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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域文学研究，作为侧重从地域文化视野中透视特定地域文学的独特质地、品格和独创性成就的研究
视角和研究方式，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诚如严家炎先生所言：“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
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
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
”①在地域文学视阈内，由两浙文化传统孕育的“两浙文学”，应是中国各地域文学中最富有生气的
部分之一。
它地域形态完备，历史积淀深厚，尤其在近现代获得快速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由是，探讨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此总结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
审视“两浙”和“两浙文学”的概念形成，从地理学、行政区划、区域社会学等诸多层面考量，它经
由历史的沿革而生成，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
所谓“两浙”，通常是指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隔成两块：江之东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
，史称“两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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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浙江作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20世纪前半叶，向来有浙江作家占据
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之说，形成了壮观的“浙江潮”现象。
为什么在20世纪中国文学星空中，浙江作家群的光辉格外璀璨？
经过大量的资料考索和深入的思考，可以发现，这不仅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开放语境等“外源性”
因素所赋予的独特历史机遇有关，更与为研究界所长期忽略的“内源性”文化传统有关即两浙人文传
统紧密相联。
两浙人文传统所形成的“内源性”力量，不仅成就了独特的“浙江潮”文学现象，同时它也是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就此而言，本论著并不想只止步于浙江这一区域的文学现象的总结，同时，还更想为只专注于外来文
化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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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正文，男，1970年12月生，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00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研究，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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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开放精神与浙江作家在现代戏剧文学领域的多元探索第七章 两浙文化传统的削弱、断裂、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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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呼声与展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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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王国维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纯文学”主张的。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历史中，“文学”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概念，它既和史学、经学纠缠不清
，而且几乎涵盖了一切应用性的文字，如，疏、奏、墓志、碑传，等等，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
，都被列入了“文学”的行列。
即使是到了清代非常鼎盛的桐城派，“文学”仍然和义理、考据、词章混杂一处。
至章太炎，仍然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①在“杂文学”观的中国传统中，文学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沦落为“经学”的附庸，成为载
先儒孔孟之道的“教化”之文，变成了一种致用的“工具”，文学自身的本体地位无法彰显；另一方
面，小说、戏剧又一直被正统文人视为“异端”，成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游戏工具，很难被正式列入文
学的门墙。
梁启超虽然将在中国传统中相当边缘化的文体“小说”标举为文学之首，使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
学”的范畴，但他也仍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的局限，而且更进一步地将本来还相对注
重“文学性”的小说、戏剧等边缘文体，往“载道”、“教化”的实用功能上扭转。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独立、自觉的现代“纯文学”观的确立，是从王国维开始的。
王国维认为，自从近代中国开放文学的国门引入西方文学以来，文学界并没有走上一条使中国文学走
向“文学的自觉”的道路，而是使文学进一步远离了“文学”的本体，更加“工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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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课题《两浙人文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是浙江省重点研究机构——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基
地的重点课题，同时也隶属于浙江省重点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它是王嘉
良教授主持的浙江省重大课题——《两浙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子课题，课题的责任
人是我。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署我的名字，只是因为我是直接责任人和主撰者。
本课题的主要基础，是王嘉良教授主持的浙江省重点课题、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浙江20
世纪文学史》（及其修订本）、《浙江文学史》，王嘉良、洪治纲、叶志良、王侃、景秀明、汪亚明
、郑欢欢、陈玉兰、葛永海、龚剑锋、林怡、潘正文都是这两个课题的组员和主要撰写者；本书中不
少历史资料和论述片断，都与王嘉良先生主持的这两大项目有承接关系，考虑到它们出自同一血统，
因此行文中有雷同之处就不再逐一注明。
本课题的前期研究工作和总体设计，都是王嘉良先生做的，因为他要主持《两浙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
的现代化进程》这一重大课题，又主持着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几个省部级课题，分身乏术，于是
，我作为弟子，又参与过一些前期的工作，就接过了本课题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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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人文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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