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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有象 风俗有本——读《江南烟景》

【作者】罗文华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的花草山水固

然使人迷恋，江南的民风民俗同样让人陶醉。李涵绘图、王稼句撰文、江苏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装

帧古雅的大型图文书《江南烟景》，以当代江南中青年才人和学人的独特眼光，重新解析并艺术再现

生动鲜活的江南民俗，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江南民间文化读本。  

   《江南烟景》，书名内涵丰富而含蓄，引人浮想联翩。“烟景”，即风景，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风景，它让我们回想起唐宋诗词和明清小说里许多描绘江南风景的词语：烟花、烟波、烟霭、烟霞、

烟雨、烟云……但该书的作者独爱这个“烟”字，显然看重的是它浓郁的市井气息，取其“人间烟

火”的含义。全书3辑50帧图文，无不体现着“人间烟火”，如第一辑“岁时记忆”中的《调龙灯》、

《接财神》、《年节酒》，第二辑“日常琐碎”中的《绣花》、《清玩》、《梳妆》，第三辑“世象

大观”中的《迎亲》、《拜堂》、《入洞房》等，篇名本身就是民俗活动的一种，或民间日常生活的

一个侧面。值得一说的是，书中表现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生活场景，都是在安宁和平的时世

背景下才有可能正常进行或享有的，因此，所有画面和人物都给人以祥瑞、喜悦、富足、闲适的感

觉，反映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百姓珍惜“太平有象”，进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居乐业的精

神状态。  

    风俗，是《江南烟景》一书的最大看点。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

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

同俗”，正是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但它同时也是流变的，原有

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风

俗毕竟也还是有本有源的，其来龙去脉很值得梳理和研究。《江南烟景》的文字作者王稼句，是江南

地区著名的作家、学者和藏书家，他特别注重收藏有关民俗的图文资料，并擅长点化史料，用自己雅

致而洗炼的语言解说风俗，寓意深厚，趣味浓郁。书中每篇文章虽寥寥数语，也旁征博引，溯本求

源，清晰地勾勒出画面的民俗文化背景，使读者醒目提神，收益良多。  

    《江南烟景》的绘画作者、著名画家李涵，生于江南，长于江南，长期关注江南风俗现象，也善

于表现民俗场景与人物。从书中描绘的人物看，他们好像一个大家族的众多成员，男女老少，各具神

态，在不同的主题画面中担当着不同的主角与配角，顾盼有致，相映生辉。仔细观察，他们的手、

眼、身、法、步，朴拙中透着机灵；他们的唱、念、做、打、舞，正剧外不乏喜剧色彩。聪明的画家

将染成深红色的比较粗糙的布料作底子，还未动笔，就为作品打下了古雅而喜庆的基调；然后采用工

笔重彩技法，借以石青、石绿等颜色，在布料上勾勒形态，层层渲染，精细地描绘出鲜明而生动的人

物形象。欣赏李涵的这些风俗画，在审美愉悦之外，别有一番历史的真实感与生活的亲近感。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适逢落花时节，《江南烟景》走进我们的视野，它诱惑

身居北国的我们，羡慕和向往江南美好的风景，了解和欣赏江南富庶的风俗。爱江南、爱文化的李涵

和王稼句，通过对他们所熟悉的江南烟景的浓妆淡抹、精雕细刻，使我们再次感受到，江南，苏杭，

不仅是自然的“天堂”，更是人文的“天堂”。 

【原载】 《中国文化报》 200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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