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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历二世而亡，大唐荣耀的华丽血时代，江南的分量在王

朝中后期与日俱增。事实上，从唐后期开始，科举考试中开始

重视崇尚文学性质的进士科而冷落以儒家经术为主的明经科，

再加上北方地区饱受战创，直接打击了北方士人的科举之路；

到北宋中期，科场录取人数的比例，已现“南北倒置”现象；

北宋后期，国家的经济重心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江

南经过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开发，人口稠密、物象繁华，是故朝

廷根据大势所趋，一再提升南人的政治地位；到了南宋，宰相

凡六十二人，其中南人竟占五十六人！至此，宋太祖赵匡胤“后

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语，被彻底地抛诸脑后了。

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让江南人的腰杆越挺越

直，隐隐自傲。有明一代，江南士人在科举考场所向披靡，而

这个优势对官僚群体有着鲜明影响——据学者统计，从万历十

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 47 人，除 1 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

33 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超过总人数

的七成。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著增加，自然对“老家”是利

好消息。明代中后期，江南更率先实现了产业升级，其手工业——

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已成为全国之冠，各类工商业市镇星罗棋布。

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堆金积玉，靡曼无匹。社会富裕，

人心思变，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在《蒹葭堂稿·杂着》中，就

干干脆脆当了回“为奢侈辩护”的弄潮儿，批判了正统的禁奢

观念。伊的“中心思想”是：以奢侈形式表现出来的消费需求，

刺激了生产与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将促进工商业更

发达、市场经济更繁荣。

此后，即将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以及关外的铁骑，逼迫

江南迎接了帝国体制的又一次轮回。然而，整个清代，科举一

甲人物照旧高度集中于江、浙两省。“黄浦江上，石头山下，

西子湖滨，钱塘湖处，竟是英才降诞之所，瞻彼东南，不禁神驰。”

（张耀祥语）辛亥年间，由南方革命党人掀起的巨浪惊涛，则

最终葬送了爱新觉罗的山河，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其时，

看似柔弱的江南人，毅然决然地将自身的命运与家国民族的命

运紧密捆绑。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魏兰……丹心一片洒碧血，

不惧百死照汗青。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3 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

里 3 号（后称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和浙江嘉兴的南

湖上，一场大会举行着。

当时，人们或许猜想不到，这场在江南召开的大会，足可

开天辟地，甚至改写世界史。

至此，江南的千秋家国梦，航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红色

浪漫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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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庙堂，帝王将相；这些“主流”之外，也游离着一

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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