在前列的州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排名前两位的州军在南宋调换了位置，

北宋时期饶州进士数量超过吉州，但二者的差距仅为 50人左右，并不悬殊；但到了南宋，吉州不仅后来居上，而且跟第二名饶

州的差距拉大，比饶州进士数量多了 170 多人。不仅如此，南宋江西抚州进士数量激增，从北宋的第五名上升至第三名。与北

宋相比，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后几位的变化更大。北宋江西各州军进士数量前七位均超过 100 人，而南宋江西各州军仅最

后三位的进士数量没有超过 100 人，足见南宋江西进士数量相比北宋激增，南宋江西文化发展更为迅速。但相比北宋，南宋江

西各州军的进士数量进一步拉大距离。在南宋江西各州军中，超过 800 人的有 1 个，超过 600 人的有 1 个，超过 400 人的有 3

个，超过 200 人的有 4个，超过 100 人的有 2个，100 人以下的州军有 3个。第一名吉州的进士数量甚至比最后一名江州多了近

800 人。可见，随着南宋江西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江西各州军虽然也有不小的发展，但各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江西区域来看，南宋江西各州军的进士数量排名前七位的州军相邻，地理上连成一片，集中于江西中部和东北部。而排

名后七位的江西各州军都位于江西地域的边远之地。这种地域分布的特点从北宋到南宋一直没有变化。由此可见，宋代江西文

化一直在特定的区域发展，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具体到南宋江西州军下辖各县（统计县数量为 68 个），数量排名前六的县为：南城 286 人；临川 283 人；庐陵 224 人；德

兴 217 人；婺源 203 人；吉水 158 人。而数量排名最后的三个县，会昌、龙南、万载进士人数均只有 1人。根据宋代江西 68 个

县（包括徽州婺源）进士数量排名，进士人数在 200 人以上的有 5个县，进士数量在 100 人以上的有 10 个县，50 人以上至 100

人以下的县数量为 15 个，10 人以上至 50人以下的县数量为 26 个，10 人以下的县数量为 12 个。

综合北宋及南宋江西州军下辖各县进士数量来看，南城与临川一直高居前两位，可见这两个县在整个宋代始终文化昌盛。

相比北宋，南宋江西州军下辖各县进士数量前六位中进度最大的是庐陵，排名从第六名上升至第三名，数量从北宋时期的不足

73人增加到 224 人，从北宋时期数量不足第一名的一半到南宋时期与前两名的差距也仅有 60 人左右。此外，余干从北宋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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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增至 137 人，排名也从第 23 名上升至第 7 名；都昌从北宋时期的 17 人增至 120 人，排名从第 35 名上升至第 9名。不仅

如此，北宋时期排名在最后几位的县在南宋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靖安县的进士数量在北宋时期只有 1 人，到了南宋则增

长至 22 人；上犹在北宋也只有 1人，南宋时期增长至 17 人。但整体而言，北宋时期排名在后的大部分县，在南宋时期依然排

名在后。如不足 10人的 12 个县，相比北宋，彭泽从 8人减至 7人，瑞昌从 1人增至 6人，兴国从 10 人减至 6人，分宜从 2人

增至 5 人，石城从 6 人减至 5 人，德化从 7 人减至 2 人，瑞金从 1 人增至 2人，信丰从 5 人减至 2 人，会昌从 3 人减至 1人，

龙南从 3 人减至 1 人，万载都只有 1 人。可见，从北宋到南宋，江西的不少县依然处于文化落后地区。

从地域分布来看，排名前 20 位的县中，南城、临川、南丰相邻，南昌、丰城、清江、高安、新淦、新喻相邻，乐平、浮梁、

德兴、婺源相邻，显然形成了几个比较集中的片区。与北宋相比，南宋江西各县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域依然集中在江西中部和东

北部。在排名最后 20 位的县中，彭泽、湖口、德化、瑞昌相邻，上高、万载、宜春、分宜相邻，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雩

都、兴国等江西南部的县相邻，形成三个片区。虽然有些县相比北宋有了变化，如高安从北宋时期的第 49 名上升至第 20 名，

人数从 7 人增至 75 人，但大部分县与北宋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集中在江西北部、西部、南部边远之地，尤其是江西南部的

众多县，依然处于文化落后的地区。

按照今天江西所属的地域来看，江西 11 个设区市在南宋的进士数量也发生了变化。根据统计（尚有 30 位江西进士不详其

设区市），江西各设区市在南宋的进士数量排名差别并不是太大，只有宜春和南昌的名次有所上升。在 11 个设区市中，抚州、

吉安、上饶三个地区依然高居前三位，进士数量更是都在 800 人以上，远超后面的 8个地区。而新余、萍乡依然排在最后两位，

进士人数甚至不足 100 人。

二、宋代江西进士地域分布的特点

不同的地理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江西在地理上具有“吴头楚尾”的特

色，北接楚地，东邻吴越，南连岭南之地，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江西地理以山地丘陵为主，但境内湖泊众多，尤其鄱阳湖与

江西境内的大多数河流相连并汇入长江，形成封闭性与流通性共存的地理特点。这种地理上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代江

西进士地域分布的特点密切相关。

（一）与江西地域水系密切相关，主要沿鄱阳湖流域分布

“江西境内河流密布……境内绝大多数河流都由外向内汇入鄱阳湖， 构成一个完整的向心状水系，称为鄱阳湖水系。鄱阳

湖水系主要由鄱阳湖和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及其支流组成……占全省流域面积的 94%。”
［3］(P14)

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

由于高山险阻、丘陵崎岖，陆路并不能畅通八达，大部分的交通要靠水路，因而河流在古代的地位十分重要。江西虽然地处江

南之地，但交通闭塞，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境地。但随着中国经济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江西开始逐渐与中原沟通频

繁，经济与文化也在逐步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鄱阳湖水系的四通八达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江西人通过鄱阳湖进出长江，

进而融入中原。因此，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与江西的水系密切相关，尤其沿鄱阳湖流域分布。

宋代江西进士数量最多的七个州军， 虽然在北宋和南宋排名有所变化， 但七个州军始终没变，分别为饶州、吉州、建昌

军、洪州、抚州、临江军、信州。这七个州军，洪州、临江军、吉州处于赣江干流，抚州、建昌军位于抚河，饶州地处鄱阳湖，

信州处于信江流域。北宋江西进士数量排在前 20位的县中，除了第 14 名新喻、第 18 名宜黄与赣江、抚河干流有一定距离，其

余 18 个县基本都处于鄱阳湖流域。第 1名南城、第 2名临川、第 7 名南丰均处于抚河流域，第 3名德兴、第 4名婺源、第 5名

乐平位于乐安江，第 6名庐陵、第 8名清江、同样位列第 10 名的吉水与新淦、第 17名南昌、第 19 名太和位于赣江干流，同样

位列第 14 名的永丰也处于赣江流域，同样位列第 8名的分宁位于修水，第 12名贵溪、同样位列第 19 名的安仁位于信江，第 13

名鄱阳、同样位列于第 14 名的浮梁位于昌江与鄱阳湖。南宋江西进士数量排名前 20 的县中，大部分与北宋江西进士数量前 20

名相同。新进前 20 名的县中，除了第 15 名安福、第 20 名高安外，第 7 名余干位于信江，第 9 名都昌位于鄱阳湖，第 11 名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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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位于赣江干流。

无论是宋代江西州军进士数量排名前 7，还是下辖各县进士数量前 20，基本都处于鄱阳湖流域，尤其大部分都位于河流附

近的地域。由此可见，江西境内的河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代江西进士的兴盛。

（二）与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基本一致

宋代文化昌盛，文人数量远超前代。宋代文人大多都有文集，士人大夫大多都会吟诗作词，士人亦是文学创作者。因此，

宋代进士大多均为文学家。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基本与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域分布重合。

根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所载，籍贯可考（具体到州军）的宋代江西文学家人数为 1368 人。加上徽州婺源，

宋代江西州军文学家数量也十分悬殊（表 3）。排名前七位的是：吉州 233 人、饶州 188 人、洪州 185 人、抚州 162 人、建昌军

139 人、临江军 109 人、信州 97 人。虽然前七的排名有所不同，但宋代江西州军文学家前七名与宋代江西州军进士前七名的州

军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这七个州军在江西不仅文化相对发达，在文学水平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

表 3宋代江西各州军文学家分布表（含徽州婺源）

排序 宋州军 进士数 排序 宋州军 进士数

1 吉州 233 8 徽州婺源 52

2 饶州 188 9 虔州 49

3 洪州 185 10 南康军 40

4 抚州 162 11 筠州 39

5 建昌军 139 12 江州 36

6 临江军 109 13 袁州 32

7 信州 97 14 南安军 7

具体到宋代江西州军下辖各县的进士与文学家，分布情况也大体相似。根据统计，宋代江西州军下辖县文学家数量排名前

20位的是：庐陵 98人、临川 93 人、鄱阳 63 人、南城 61 人、南丰 58 人、婺源 52 人、丰城 43 人、吉水 41 人、分宁 40人、德

兴 37 人、新喻 34 人、新淦 30 人、清江 29 人、乐平 28 人、贵溪 27 人、南昌 26 人、崇仁 24 人、上饶 23 人、安福 22 人、浮

梁 22 人。虽然具体排名与北宋及南宋江西各县进士数量排名不尽相同， 但除了崇仁， 其余 19 个县都属于宋代江西各县进士

数量排在前 20 的县。宋代江西州军下辖县文学家数量低于 10 人的县为：萍乡、乐安、永丰（信州）、德化、湖口、兴国、星

子、靖安、大庾、龙南、雩都、分宜、南康、万安、广昌、新城、上高、彭泽。其中，乐安和上高为南宋置县，万安在北宋时

期进士数量为 25 人、星子 20 人、萍乡 15人、兴国 10 人，其余各县在北宋时期的进士数量都不足 10 人。即使在南宋这些县的

进士数量有所突破，但始终没有突破 50 人，尤其德化、兴国、龙南、分宜、彭泽、上高人数都不足 10 人，湖口、雩都也只有

10人。

三、宋代江西进士地域分布的文化逻辑

每种文化现象，都会有或隐或显的文化逻辑存在。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显然也有其文化逻辑。从上述宋代江西进士

的地域分布特点来看，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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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江西文化的地域特色所决定

中国文化的演变基本遵循由北向南的发展态势。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原文化逐渐吸收周边文化，最终形成融合的

中华文化。相比周边灿烂的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江西土著文化在中国历史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没有太大影响， 因此江西文

化的发展更多地是受到中原文化的逐步渗透和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尤其伴随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人

口从北向南迁移，江西无论是经济和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从西晋永嘉之乱时期的北人南迁，到唐代安史之乱以至唐末的战

乱导致的北方人口迁徙，以及北宋末年以至南宋初期的北人南迁，江西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北方人口，中原文化也随之逐渐影响

江西，使江西文化迅速发展。而这一过程，是沿着鄱阳湖水系，从江西的北部向南部逐渐发展的。正如有学者所说：“至于赣

中赣北地区，经济与交通比较发达，更是南迁北人理想的落脚处。”
［4］(P10)

这也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江西北部、中部的文

化水平要高于南部。北高南低的发展状况，正是江西古代文化的地域特色。这一特色也决定了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特色。

宋代江西进士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而进士分布最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部以及江西各个边远

的角落。这种分布特色，正是江西古代文化发展北强南弱的地域特色的表现。

江西在远古时期属于三苗腹地，地理偏僻，文化上基本处于蛮荒状态。唐朝之前，江西文化发展并不迅速。在唐朝设立江

南西道之前，江西地域比较有影响的文人是浔阳的陶渊明。到了唐代，江西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极不均衡。以文学家

为例，初唐至盛唐，江西有影响的文学家寥寥无几；到了中晚唐，出现了以洪州为中心的江西北部作家群、以信州为中心的江

西东北部作家群以及以袁州为中心的江西西部作家群。
［5］(P50-70)

虽然数据并不完整，但从陶渊明到晚唐，江西文学与文化确实在

沿着从北向南的地域逐渐发展，北部的文化发展水平远超南部。到了宋代，这一发展态势依然存在。除了与湖北交界的北部几

个县文化发展水平偏低外，整个江西文化依然呈现北强南弱的地域特色。不管是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还是宋代江西文学

家的地域分布，都充分展现了这一特色。

到了明清，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这一特色。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明代江西进士人数最多的 15 个县市为：

南昌县 218 人、安福县 199 人、丰城市 191 人、吉水县 161 人、泰和县 137 人、临川区 123 人、婺源县 113 人、吉安县 102 人、

进贤县 94 人、新建区 76 人、贵溪市 72 人、永丰县 67 人、金溪县 65 人、渝水区 61 人、新干县 60 人。人数不足 10 人的县市

为：安义、万载、武宁、德安、瑞昌、万年、宜黄、资溪、井冈山、峡江、赣县、于都、信丰、兴国、瑞金、龙南以及萍乡市。
①
排名前 15 位的县市中，除了婺源，其余都集中在江西中部，南昌、进贤、新建、丰城相邻，永丰、吉水、吉安、泰和相邻，

临川、金溪相邻，也形成相对集中的几个片区。人数不足 10 人的县市中，除了安义、万年、宜黄、峡江，其余均处于江西边远

的地区，尤其是江西南部。这些依然与宋代江西进士的分布特点大体一致。清代江西进士人数在 50人以上的县市为：南昌县 138

人、新建区 126 人、南丰县 97人、南城县 95 人、奉新县 90 人、婺源县 86 人、黎川县 74人、九江县 62 人、临川区 59 人、金

溪县 54 人。人数不足 10 人的县市为：靖安、德安、瑞昌、余干、弋阳、德兴、上饶、横峰、万年、余江、乐安、遂川、万安、

井冈山、峡江、渝水、于都、信丰、会昌、安远、瑞金、石城、定南、寻乌、大余、上犹、崇义。
②
与宋朝、明代相比，清代进

士的数量不仅数量减少，而且分布状况也有不小差异。人数超过 50 人的只有 10 个县市，南昌、新建紧邻，并与奉新相近，临

川、南城、南丰、金溪、黎川基本形成一个集中的片区。人数不足 10 人的县市有所增多，中部县市有所增多，但也集中于弋阳、

横峰、上饶等江西东部，井冈山、遂川、万安以及赣州大部分县市等江西南部地区。这些集中片区在前代依然是文化不发达的

地区。

（二）河流在江西文化的地域演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总是以河流为中心繁衍发展，河流在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

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更是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古人沿着黄河和长江，发展出灿烂的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

沿河地区往往经济发达，城镇集中，人口稠密。因此，这些地区的文化也相对发达。就江西而言，境内密布的水系，为文化传

播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有学者以为：“中原文化在江西的传播， 基本上是沿江西的三大水系由北向南推进的，江西作家也

便相对地集中在以鄱阳平原为总汇的三大水系沿线，显示出一种以地域和家族为基础的群体性特征。”
［5］(P12)

这种由北向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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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特征，也导致了江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化北强南弱。而这种文化特色，正是江西水系的走向所致。

江西虽然与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交界，但在中国古代，与中原文化沟通也只有经由长江，因此，与鄱阳湖连通的

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几大河流就至关重要。江西人要进入中原，经商或者赶考，都必须经由鄱阳湖入长江北上，

再进入中原。而在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人口大迁徙，江西是主要的人口输入地，北人南迁也是经由长江进入鄱阳湖，再通过

几大河流由北向南分散至江西各地。不仅如此，江西在古代由于地理偏远，是主要的贬谪之地，也是进入其他更为偏远的岭南

等贬谪地的必经之地。这些贬官都是从长江进入鄱阳湖水系，从而进入江西。这些南迁的北人，尤其是贬谪而来的官吏，对中

原文化在江西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由北向南的传播，也导致江西文化的北强南弱。可以说，宋代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特

色，也是鄱阳湖水系走向的特点所造成的。那些没有在鄱阳湖水系周围的地区，往往都是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四、结语

整体而言，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北强南弱的状态。中原文化在通过鄱阳湖流域进入江西境内的过程中，是由北

向南传播的。因此，最先接受文化辐射的北部，无论是进士的人数还是进士的密度，都远非南部所能比。当然，随着文化辐射

的逐渐深入，江西中部的文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进士的人数与密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由于古代江西交通不发达，河流在文

化传播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与江西境内的几大河流的分布区域基本一致。可以说，特殊的

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

当然，文化的传播极其复杂，宋代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绝不仅仅由地理环境决定，其背后还有更复杂更多元的因素。比

如，我们不能忽视文化传播中的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背后的家族与群体的影响，还不能忽视个体交游对文化与学术的促进与

推动
［6］

。宋代江西文学与文化的繁盛，与宋代江西前后相继的诸多文化名家密不可分。北宋之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黄庭坚，南宋之杨万里、周必大、姜夔、欧阳守道、文天祥等，他们对推动宋代江西文学与文化走上高峰功不可没。正是因为

他们的成就与影响力，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并由此带动更多的人，形成家族与团体。宋代江西出现了特色分明的家族，

如晏殊家族、王安石家族、黄庭坚家族；以及在宋代影响深远的团体，如江西诗派、凤林书院群等。这种由个体辐射形成的家

族与团体，带动了他们的出生地以及周边地域的文化发展。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评价杨万里云：“诚斋家吉

水之湴塘，执诗坛之牛耳，始自家族，延及郡邑，孰非闯李、杜之门，希欧、苏之踪者。”
［7］(卷四八)

正如周必大所说，杨万里主

盟南宋诗坛，其影响最初只在家族，后来延续到郡邑，进而辐射到周边。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种长期的影响与积淀，

使得欧阳修之庐陵、王安石之临川、杨万里之吉水等地域一直名列宋代江西进士分布数量最多的地域之中。因此，对于宋代江

西进士地域分布的文化逻辑，还有更多研究的必要。

注释：

①参见邱进春：《明代江西进士考证》，浙江大学 2006 年博士论文。

②参见于毛晓阳：《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浙江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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