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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港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视阈中，对台港文学的发生语境和历史发展作了整
体观照，并对台港文学各自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的分析研究。
《台港文学研究》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台港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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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尚华，男，祖籍安徽巢湖，1955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市。
高中毕业后曾下乡插队，当过工人，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自70年代开始从事诗歌及小说创作，90年代一度专事自由写作，并创办《大开放》杂志。
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学语文》杂志常务副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著有《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转型论》（获第七届安徽图书奖三等奖），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等，主持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项，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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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乡土文学　　所谓“乡土文学”，就一般意义来说，是指作家以自己的故乡生活和乡土风
情为题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并且体现作家对人的命运的思考的一种文学。
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一种文学体裁最早源自美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在20年代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鲁迅先生曾经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
们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
学的作者。
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
只见隐现的乡愁，很难有异域情凋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在大陆学者的论述中，乡土文学往往是指一种描写乡镇人情风俗，富有浓厚地域色彩，和地方语言
的相对于城市文学的概念。
　　第一节 “乡土文学”的内涵和历史发展　　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关于台湾文学论述中的乡土文学
概念，与大陆文学论述中的乡土文学存在着差异。
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地理位置和社会变迁，因而具有了特定的内涵。
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丰富和　　延展。
乡土文学在台湾文学史上经由了一个从“方言文学”到“农村文学”再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演变过
程。
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口号是在20年代抗日文化运动和文艺大众化思潮中出现的。
1927年6月，《台湾艺苑》发表　　署名郑坤伍以台湾话写作的以“台湾国风”为题的民歌，并首先提
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
此后围绕着台湾话和白话文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新文学相关话题的论争中都约定俗成地使用乡土文学概
念。
如1930年8月16日，黄石辉在《伍人报》连载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中写道：　　你是要写会感动
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
你是要广大群众心理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
不要呢，那就没有话说了。
如果要的，那么，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辩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
做文艺，便应该起来提倡乡土文学，应该起来建设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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