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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江西的北部地区吴强属吴，楚盛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尴尬。汉设“豫章郡”，一

步到位奠定了“江西省”。两晋南朝的“江州”，唐、宋时期的“江南西道( 路) ”，元、明、清时代的“江西”，使得

“江”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江西的代称，这也是江西经济文化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的时期，一度与两浙、浙江

并称“江浙”。清代康熙六年，明朝的“南直隶”、清初的“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二省，江苏、浙江持续为全国

经济文化发达区，并称“江浙”; 江西则从“江浙”中淡出，无奈与曾经落后于己、后又超越自己的湖广组合为

“江楚”。晚清，内敛的“赣”取代开放的“江”，成为江西简称。这既是江西“符号”的变化，也是江西经济文化

地位的“身份”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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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Jiang”: Thousands of Years of Brilliant History

FANG Zhiyuan
( Department of History，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In the Warring States，when Wu was powerful，the northern part of Jiangxi belonged to
Wu． When Chu was powerful，the northern part of Jiangxi belonged to Chu． Thus there was the em-
barrassed“the top of the Wu and the bottom of the Chu”． Yuzhang Count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Jiangx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one step．“Jiangzhou”in Jin and Southern Dynas-
ties，“Jiangnan Xidao”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Jiangxi in the Yuan，Ming，Qing Dynas-
ties made“Jiang”become the Jiangxi appellation in a fairly long period． It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time when Jiangxi’s economic culture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nationwide． Jiangxi and two
Zhes，Zhejiang were once called“Jiangzhe”in combination． In the sixth year of K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Nan Zhili”in the Ming Dynasty，“Jiangnan Province”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di-
vided into Jiangsu Province and Anhui Province，Jiangsu and Zhejiang had been the national econom-
ic and cultural developed areas，were called“Jiangzhe”in combination，from which Jiangxi faded
out，Jiangxi combined Hunan and Hubei，which once lagged behind Jiangxi，and then surpassed Jian-
gxi，into“Jiangch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introverted“Gan”replaced open“Jiang”，be-
came the shortened form of Jiangxi，which i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the“symbol”of Jiangxi，but also
the change of the“identity”of Jiangxi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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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头楚尾”的尴尬和“江州”的雄起

明武宗正德七年( 1512) ，以江西余干县的万春乡为中心，置万年县。①没有想到，这个“万年”竟成谶

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过江西省考古队，特别是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多次发掘，在江西万年

县取得了震惊世界农业考古界的发现: 万年县大源盆地的“仙人洞”和“吊桶环”，万年之前曾是旧石器

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居住地和活动区，江西的这些先民在万年之前已经开始了陶器的制

作和谷物的栽培。
这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信息。这个发现，不仅把中国人工栽培稻的历史

向前推进了几千年，更将江西的人类活动信息推进了近万年。距今 3000 多年前樟树吴城方国遗址的发

掘，表明这里曾是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之一。瑞昌商周铜矿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青

铜器的发现，则见证了那个时代江西的矿冶技术和青铜文明。
但是，在此后的里子里，江西先民似乎放慢了行进步伐，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他们活动的记

载，所以，比较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辉辉煌煌的繁华之地，江西大地显得过于沉寂。由于位于吴、楚之

间，北部地区吴强属吴，楚盛属楚，但既非吴之中心，也非楚之冲要，故被后人称之为“吴头楚尾”。①

对于江西来说，秦汉大一统的一个重大成果，是豫章郡的设置。在“郡国并行”的西汉，“豫章郡”是

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也是两千多年前“一步到位”的“江西省”。这在古代中国，绝无仅有。不得不佩服

古人的智慧，把东起怀玉山、武夷山，南至九连岭、大庾岭，西起罗霄山、幕阜山，北连赣江的这块“天然

成一统”的地域，以南昌为中心，用“豫章”二字固化下来。虽然此后“豫章”的地盘不断被分割，并在汉

末隶属于“扬州”成为二级区划，乃至最终从行政区划的名称中退出，但“豫章”从此成了江西的代名词

之一。
随着“豫章郡”的被逐步分割，一个更大的区域名称开始形成，这就是“江州”，而江西也开始有了一

个十分雄伟的简称:“江”。
“江”本来专指长江。《禹贡》云:“江汉朝宗大海。”《孟子·滕文公下》云: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

是也。”而作为地区概念，则有江东、江西、江南、江北之说。
《史记·项羽本纪》说: 陈胜起事之后，会稽郡“假守”殷通召项梁共商大计。项梁曰:“方今江西皆

反秦，此亦天亡秦时也。”又项羽自刎乌江时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

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这里的“江西”，实指长江以北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地区; 而“江东”，则指

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主要指当时的会稽郡( 治吴，今苏州) ，即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地区和浙江省。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

图也。”当时孙权据有的“江东”，为吴、庐江、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六郡，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二省

长江以南及江北的部分地区，江西省中、北部和浙江省，与隋唐以后的“江南”大抵一致。当时诸葛亮是

站在江汉的立场上，所以把整个长江下游及中游的部分地区皆视为“江东”。
可见，就当时而言，无论是江东还是江西，江南抑或江北，都仅仅是人们习惯上的地域概念，而非正

式行政区划，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说法，故随意性极大。
晋惠帝元康元年( 291) ，“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晋书·地理志载》: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旷远，统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
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兴元年，分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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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黄庭坚《山谷词·谒金门( 示知命弟) 》:“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 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袁说友《谢除知洪州

到任表》:“窃惟江左上流，豫章古郡，吴头楚尾，实为舟车走集之冲，梅岭葛峰，夙表先圣经行之异。”( 《东塘集》卷 15 ) ) 祝穆《方舆胜览》
卷 19《江西路》:“地接衡庐，上控百粤，吴头楚尾，左九江右洞庭，襟三江带五湖。”



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1］( 卷4《惠帝纪》，卷15《地理志下》)

“江州”是以“江”名大行政区之始，先治豫章郡( 今江西南昌) ，后治武昌郡( 今湖北鄂城) ，再治寻

阳郡( 今江西九江) ，又还治豫章，极盛时辖十一郡，是与“扬州”“荆州”并列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辖境

相当于今江西、福建二省及湖北省陆水以东、长江以南，湖南省舂陵水以东的大片地区，而以南昌、九江、
武昌一线为中心。其后，桂阳、武昌二郡分别划归新立的湘州、郢州，“江州”的管辖范围，为寻阳、豫章、
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安成( 以上为今江西) 、建安、晋安( 以上为今福建) 九郡，大致为今江西、福建二

省。
由于同处长江中下游的今湖北、湖南一带，当时仍为“荆州”( 后来分割出郢州、湘州等) ; 安徽、江

苏、浙江一带，当时为“扬州”( 后来因北方移民移居，分割出南豫州、南徐州、南袞州等等) ; 而江西北部

和中部因距离先后建立的东晋、宋、齐、梁、陈的京城建康( 今南京) 较近，故为“江州”的中心地区，“江”
遂成为这一地区的简称，并且开始雄起而加入到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带中，与扬州、荆州并称“江荆

扬”、“江扬荆”或“荆江扬”、“荆扬江”、“扬江荆”、“扬荆江”等。
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动荡，镇东将军周馥请从洛阳迁都寿春:“臣请选精卒三尤，奉迎皇驾。令裴宪

督豫州诸路，荆、扬、江、湘运米十五万斛、绢十四万疋以供大驾。”［2］( 卷2) 王敦则因与陶侃等讨平湘州叛

乱，进“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3］( 卷6《晋·肃宗明皇帝》)

东晋穆帝永和十年( 354) ，燕王慕容雋以弟慕容评为“镇南将军，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
兖、豫十州诸军事，权镇洛水”。［4］( 卷99，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沈约《宋书》则记: 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 ( 381 ) 六月，

“荆江扬三州大水”。［5］( 卷33《五行志四》) 太元九年( 384 ) ，因淝水之战功，加太保谢安大都督，扬、江、荆、司、
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1］( 卷9《孝武帝》) 当然，其时南方为“东晋”，北方为“十

六国”，身安的这个都督“扬江荆”等十五州诸军事，和三十年前“燕王”慕容雋命慕容评“都督”江扬荆

等十州诸军事一样，都是为着鼓舞人心而开的空头支票。
更有意思的是，南朝刘宋的创建者刘裕，因为扬、江、荆三州人力物力过于强大，不断对其进行分割:

武帝孝建元年初，晋民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

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故欲分之。乃分扬州浙东五郡

置东扬州，治会稽; 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6］( 卷7)

二、“江南”三道与“江浙”三路

隋结束南北分立的局面，统一中国，将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地方区划简化为州、县二级。
此后隋炀帝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作为大的行政区划“州”一级被取消，以“郡”为“州”。这样，汉之

豫章郡、今之江西省的这片地区，有了江、洪、饶、吉、虔、袁、抚、信八州，皆直属中央管辖。
唐太宗贞观元年( 627) ，分全国为十“道”，其中“江南道”包括现在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的

全部及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湖北、四川二省长江以南的一部分，贵州省北部广大地区。但当时的

“道”仅为监察区而非行政区，略当于汉武帝分遣刺史巡视之“州”，道内各地间的经济联系也非常薄弱。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733) ，分江南道为江南东、江南西、黔中三道。“江南东道”治苏州，辖润、升、

常、苏、湖、杭、睦、越、明、衢、处、婺、温、台、福、建、泉、汀、漳等十九州，简称“江东道”，相当于今江苏省

长江以南和浙江、福建二省。“江南西道”治洪州，辖宣、歙、池、洪、江、鄂、岳、饶、虔、吉、袁、信、抚、潭、
衡、永、道、郴、邵，也是十九州，简称“江西道”，相当于今江西省、湖南省的大部，以及安徽省的西南和湖

北省的东南地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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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据《新唐书》卷 41《地理五》。新旧《唐书》关于“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的辖区范围略有不同，《旧唐书》“江南东道”有歙州、
信州而无升州，“江南西道”无歙、信二州而另有连、朗、澧诸州。



虽然仍为监察区①，但已有向行政区过渡的趋势，“江西”作为一个区域的名称，也由此开始。但是，

与当年“江州”独占“江”字不同的是，此时有两个“江”: 江东与江西，并且开始和另外一个地域概念发

生联系:“浙”。
今日之江苏、浙江合称“江浙”，已成惯例。但在历史上，“江浙”却未必指现在的江苏、浙江。作为

地区概念，正如上文所说，“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并不是“江苏”而是“江西”，而“浙”，也并非皆指今

日之浙江。在不同的时代，“江浙”有其不同的内容。
浙，本专指浙江( 今钱塘江) 。唐肃宗乾元年十二月( 759 年初) ，以江南东道之越、睦、婺、台、明、

处、温等八州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驻越州( 绍兴) ，管辖范围约当于除杭州、嘉兴、湖州之外的今日之浙江

省; 以升、润、苏、常、杭、湖等六州和江南西道之宣、歙、饶、江等四州，共十州，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驻升州

( 南京) ，管辖范围约当今日之浙江的杭、嘉、湖及江苏、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九江及

鄱阳湖以东以北的地区。［7］( 卷38《地理一》)“浙东”与“浙西”的分界线为杭州湾及“浙江”即钱塘江、新安江，

以东、以南为“浙东”，以西以北为“浙西”。
这样，“浙”和“江”一样，开始成为地方政区的名称。由于江南东道的另外五州，福、建、漳、泉、汀另

置福建节度使，东南东道已经名实俱亡，而江南西道即江西道未变，设江南西道节度使。所以《唐会要》
说:“每岁县官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

户。”［8］( 卷84) 其中已无江南东道。
此时的“江浙”，指的是浙江东、西道和江西道。
“浙江”虽在唐中期就已经成为政区名称，而江南东道已经消亡，但人们按习惯称浙西道为“江南”，

即我们当代概念中的“小江南”。杜牧《江南春绝句》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韦庄《菩萨蛮》词:“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

士眠。”此处的江南，即为“浙西”。
宋太宗至道三年( 997) ，分全国为十五路; 神宗元丰时定为二十三路。其中，唐中后期的浙东、浙

西、江西三道重新组合，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
江南东路约当唐中后期的浙江西道、前期的江南东道的中西部，治江宁府( 南京) ，辖宣、徽、江、池、

饶、信、太平七州及南康、广德二军，相当于今安徽、江苏二省的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以西、长江以南及江

西省鄱阳湖以东地区。江南西路约当唐代江南西道，治洪州( 南昌) ，辖洪、虔、吉、袁、抚、筠六州及兴

国、南安、临江、建昌四军，相当于今江西省鄱阳湖、鹰厦铁路以西地区及湖北阳新、通山等县; 南宋时，江

州由东路归西路。两浙路约当唐中后期浙江西道的东部和浙江东道，治杭州，辖平江、镇江二府，杭、越、
湖、婺、明、常、温、台、处、衢、严、秀等十二州，相当于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苏省的镇江、金坛、宜兴以东

地区。［9］( 卷88《地理四》)

宋代“江浙”，正是指上述三路所辖地区，也就是唐代中后期的江西道和浙东道、浙西道。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系列记载: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 ，“令荆湖岭南等处以绢计赃，如江

浙之制”。七年十二月( 983 年初)，“委有司阅视，内有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
判、转运使及诸事任”。八年九月( 983) ，谓宰相曰: “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每岁上供钱帛，遣部民之高

赀者护送至阙。下民多质鲁，无御下之术。篙工楫师，皆顽猾不逞，恣为侵盗。民或破产以偿官物，甚无

谓也。”淳化四年( 993) ，以内殿掌班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命“江浙所运( 贡米) ，止于淮、泗，由淮泗输京

师”。② 这些，都是关于“江浙”合称的较早记载。
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和全国经济中心的继续南移，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成为全国经济最富庶和

人文最繁盛的地区。《宋史·地理志》说江南东、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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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38《地理一》:“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置采访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
分见〔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23、24、34。



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

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两浙路: “东南际

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

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9］( 卷88《地理四》)

作为一个联系日益加强的经济区域，“江浙”合称也就越来越常见。宋祁说: “江浙二省，天下仰

给。”［10］( 卷2《请募民入米京师札子》) 真 德 秀 说: “闽 之 俗，土 瘠 人 贫，号 为 甚 富 者，视 江 浙 不 能 一

二。”［11］( 卷2《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 刘克庄说:“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暮暮为黔娄者。”［12］( 卷93《林寒斋烝尝田》)

三、“江浙”的辉煌与“江楚”的无奈

元朝统一之后，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1285 ) 置江浙行省，治杭州，辖宋之江南东路和两浙路所属地

区，故名。但宋之福建路的福州、建宁、泉州、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诸州也被置于江浙行省之内。
这样，在官方的文书中，江浙就包括属于江浙行省的今之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省鄱阳湖以东，江苏、安
徽二省长江以南地区。原宋之江南西路的主体则和广南东路合并为江西行省。① 这种政区组合，客观

上反映了原江西、江东、两浙三路即江浙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福建、广东则相对落后，属从属地位:

广东从属于江西，福建从属于两浙、江东。
明兴，将元之“江浙行省”一分为三: 一，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太平、池州、宁国、徽州九府和

广德州，加上原河南江北行省的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五府及徐、滁、和三州，划归中央直接管辖，

称“南京”，后改称京师，又称“直隶”，相当于今之安徽、江苏二省，以应天为首府。成祖迁都北京之后，

此处仍称南京，或“南直录”，简称“南直”。［13］( 卷40《地理一·南京》) 二，杭州、严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

州、金华、衢 州、处 州、温 州 等 十 一 府 及 安 吉 州，组 建 浙 江 布 政 司，治 杭 州，相 当 于 现 在 的 浙 江

省。［13］( 卷44《地理五·浙江》) 三，福州、建宁、泉州、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八府，组建福建布政司，治福州，

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13］( 卷45《地理六·福建》) 同时，将元之江西行省中的岭南诸府划归广东布政司，而南昌、
瑞州、九江、直康、建昌、抚州、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等十一府，及原属江浙行省之饶州、广信二府，

共十 三 府，组 建 江 西 布 政 司，治 南 昌。几 乎 恢 复 西 汉 的“豫 章 郡”，相 当 于 现 在 的 江 西

省。［13］( 卷43《地理四·江西》)

在明代的正式文献中，言及各布政司一般用全称。如江西、浙江，称“江西、浙江”，但也合称“江

浙”。至于今之江苏、安徽，则直称“南畿”，或“南直”、“直隶”。略举数例:

正统二年五月，行在户部奏: 各府县洪武中俱设预备仓粮，随时散放，以济贫民。“近岁有司，视为

泛常。仓廪颓塌而不葺，粮米逋负而不征。岁凶缺食，往往借贷于官。今江浙等处丰收，请令所司出价

敛籴，以防荒岁赈民。”［14］( 卷30，正统二年五月辛卯) 景泰五年八月，礼科等科给事中陈嘉献等奏:“去冬今春，各处

雨雪过期，江、浙、直隶，今大水为患。”［14］( 卷244，景泰五年八月乙酉) 成化元年正月，监察御史杨琅言:“皇上即位之

始，大降明诏，如罢花木鸟兽水陆品物之贡，是节嗜欲以厚民也; 罢江浙烧造瓷器之役，是薄自奉以恤民

也。”［15］( 卷13，成化元年正月庚午)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礼部言: “比来各处灾异频繁，而应天、淮、扬、庐、凤，江浙、
湖湘等处，苦于饥荒; 北畿之民，苦于应办。江西之民，苦于力役; 苏松之民，苦于赋贡; 松潘等处及南北

沿边，苦于夷虏。”［16］( 卷206，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丁己)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言:“正德二年，已度( 僧) 三万八，令减其数

之半; 承 差、知 印、吏 典 亦 以 二 年 工 部 已 奏 请 开 纳。至 是，止 行 于 湖 广、江、浙、南 直 隶 四

处。”［17］( 卷36，正德三年三月甲子)

在非正式文书特别是私人文书中，明人多喜用别称或简称。如江西，或称“江右”，或称“西江”，或

简称为“江”; 如浙江，则称“浙”或“越”。至于“江浙”，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皆指江西、浙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云:“吾南直隶文献之盛，惟江、浙二省差足雁行。至于帝胄国封，则固不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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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史》卷 62《地理五》，“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年而语矣。”［18］( 卷1《南直隶盛事》)《明 会 典》载: “凡 户 部 官，洪 武 二 十 六 年 奏 准 不 得 用 浙 江、江 西、苏 松

人。”［19］( 卷5《户部·选官》) 这里用的是全称:“浙江”“江西”。但在王世贞的记载里，则用“苏松江浙人户部带

衔”为题。王士性《广志绎》云:“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

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为甚。”［20］( 卷4《江南诸省》) 张瀚《松窗梦语》云:“福建会城，及建宁、福宁，以

江浙为藩篱。”［21］( 卷4《商贾记》) 何孟春《余冬续录摘抄》云:“江浙官窑，烧造供上瓷器。”［22］( 卷7) 除何孟春外，

王士贞为南直苏州太仓人，王士性为浙江台州临海人，张瀚为浙江杭州仁和人，均以今日之“江浙”人说

当日之“江浙”，“江”皆指江西。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多收录明代及清初史料，其言“江浙”处，亦通指江西、

浙江。《职方典·高州府部·风俗考》云: 当地“工多外府人，商杂江、浙、闽、广。江多贷息，浙多珍琦，

闽多倾销，广多肆货。”《梧州府部·风俗考》云:“客民闽、楚、江、浙俱有，惟东省接壤尤众，专事生息。”
明代是江西人口大量外流及江西商人的活跃时期，主要流向，在云、贵、川、广及两湖，施放子母钱为江西

商人在这些地区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苏松常杭嘉湖一带因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和容纳了

大量破产农民，民户的外流并不突出。徽商的活动遍及各地，但到湖广、两广及西南的人数有限，且凡及

徽商，多称“新安”，或直称“徽州”，而不称之为“江”。因此，在明代及清初的史籍中，凡言湖广及西南

地区的移民、商贾，“江”皆指江西，“江浙”则为江西、浙江。
同时要指出的是，虽然“江浙”在明代一般指江西、浙江，但由于: 一、安徽、江苏二省长江以南地区

地处江南，故人们在习惯上仍然称之为“江南”; 明宣德之后，这里设有固定的巡抚，“总理粮储提督军务

兼巡抚应天等府”，简称“巡抚江南”或“江南巡抚”，所以，在一些明人著作中，也间或简称这一地区为

“江”。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嘉靖末年，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

带整饬兵备之衔。”［23］( 卷22《整饬兵备之始》) 这里的“江”，既包括江西，也包括今之江苏、安徽即当时的“南直

隶”，而更主要是指后者，因为当时江西并不被“倭”。二、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地区及江西，在宋代

同为“江南路”，故明人也有笼统称之为江南者，简称“江”。如王祯《农书》云:“( 桔) 生南山川谷，及江、
浙、荆、襄皆有之。”“( 柑) 江浙之间，种之甚广，利亦殊博。”［24］( 卷9《榖谷谱六·果属》) 此处之“江”，其实泛指南

直与江西。三、明人往往循前朝之旧，将苏、松、嘉、湖一带称为“浙西”。如永乐元年( 1403) 夏原吉治淞

江即吴淞江，奏称: “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13］( 卷88《河渠六》) 王士性《广志绎》云: “两浙东西，以江为

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

之利。”［20］( 卷4《江南诸省》) 陶宗 仪《南 村 辍 耕 录》云: “浙 西 银 工 之 精 于 手 艺，表 表 有 声 者，屈 指 不 多 数

也。”［25］( 卷30《银工》) 并列举了苏州谢君余、谢君如，松江唐俊卿等。
因此，明人说“江浙”，有时也包括“浙西”在内。但具体地说，更多是归之于“浙”而非“江”; 归于

“江”者，为沿唐宋“江南”之旧。至于苏州、松江士大夫之自称故里，则多谓“吾苏”“吾松”，而决不言

“吾江”。
清顺治二年( 1645) ，改南直隶为江南省; 设在江宁的总督也因为管着江南、江西而被称为“两江总

督”。康熙六年( 1667) ，从北到南分江南省为安徽、江苏二省，这是江苏立省之始。“两江总督”的辖区

也由二省而为三省。
此后，严格地说，自康熙中期以后，“江浙”逐渐成为江苏、浙江二省的合称。如康熙四十八年谕大

学士等: “湖广、江西稻谷丰收，沿江贩米甚多，而近日江浙米价愈贵。”［26］( 卷238，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己亥) 又如乾隆

十六 年 谕 军 机 大 臣: “商 民 因 闻 下 游 江、浙、江 西 米 价 更 昂，米 船 到 汉，每 多 过 而 不

留。”［27］( 卷386，乾隆十六年四月庚辰) 这里的“江浙”，皆指江苏、浙江; 江西则用全称，以示区别。但“江”如不与

“浙”连用，却与“湖”或“广”连用，仍然常指江西。如雍正时晏斯盛疏云:“江宁省会，地广人稠，本处产

米无多，尚赖江、广客贩接济……江、广米商稔知江宁有布可易，故岁岁载米依期而来。”［28］( 卷47) 乾隆十

三年浙江巡抚顾琮奏，浙江“山多田少，向资江、楚转输。”［27］( 卷313，乾隆十三年四月) 这里的“江”，皆指江西;

“广”、“楚”则为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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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既是地域概念，也是经济概念、文化概念。自中唐两宋以来，它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地

区的代名词。而江西的千年辉煌，正是以“江”为名之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江浙”为中国近代资本的起源，江苏、浙江在经济上的联系

更为紧密; 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与江苏、浙江日渐拉开，虽然仍然有不少文献称为之“江省”，但不可

避免地从“江浙”的辉煌中排斥出来，无奈与曾经落后于己、后来又超越了己的湖广组合为“江楚”。
至晚清，本来专指“赣江”、“赣州”的“赣”开始成为江西的简称。
由“江浙”并称到“江楚”并称，特别是由开放的“江”到内敛的“赣”，不经意间，竟然也成了一个时

代的“谶语”。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很大程度也是内涵的变化，是江西由先进到落后的“身份”
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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