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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大兴和夏汉宁主编的《文学地理学》这本书，除“学术档案”这一部分之外，均为“中国首届文学
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所收到的论文。
本书根据这些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将其分为“文学地理学科学建设”、“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
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等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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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大兴，现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
文学地理学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民间艺术家
协会副主席。
主要从事词学、文学地理学与岭南文化研究，代表作有《柳永和他的词》《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研究》等。
 夏汉宁，研究员，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
兼任江西省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
古代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
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
主要著作有《一代文宗欧阳修））《曾巩》《欧阳先生文粹》（校勘）《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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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试论文莹《湘山野录》的地理书写的南方印痕 
文学地理视阈中的欧阳修词及其影响
——以洛阳、开封、颍州、滁州、扬州词为例 
苏轼签判凤翔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论《夷坚志》体现的江西地理文化特征 
虞集与江右文人交游述考 
《岭南逸史》：岭南明代瑶汉冲突、融合与文化认同 
在地理空间与时间序列之间
——《华林义门书堂诗集》考述 
学术档案
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 
“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名单
文学地理学开拓研究新思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地理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首诗都是写农历八月的地理景观。
东经84°的轮台（今属新疆）是北风凌厉，白草尽折，飞雪漫天，纯然一幅冬天的景象；东经109°的
长安（今西安）是天高气爽，野草碧绿而滋润，纯然一幅秋天的景象；东经119°的江宁（今南京）则
是草长蝶飞，纯然一幅夏天的景象。
虽然三地都处在北纬32°—42°之间，即南、北距离只相差10个纬度，但是东、西距离却相差35个经
度，即东、西差异大过南、北差异。
表现在物候上，便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历来关注文学地理的学者，从唐代的魏征到明代的王世贞、王骥德，再到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况
周颐，再到当代的部分学者，往往只注意到文学的南、北差异而忽视其东、西差异，所以他们的有关
言论往往只涉及南、北而不涉及东、西，这是由于他们在地理认知上只注意到了纬度的差异，而没有
注意到经度的差异，没有注意到地形和季风的差异。
其实东、西之间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是很惊人的。
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气候的差异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地理景
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作品的地域差异。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
一方面，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生活经验
、文化积累、生命意识、价值观念、个人气质、思维方式、审美追求等）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
创作（包括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等）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
现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另一方面，这种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
，久而久之就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文地
理环境又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构成影响。
一个地方的文学家愈多，文学作品的质量愈高，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贡献就愈大，这个地方的文化土壤
就愈厚实，它对新一代的文学家的成长就愈有利。
 事实上，我国古代学者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关注的。
刘勰《文心雕龙》云：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者，抑亦江山之助
乎？
”这是讲前一个方面的影响。
杜佑《通典》云： “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这是讲后一个方面的影响。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生命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倾向
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等也可能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会有所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当然
，这个问题也是因人而异）。
另一方面，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除了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当地的人文养料，他在当
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给予或多或少的影响，即反哺于当地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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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改善了文学的生态，刷新了人们对文
学的认识。
它的前景是诱人的，也是无限广阔的。
让我们为了这个学科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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