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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特殊的家庭背景给项羽 幼小的心灵理下了仇恨的种子

,

他所成长的楚文化环境
、

仇恨秦王

朝的强烈氛围
、

从小所受的教育
,

使这颗种子生根
、

发芽
、

长大
,

形成 了强烈地复仇心理
。

复仇心理

使他在反秦斗争中勇猛
、

顽强
、

坚定
、

果敢
,

成 为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功 臣 ;复仇心理 又使他动辄
“

屠

城
” 、

院俘
,

伤 害无辜
,

成为潜伏于其政治生命中的恶瘤
,

这个恶瘤在楚汉战争中爆发 ;复仇心理也

使他变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
,

该 出手时优柔寡断
,

毫无政治远见
,

失去 了 由 自己重新统一 中国的天

踢 良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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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

有许多悲剧性人物
,

但是
,

很

少有人能像项羽那样
,

那么长久的激荡着不同历史时

期
、

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情感
。

谁也不能否认
,

项羽是一

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奇才
,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

他凭

借农民起义的滚滚浪潮
,

把横扫六国
、

不可一世的秦王

朝打翻在地
,

登上了号令诸侯的霸王宝座 ;谁也无法回

避
,

他又是洲位政治上的侏儒
,

不但没有把军事硕果转

化成政治成果
,

反而在军事上高奏凯歌的同时
,

政治上

节节败退
,

为自己营造着葬身之地
。

历史曾经那么垂

青于他 ;重新统一似乎唾手可得
,

但他却漫不经心的放

弃了
。

像历史上许多悲剧性人物一样
,

项羽的成功与

失败有其主
、

客观方面的复杂因素
。

项羽的独特性在

于
,

他的成功与失败都与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联系在

一起
,

即
:
复仇心理

。

复仇心理使他在反秦斗争中
,

把

自己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

成了推翻秦王朝的

最大功臣 ;复仇
J

合理也使他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
,

失去

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天赐良机
。

一
、

复仇心理的社会背景与家族渊源

所谓复仇
,

是群体或个体受到伤害时
,

本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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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
、

族人
、

朋友以非常手段维护 自身利益
、

惩治仇

人的报复性行为
。

报复行为的局限性是
:以亲疏远

近划线
,

是非观念淡薄
。

但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

在法制极不健全
,

强权和强势族群鱼肉弱小盛行的

古代
,

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威慑强权者和强势族群
,

迫

使其在欺凌弱小时有所顾忌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社会矛盾
。

所以
,

古人肯定正当的复仇行为
。

甚

至把它看成是君子必备的美德之一
。

《礼记
·

檀弓》云
:

子夏问铃孔子 曰 :
居父母之仇

,

如之何 ? 夫子

曰 :
寝苫

,

枕干不仕
,

弗与共天下也
。

遇诸市朝
,

不反

兵而斗
。

曰 :
请问居昆弟之仇

,

如之何 ? 曰 :
仕 弗与

共国
。

街君命而使
,

虽遇之不斗
。
曰 :
请问居从父昆

弟之仇
,

如之何 ? 曰 : 不为鬼
。

主人能
,

则执兵陪其

后
。

[` ]

《礼记
·

曲礼》载 :

父之佛
,

弗与共天
。

兄弟之钵
,

不反兵
。

交游之

摊
,

不 同国
。 〔̀ 〕

如此具体地规定了复仇的范围和程度
,

一方面

说明当时的复仇行为非常普遍
。

这种规定就是对这

种普遍行为的规范
。

它不仅仅是对忍辱苟活者的鞭

策
,

也是对过量复仇的制约
。

另一方面也说明
,

春秋

战国时期有仇必报已经内化为根深蒂固的道德律
。

有仇不报耻
,

有仇必报荣
,

已经成为评价人的重要标

准之一
。

先秦史册中记载了许多复仇者的故事
。

如 ;严仲子使聂政刺韩相 ;燕太子丹派荆柯刺秦王 ;

伍青掘墓鞭尸
,

等等
。

就连西汉时的司马迁对此类

行为也是赞叹有加
。

他称赞伍青说
: “

向令伍子青

徒奢俱死
,

何异缕蚁
。

弃小义
,

雪大耻
,

名垂龄后世
,

悲夫 ! 方子青窘龄江上
,

道乞食
,

志岂须臾忘郧邪 ?

故隐忍就功名
,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
” 〔2〕

因为复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

所 以
,

秦灭六国

后
,

尽管强权高压
,

但明里暗里的复仇言行还是不断

出现
。

韩国贵公子张良
, “

弟死不葬
,

悉以家财求刺

秦王
,

为韩报仇
。 ”

后来果然找了个能举一百二十斤

大铁椎的大力士
, “

击秦帝浪沙中
,

误中副车
。 ” [’ 〕有

些人慑于秦王朝的威势
,

不敢明火执仗地对着干
,

也

要写上条反秦标语出 口恶气
。

如秦始皇三十六年
,

东郡落下一块陨石
,

有人在上面刻道 ; “

始皇死而地

分
。 ”

叫 可见当时的反秦复仇情绪之广之深
。

正因

为有这种遍布六国的复仇情绪
,

当陈胜
、

吴广振臂高

呼时
,

才会出现
“

天下莫不响应
” , “

家自为怒
,

人 自

为斗
,

各报其怨而攻其仇
。

县杀其令承
,

郡杀其

尉
’ ,
仁’ 」的反秦复仇大潮

。

六国内针对秦王朝的复仇情绪非常普遍
。

相比

之下
,

项羽 的故国— 楚国
,

复仇反抗情绪更为强

烈
、

广泛和深刻
。

范增曾对项梁说
: “

夫秦灭六 国
,

楚最无罪
。

自怀王人秦不反
,

楚人
J

磷之至今
,

故楚南

公曰
: `

楚虽三户
,

亡秦必楚
’

也
。 ” 仁6 ]秦在灭楚的过

程中
,

使用了欺骗
、

讹诈等许多不道德的手段
。

如
:

怀王人秦不反 ;张仪的六里与六百里等等
。

自己真

诚地相信对方的许诺
,

却一而再
、

再而三地被欺骗愚

弄
,

楚人的窝火
、

憎恶
、

仇恨可想而知
。

更为重要的

是
,

楚与秦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

秦国在历史上与

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政治
、

经济
、

文化上的长

期交流
,

使秦文化融人了中原文化之中
。

而楚却有

着迥异于中原的文化传统
。

秦统一后
,

在文化上没

有采取兼收并蓄的宽容政策
,

反而高压
、

灭绝
,

企图

消除异己
。

因此
,

秦占领楚的同时
,

也在进行着更为

深刻地文化征服
。

楚人的抗秦斗争
,

本质上是楚文

化求生存的斗争
。

楚人发出
“

楚虽三户
,

亡秦必楚
”

的宣言
,

深层根源即在于此
。

考查秦末农民起义就会发现
:
陈胜

、

吴广率先发

动起义的大泽乡是楚地
。

随之而起的各支武装也大

多是在楚地由楚人组织领导
。

起义的著名领袖人物

多为楚国人
,

而且来 自社会各阶层
。

起义以大楚为

国号
,

后来拥立的王是楚王室后裔
。

可见楚人在反

秦斗争中确实起到了中流砒柱的作用
。

项羽从出 生到起义的二十余年
,

正是秦始皇
“

积七世之余烈
” ,

以
“

横扫千军如卷席
”

的态势消灭

山东六国的冲刺阶段
。

他 2 岁时韩亡
,

7 岁时魏亡
,

9 岁时楚亡
,

10 岁时赵
、

燕亡
,

n 岁时齐亡
。

他的幼

年正是楚国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时期
,

也是楚人

反秦情绪逐渐高涨的时期
。

项羽的先祖
“

世世为楚将
” ,

其家族命运与楚国

的兴亡密切相关
。

项羽 8 岁时祖父项燕
“

立昌平君

为荆王
,

反秦于淮南
” ,

为楚国的生存作最后一搏
。

结果战败自杀
。

叫

秦统一后
,

项羽跟着叔父项梁逃亡在外
,

项梁成

了项羽的监护人和培养者
。

项梁的一言一行必然影

响着项羽
,

项梁也会按照 自己的理想培养项羽
。

项

梁是一位反秦斗士
。

早在陈胜起义前
,

他就已暗中

做反秦准备
, “

阴养士生九十人
” , “

阴以兵法勒宾客

及子弟
” ,

并
“

铸大钱以具甲兵
” 。 〔’ 】项梁如此重视利

用各种机会发现和培养反秦人才
,

侄儿项羽 自然是

其培养的重中之重了
。 “

项籍少时
,

学书不成
,

去学

剑
,

又不成
。

项梁怒之
。

籍 日 : `

书足 以记名姓而

已
。

剑一人敌
,

不足学
,

学万人敌
。 ’

于是项梁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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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兵法
,

籍大喜
,

略知其意
,

又不肯竟学
。 ”

0[] 实际

上
,

除
“

学书
” 、 “

学剑
” 、 “

学万人敌
”

等知识性
、

技术

性的培养之外
,

更重要的恐怕是心灵的塑造和情感

的浇灌了
。

综上可以看出
,

家仇国恨在项羽幼小的心灵深

处埋下了仇恨秦王朝的种子
,

悠久的复仇传统
、

特殊

的家庭背景
、

楚文化的熏陶哺育
、

楚地浓烈的复仇氛

围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

项梁又对其进行了定向性

的强化培养
,

终于使其枝繁叶茂
,

达到极致
,

其复仇

的迫切和强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

所以
,

当他看到出

巡中的秦始皇时
,

脱 口而出
: “

彼可取而代之
” 。

这

时的项梁反而吓坏了
,

急
“

掩其 口
,

曰 : `

毋妄言
,

族

矣 ! ”
’

困但项梁内心肯定是高兴的
,

自己的投人终

于有回报了
,

尽管是 口头的
。

他知道这是发 自内心

的
,

也相信这宣言一定会变成具体的行动
。

从此
,

更

加重视对娃儿的培养
。

二
、

复仇心理的现实表现

复仇心理使项羽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

曾

是项羽部下的韩信
,

投奔刘邦
,

被授予大将军后
,

纵

论天下
,

对项羽有一段十分精辟的分析
: “

项王暗嘻

叱咤
,

千人皆废
,

然不能任属贤将
,

此特匹夫之勇耳
。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
,

言语呕呕
,

人有疾病
,

涕泣分食

饮
,

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
,

印浏敝
,

忍不能予
,

此所谓

妇人之仁也
。

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
,

不居关中而

都彭城
。

有背义帝之约
,

而以亲爱王
,

诸侯不平
。

诸

侯之见项王遣逐义帝置江南
,

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

善地
。

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
,

天下多怨
,

百姓不亲

附
,

特劫放威强耳
。

名虽为霸
,

实失天下心
” 。

阁据

《史记》记载
,

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在不同场合对项羽

有过类似的评论
。

从这些评论我们可 以看出
,

项羽

既凶暴残忍
,

又有
“

妇人之仁
” ;既有破斧沉舟的果

断敢为
,

又有鸿门宴上的优柔寡断 ;既是一位崇尚武

力的英雄汉
,

又是一位缠绵徘侧的有情人
。

项羽为

什么有这些矛盾着的性格特征呢 ? 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复仇心理
。

复仇心理使他对仇人特别恨
,

以

至于到了丧失理智
、

极其残忍的程度
。

他首次独立

作战
,

就以令人发指的
“

皆院之
”

开始
。 “

项梁前使

项羽别攻襄城
,

襄城坚守不下
,

已拔
,

皆院之
,

还

报
。 ” 〔6〕“

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
,

屠之
。 ’ ,
汇6〕 ,

巨

鹿之战后
,

他又命
“

楚军夜击院秦卒二十余万人新

安城南
.

” [ 6」秦王朝灭亡后
, “

项羽引兵西屠咸阳
,

杀

秦降王子婴
,

烧秦宫室
,

火三月不灭 ;收其珍宝
、

妇女

而东
。

川 6」等等
。

仔细分析项羽暴行就会发现
:
他的施暴主要针

对两类人
:
一是秦王朝及其下属和军队 ;如

:
院襄城

,

屠城阳
,

杀子婴
,

火烧秦王宫等
。

二是阻碍或有可能

危及他反秦复仇的人
。

如
:
怒杀宋义

,

吭秦降卒等
。

也因为复仇心理
,

使他对
“

朋友
”

特别
“

仁慈
” ,

“

见人恭敬慈爱
,

言语呕呕
,

人有疾病
,

涕泣分食

饮
。 ”

这里的
“

人
” ,

显然是指反秦队伍中的士卒
、

将

领
,

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
“

战友
” 。

有时到了丧失原

则的程度
,

最典型的是放走对手刘邦
。

他的果断敢为
,

是在面对强秦
,

决定是否拼死一

搏的关键时刻
,

如巨鹿之战 ;他的优柔寡断是在面对

反秦阵营中的
“

同志
” ,

决定是否抽出屠刀之际
。

如

鸿门宴上的所作所为
。

可见
,

项羽性格中的矛盾
,

实质上是一个事物的

两个方面
。

而这两个方面根 源于 同一个心理因

素— 复仇心理
。

三
、

复仇心理的社会效果

项羽的复仇心理
,

既有积极的一面
,

也有消极的

一面
。

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反秦的坚定性
、

勇敢

性和彻底性上
。

当时的反秦阵营鱼目混杂
,

目的各异
,

概括起来

主要有四类
:

一是不堪忍受秦的残酷剥削
、

压迫
,

为求生存起

而反秦者
。

这是反秦的主力军
,

以陈胜
、

吴广为典型

代表
。

二是以裂地而封为目的者
。

如 ;武臣
、

韩广
、

田

澹等
。

这类人有知识
,

有文化
,

见多识广
,

政治意识

强
,

多为起义队伍的上层
。

楚汉战争时
,

刘邦正是利

用此类人的这种心理
, “

取非其有以与于人
,

行虚惠

而获实福
” ,

壮大了 自己
,

孤立 了项羽
。

三是恢复六国者
。

陈胜率领起义军攻下陈县

后
,

欲自主为王
,

张耳
、

陈徐向陈胜建议
: “

立六国之

后
” 〔5〕 。

陈胜牺牲后
,

项梁成了起义军的核心人物
,

范增说项梁
,

把陈胜失败的原因归于不立六国之后
,

并劝项梁立之
。 〔“ 〕直到楚汉战争时

,

还有人劝刘邦
“

复立六国后世
” 。

[’ 」可见这股潮流具有明显的广泛

性和持久性
。

四是借机复仇者
。

如
:
前期的张良等

。

当然
,

具体到反秦阵营中
,

情况并非像我们所列

举的这么径渭分明
。

有的人可能同时具有几种目

的 ;有的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

目的也在不断变

化着
。

譬如刘邦
,

起初是为求生存而反秦的
,

随着势

力的增强
,

又有了裂地而封的愿望— 希望王关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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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时
,

又发展为统一中国
,

以成帝业
。

目的不 同
,

反秦 的态度也就有了很 大差异
。

“

裂地而封
”

和
“

复辟六国
”

这两类人
,

当他们的目的

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时
,

反秦热情就大为减弱
,

甚至

置反秦大局于不顾
,

只求 自保或 自强
。

武臣奉陈王

之命占领赵地后
,

马上自立为赵王
。 “

陈王使使者

贺赵
,

令趣发兵西人关
。 ” 〔’ 〕武臣不但不从命

,

反而

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 “

楚已灭秦
,

必加兵龄赵
” ,

于

是
,

派兵
“

北询燕
、

代
,

南收河内以自广
” 。

认为这样

一来
, “

楚虽胜秦
,

不敢制赵
。

若不胜秦
,

必重赵
。

赵乘秦之弊
,

可以得志聆天下
。

,,[
`“ 〕

为求生存而反秦的一类人
,

大多处于反秦队伍

的下层
,

他们与秦王朝不共戴天
,

是反秦的中坚和主

力军
,

具有无比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

因为
,

秦王朝不

灭
,

他们就无法生存
。

项羽反秦既是为了生存
,

也是为了复仇
。

向秦

王朝复仇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推翻
。

所谓
“

仇人相

见分外眼红
” ,

此类人具有不顾一切
,

不计后果
,

赴

汤蹈火
,

在所不惜的勇敢性
、

坚定性和彻底性
。

这一

点在巨鹿之战中表现的最为典型
。

当时
,

来救巨鹿

的有十余支诸侯军
,

都被秦军强大的威势吓软了
,

“

莫敢纵兵
” 。

就连被困者张耳的
“

勿叮颈交
”

陈余和

张耳的儿子张敖
,

也都为了保存实力
, “

未敢击秦
” 。

而项羽却报仇心切
,

面对宋义的
“

久留不行
” ,

心急

如焚
,

在进谏不果的情况下
,

怒杀企 图
“

先酬 秦
、

赵
” ,

秦
“

战胜则兵疲
,

我承其敝 ;不胜
,

则我引兵鼓

行而西
” 〔“ 〕的卿子冠军宋义

。

掌握兵权后
,

立刻
“

遣

当阳君
,

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
,

救拒鹿
” ,

接着亲自
“

悉引兵渡河
,

皆沈船
,

破釜
、

颤
,

烧庐舍
,

持三 日粮
,

以示士卒必死
,

无一还心
。

于是至则围王雕
,

与秦军

遇
,

九战
,

决其雨道
,

大破之 ; 杀苏角
,

虏王雄
。 ”

取得

了巨鹿之战的全面胜利
。

项羽也凭 自己的勇敢
、

善

战
,

凭自己在反秦斗争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关键性作

用
, “

始为诸侯上将军
,

诸侯皆属焉
。 ” 「̀〕可见

,

这时
,

项羽的复仇心理与反秦斗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

以

这种心理为内因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
、

坚定性和彻

底性是巨鹿之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

也是

彻底推翻秦王朝所应该具备的意志品格
。

因此
,

在

反秦斗争中
,

项羽登上上将军的领导地位
,

有力地推

动了反秦斗争的发展
,

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

项羽的复仇心理不仅有正面效应
,

也有非常严

重的负面影响
。

首先
,

他只以复仇为目的
,

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

蓝图
,

更谈不上政治远见
。

初
,

楚怀王
“

与诸将约
:

`

先人定关中者王 之
’ ,

当是时
,

秦兵强
,

常乘胜逐

北
,

诸将莫利先人关
。

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
,

奋愿与

沛公西人关
” 。 「9〕请注意

,

他的请战是因为仇恨
。

正

因为如此
,

当他杀了秦降王子婴
,

一把火烧了秦宫室

后
,

大仇已报
,

反而无所适从了
。

除了
“

收其货宝妇

女而东
” ,

说出
“

富贵不归故乡
,

如衣脯夜行
,

谁知之

者 !
” 「6〕之类小儿见识的话之外

,

又能有什么更大的

作为呢 ? 到手的政治成果就这么被他漫不经心地放

弃了
。

其次
,

因为他只以复仇为目的
,

在复仇过程中
,

看见仇人就像斗牛场上的公牛看见了抖动的红布
,

立刻亢奋起来
,

恨不得食其肉
,

碎其骨
,

寝其皮
。

追

求的是解恨
、

痛快
,

因而
,

手段极其残忍
。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

战果只有转化成政治成果
,

才是真正的胜利
。

攻关夺隘
,

询城略地
,

只有以征服

人心为基础
,

才能巩固
,

才能持久
。

如果单纯追求胜

利而不计手段
,

不考虑后果
,

这样获得的胜利常常不

能转化为政治成果
,

有时
,

反而会成为政治征途上的

巨大障碍
。

项羽只知复仇
,

不懂政治
,

因此
,

尽管他

每战必胜
,

但每一次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取得的胜利
,

都是一次政治上的大溃败
。

如
:
项羽人关后

,

杀秦降

王子婴
,

烧秦宫室
,

解恨固然解恨
,

但代价是
, “

秦人

大失望
” 。

这就与刘邦形成了鲜明对 比
。

刘邦人关

中
, “

所过亡得卤掠
,

秦人皆息
” 。

受降之后
,

又与秦

父老约法三章
, “

秦人大喜
,

争持牛
、

羊
、

酒食飨军

士
。

沛公又让不受
,

曰 : `

食粟多
,

非乏
,

不欲费人
。 ’

人又益喜
,

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 ”

图在楚汉战争的五

年间
,

关中之所以能够成为刘邦集团稳固的后勤保

障和兵源补充基地
,

根本原因就是项羽的所作所为

失去了秦人之心
,

人们怕其取胜 ;而刘邦的一系列措

施征服了秦人之心
,

人们惟恐其不胜 ;故尔倾其所有

支持刘邦
,

以打败项羽
。

项羽在复仇心理驱使下的暴行可能引起的政治

恶果
,

当时
,

许多人 已经看到了
。

项羽请求
“

西人

关
”

时
,

怀王诸老将皆曰
: “

项羽为人
,

漂悍猾贼
,

项

羽尝攻襄城
,

襄城无遗类
,

皆院之 ;诸所过无不残灭
。

且楚数进取
,

前陈王
、

项梁皆败
,

不如更遣长者
,

扶义

而西
,

告榆秦父兄
。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
,

今诚得长者

往
,

无侵暴 ;宜可下
。

今项羽漂悍
,

今不可遣
。 ’ , 「’ 】诸

老将对项羽的认识是准确的
,

也是深刻的
。

尽管项羽复仇暴行的政治恶果已被许多人所认

识
,

但项羽的暴行在反秦斗争中主要是针对秦王朝

及其爪牙的
,

与推翻秦王朝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

所

以
,

其政治恶果还没有完全显现
。

当秦王朝灭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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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楚汉战争时
,

它的恶果就凸现出来了
。

因为
,

历史又一次面临着选择
。

所谓历史的选择实际上是

民心的选择
。

这时
,

人们的心理预期决定着人心的

向背
,

而被选择者过去的行为则是人们心理预期的

惟一依据
。

即所谓
“

得道多助
,

失道寡助
” , “

得人心

者得天下
”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每一个政治人物从他走上政

治舞台的第一天起
,

就在民众心 目中塑造着 自己的

形象
,

都是在拉近或推远着民心
。

因此
,

当历史要求

人们在项羽和刘邦之间作出选择时
,

他们过去的所

作所为就凸现出来
,

成为人们判断取舍的重要依据
,

人们将以此为根据
,

预测他们未来的作为
,

并作出选

择
。

如果说
,

刘邦的宽厚
,

项羽的残暴
,

在反秦斗争

中还没有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巨大

作用 ;在楚汉战争中就已经上升为人心向背的决定

因素了
。

可以说
,

项羽在反秦斗争中的一系列暴行
,

已经种下了罪恶的种子
,

楚汉战争中
,

他不得不自食

其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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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石
” 、 “

灌缨池
”

等诸多著名的旅游景观
。

他们还

吟诗作画
,

热情讴歌赞美庐山
,

又有力地宣传了庐山

美丽的风光
,

大大提高了庐山的知名度
,

吸引了更多

的游人来此旅游
,

庐山 因而成为了一座旅游名山
。

又如茅山
,

本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山林
,

但著名隐士陶

弘景来此修行旅游后
,

恒日
: “

此山下是第八洞天
,

名金坛华阳之天
,

周回一百五十里
。

昔汉有咸阳三

茅君得道
,

来掌此山
,

故谓之茅山
。 ” 〔’ 〕经过声名远

扬的陶弘景的宣传及开发
,

茅山顿时成为了道教圣

地及旅游胜地了
。

其它山林如武夷山
、

天台山
、

衡

山
、

罗浮山
、

四明山
、

大涤山
、

钟山等
,

其文化和旅游

建设在这一时期也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

这也都得益

于集中隐居山林的隐士其大力开发建设
。

因此
,

东

晋南朝隐士集中隐居于山林
,

在促进山林文化建设

的同时
,

又大大促进了山林的旅游建设
。

综上可见
,

在集中隐居山林的隐士作用下
,

东晋

南朝山林中兴起了文化建设与山水旅游的热潮
。

山

林的这股风气不仅促进了山林的文化及旅游发展
,

而且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

山林隐逸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化现象
,

又必然会在整个慕隐成风的东晋南朝社

会不断扩散
,

甚至在以后的社会中传承
,

山林的这股

风气也自然会随之扩散
,

从而影响当时社会文化及

旅游的发展
。

当时社会出现了
“

所谈亦不专讲五

经
,

五经之外
,

仍不废《老》
、

《庄》
,

且又增佛义
” [’ 」学

术活跃景象
,

私学教育兴盛
,

山水旅游成风
,

就连妇

女也
“

游视败渔
,

登高临水
” 〔8〕。

在这里
,

山林隐士

起了一定的感染和告示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

可以

说
,

在东晋南朝社会里
,

山林隐士是文化建设的楷

模
,

又是山水旅游的急先锋
,

在其言传身教的文化传

播中
、

娱情冶性的山水旅游足迹中
,

无不浸透了他们

为中国古代文化及旅游发展流下的汗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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