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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古代小说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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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主持人语:文学地理研究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

间,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在开拓文学研究视域的同时,努力建构文学地理学自足自

洽的学术体系,这对于推动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是在学科建设层面,还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无
论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宏观方面,都具重要意义与价值。 时至今日,文学地理学已成为文

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影响所及,连通中外,不论是在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诸多重要成果。
本期组织的两篇稿件。 第一篇为文学地理研究的学理探讨,作者长期从事文学地理研究,既强调理

论思考,也关注实证研究。 本文的一个着力点,在于对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路径以及可能有的误区予以

系统总结与反思,从而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第二篇为作品传播地理的实证研究。 浙江大

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共同构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冶是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学

术地图平台,文章依托该平台,借助大数据进行宋代杜诗学文献分布的可视化呈现,对研究宋代杜诗学

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可以说,与大数据分析、可视化呈现相结合已成为文学地理研究的

一个新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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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路径与价值:论文学地理研究
应有的三重自觉

葛 永 海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随着文学地理学多部理论著作问世,学界对于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内涵已逐步形

成共识,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渐自明确的背景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应当完成从

不自觉状态的文学地理实证研究,到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再到自觉状态的文学地理实

证研究的阶段性跨越。 重新出发的文学地理研究应具备理论、路径和价值的三重自觉:理论自

觉涵盖理论渊源、理论体系、理论概念等的自觉;在路径自觉中,应明确文学地理研究的“当然冶
和“或然冶论题,“当然冶论题包括了“由地而文冶路径论与“由文而地冶路径论。 在强调研究路径

自觉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研究误区加以反思,力戒空洞化、平面化、虚幻化倾向;价值自觉

旨在确认文学地理研究的价值意义在于“三原论冶,即版图复原、场景还原和精神探原,尤其强

调只有“精神探原冶才应是文学地理研究的最终价值落点。
关键词:文学地理研究;理论自觉;路径自觉;价值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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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从季札观乐、《诗经》国风中南北地理之探讨说

起,文学地理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成果虽日趋丰厚,
但长期以来大多聚焦于实证研究,相比而言,理论建

设颇为滞后,对文学地理研究的内涵、路径、目标和

方法等方面学理性思考不足,学科理论体系认知模

糊。 有鉴于此,20 世纪末以来,围绕着文学地理学

理论内涵的讨论此起彼伏,在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广
度与深度上,都呈现出明显的递进之势,而在研究推



进中,关于“文学地理学冶如何成“学冶的研究最为抢

眼,也最具深度,体现出对于文学地理学立学之本体

属性的理论思辨。 随着近年来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理

的多部著作问世[1鄄3],相关的理论体系已逐步形成,
基本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渐自明确,概念体系和

核心意涵已被研究者清晰指认淤,其研究范畴和方

法亦获得研究者的认可。 众所周知,处于正名状态

的学科领域,大多经历了一个前学科的状态,其学术

探索由隐而显、由散而聚,历程大多遵循从实践到理

论、再到实践的螺旋式递进过程,理论指导的意义在

于研究者可以在已然明确的研究框架内选择论题,
用具有建构性的工具性概念形成对话。 那么,当下

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就应当完成从不自觉状

态的文学地理实证研究到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集

中建设之后的第三次跨越,即重点推进开展自觉状

态的文学地理实证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开展自觉状态的文学地理

研究? 文学地理研究应具有怎样的学术品格? 这正

是本文拟将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重新出发的

文学地理研究至少应具备理论、路径和价值的三重

自觉。
一、理论自觉

文学地理研究首先应该有清晰的理论自觉。 文

学地理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无到有,从散到聚,
从争鸣到共识,亟待系统性理论的引领与指导。 笔

者与梅新林教授合著的《文学地理学原理》专注于

原理探讨,系统梳理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自问世以

来,为学界同仁所推重,有研究者称之为“文学地理

学理论建构的奠基之作、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创

新之作、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冶 [4],其理

论的集成意义颇为彰显。
理论的创新引领,乃是任何一个学科建设的灵

魂,是事关这一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文
学地理学原理》重在“原理冶,其所关注的正是文学

地理之为“学冶所应有的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与通

则,其最为本质的要求是指向理论探索的原创性,该
著作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能够自成

体系的论断和概念。 主要论断包括:(1)文学地理

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2)文学地理学

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

机的交融;(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

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4)文学地

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

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

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除了以上基本论断外,《文学地理学原理》更多

地彰显了文学地理研究应有的本体自觉,这种自觉

涵盖了理论渊源的自觉、理论体系的自觉、理论概念

的自觉等多个方面。
(一)理论渊源的自觉

通观中西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经历

了中希发轫、中国轴心、西方轴心与中西并盛四大时

段,最终形成法国、美国与中国三大学术中心。 如果

说 20 世纪 40 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率先宣告了西方文

学地理学的诞生,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中心,
由“空间批评冶带动了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与内在

深化,那么重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冶学术

体系的使命当由中国本土学界来承担。 中国本土文

学地理学研究由于长期以来普遍侧重于实证性研究,
而缺少相应理论创新的引领和支撑,所以在重构不同

于西方学术传统的本土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方面一

直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 而且,问世于 20 世纪 40 年

代的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费雷《文
学地理学》(1946),皆侧重于法国地域———区域文学

研究,严格地说尚未深度触及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论

问题,更没有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并且从中西

学术交流的维度来看,由于两书一直没有中译本出

版,所以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文学地理学研

究的持续高涨与学理探索,与以上两书奠定的西方文

学地理学传统并不存在直接的学脉承传关系,这是两

种产生于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文学地理学。
因而中国本土学界有必要明确提出“新文学地理学冶
这一全新的理论命题。

《文学地理学原理》提出的“新文学地理学冶这
一理论命题基于 19 世纪“地理学—新地理学冶与 20
世纪“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冶的历史经验,从
“地理学—新地理学冶 “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

学冶“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冶的历史逻辑走向

21 世纪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学理逻辑,其完成了

不同于以往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理

论创新与体系重构。 重构的“新文学地理学冶理论

体系以概念界说、学科定位、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作

为四大支柱,为文学地理学新体系的创建实现理论

奠基。 “新文学地理学冶之“新冶,目标在于彰显了新

的理论价值,尤其是通过“学理冶 “学科冶与“学派冶
三重学术指向,为“新文学地理学冶后续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与前景。
(二)理论体系与概念的自觉

《文学地理学原理》凝炼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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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于研究实践最具启示意义的是三组概念,即四

种地理、四重空间和三原理论,试简要析之。
其一关于“四种地理冶。 我们认为,文学地理学

中的“地理冶依次应包括四个层序:(1)作家籍贯地

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

播地理。 此四层序 “地理冶 的提炼极具概括性与涵

容性,可以说涵盖了我们所主张的文学地理研究的所

有范畴,一切文学地理问题皆莫能脱离此“四种地

理冶之外。 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

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文学家的生

活环境,复原文学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

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文学

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 “四种地理冶说无疑为文学

地理研究的对象指认和路径导引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二关于“四重空间冶。 对于文学地理学而言,

艾布拉姆斯的“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冶的文学

四要素理论可以为重构“世界———客体空间冶“艺术

家———主体 空 间 冶 “ 作 品———文 本 空 间 冶 “ 欣 赏

者———传受空间冶的四重文学地理空间提供整体理

论框架。 “四重空间冶的内在学理关系表现为:“世
界冶是文学活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指向

文学活动所反映的物质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一空

间———客体空间;“艺术家冶不单是创作作品的人,
更是将自己独特审美体验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主

体,指向文学生产的主体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二空

间———主体空间;“作品冶作为显示物质世界的“镜冶
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灯冶,指向经由作者建构的文本

书写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三空间———文本空间;
“欣赏者冶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也是通过作品进行

更新意义层面的精神沟通者,指向文学作品传

播———接受空间,即文学地理的第四空间———传受

空间。 文学地理的四重空间之间,彼此并非孤立或

静止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总

体而论,是以作家的主体空间与作品中的书写空间

为中心,同时协调与物质空间、接受空间之间的关

系,从而形成一个以作家作品的地理属性为中心的

空间系统。 “四重空间冶说重在系统解析文学地理

研究中“空间冶的本质属性以及内在交错的相互关

系,进而呼应:文学地理学研究即主要为文学提供空

间定位,属于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的研究。
其三关于“三原论冶,也是我们所主张的文学地

理学理论的核心建构。 《文学地理学原理》由地理

学所要关注和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

里冶“它是什么样的冶 “它意味着什么冶受到启示,同
时融合“地图批评冶的“内层空间冶与“外层空间冶的

“双重空间冶理论,最终熔铸为“版图复原·场景还

原·精神探原冶的“三原冶论,“三原冶论乃成为“新
文学地理学冶最核心的理论引领与支撑。

所谓“守正以出新,弘道以致远冶。 一种理论建

构得以完成在于正本清源基础上的创新性建构,对
于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完整性和成熟度提出很高的

要求,而守正出新的最终目的则在于弘道致远,即我

们如何将这些理论概念行之有效地运用于研究实

践,我们需要观察并思考,这些理论框架与工具性概

念在学术实践中将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学术视

野,它们能否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指导性并在多大程

度上更新我们的论述框架。
二、路径自觉

文学地理研究的理论自觉是与明确文学地理研

究基本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备了此种自觉,也
就理解了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涵盖面,比如将“四
种地理冶作为判断标准,那么,与作家籍贯地理、作
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有关的研

究即可归为文学地理研究,反之则不是。 那么,明确

之后,如何着手开展研究? 我们认为,路径自觉中最

重要的是路径适用的自觉。
路径适用是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包

括两种情况:一是所面对的学术论题属于文学与地

理空间的关系问题,第一直觉即认定是探讨文学与

地理空间的关系,地理空间问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无可回避;二是地理空间是论题中的因素,但并非重

要因素,引入文学地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可以对现

有文学研究的问题有所发覆、拓展和提升。 下面对

这两种情况分别加以解析。
(一)文学地理研究的“当然冶论题

一般情况下,那种与地理空间紧密联系的文学

论题,属于文学地理研究的“当然冶论题。 在具体研

究实践中,由于作者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本位立场

以及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应对策略,主要路径可

以从“空间中的文学冶和“文学中的空间冶两方面来

展开讨论,也可简要概括为“由地而文冶路径论与

“由文而地冶路径论。
“由地而文冶路径论中涵盖了多种学术命题,包

含地域文化对于文人、文风乃至文本、文体的诸多影

响。 地域文化特质对于文人的影响,我们不妨以江南

文化对于区域内文人的影响为例做一个系统探讨。
梅新林教授认为江南文化精神乃是刚柔并济,

即具“剑与箫冶的双重特质,六朝时期从吴越文化到

江南文化的精神演变,即表现为亦“剑冶亦“箫冶的二

重组合与变奏,具体乃为先“剑冶后“箫冶、南“剑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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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冶,最后集中表现为内“剑冶外“箫冶。 这种地域

文化特质于江南文人文风影响深远,其形态特征亦

颇为多样。 对于这一观点,不少研究者形成不约而

同的呼应。 有研究者认为是“一地兼二体冶,比如 20
世纪初上海文学之发展即对应着这种“剑与箫冶的

二重变奏。 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文学是中国真正意

义上城市文学的开始。 在 20 世纪初,上海文学主要

是沿着两条主干线索发展演变:一是言情文学,一是

时议文学。 前者主要是通过编织悲欢离合的婚恋故

事,来迎合广大市民对于风月言情的天然爱好,以商

业文化为支撑,突出世俗性,符合追求言情的市民趣

味。 而后者主要是突出城市作为舆论中心的功能和

意义,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批判性。 如果说言情显

示出城市叙事的感性化和欲望化,时议则代表着城

市理性。 时议与言情的交织发展贯穿着上海文学的

现代历程。[5] 也有研究者指出“一户兼二体冶的案

例,典型如绍兴周氏兄弟。 有研究者将吴越文化归

结为“激烈冶与“冲淡冶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鲁迅与

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是在相同环

境、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同胞兄弟,由于个性的不

同,造成了他们对吴越文化中“激烈冶与“冲淡冶两种

不同人文精神承传与吸收的差别,一为“猛士冶,一
为“名士冶,由此形成了其为人为文的迥异。[ 6]

若将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再加以演绎,甚至可

以见出其对于作家个体精神的影响,似乎也有“一
人兼二体冶的典范样本,比如近代杭州文坛巨擘龚

自珍。 “壮烈冶与“婉约冶正是龚自珍诗词意象的两

种集中表达,他选择的也正是“剑冶与“箫冶两种意

象。 龚自珍《漫感》:“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

词笺。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冶《湘月》
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冶 《丑奴儿

令》词:“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
负箫心与剑名。冶 《秋心三首》诗其一:“气寒西北何

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冶《己亥杂诗》之九十六:“少
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冶 《又忏心一首》
诗:“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冶在龚自珍

笔下,“剑冶为狂放,“箫冶喻缠绵,由此构成诗人壮怀

报国之剑胆与幽怨抒怀之箫心的神奇组合。 以地域

文化之特质传承集于一地、一户、一人之文学研究,
江南文化庶几可为范本矣。

当然,关于“由地而文冶的研究话题还有许多,
江南如此,其他地域文化对于文人、文风的影响也可

以以此类推,比如:楚文化对于《楚辞》的影响,秦文

化对于文学陕军的影响,齐鲁文化对于鲁地文学的

影响,城市文化对于历代城市竹枝词的影响,等等。

不同地域文学之间也相互影响,比如江南文学与岭

南文学的互动,“自古文人皆入蜀冶与蜀地的精神磁

场效应,等等。 这些研究案例所指示的路径对于其

他研究者而言,皆具有启示意义。
再就是“由文而地冶路径论。 简单地说,就是文

学表现地理空间,即文学作品除了表现各类自然与人

文地理景观、城市节点、行走路线等,还对地理空间加

以重构。 我们接续前面关于文学江南的话题,来看

“文学中的江南冶,比如六朝文人如何书写江南。 先

秦至六朝的江南意象发展进程,概而言之,大致可分

为三种情形。 其一偏重于感物。 地域意识的觉醒,大
体经历了一个由物到情再到审美的过程,江南方物因

进贡制度而为博物典籍所记载,进而又被引入文学篇

章。 所谓“感物冶,意指由方物到对地域的情感。 其

二偏重于审美。 在晋室南渡之后,江南意象由感物而

至于审美,由萌发而至于蓬勃。 南朝士人竞相吟咏,
遂为大观。 诗歌中的“江南冶指称以及与此呼应契合

的具体名物意象,逐渐形成特色独具的审美系统。 其

三偏重于体悟,此乃为审美之延伸。 比如南北朝之庾

信、王褒等人因为阔别江南,比之齐梁诸人的纯粹诗

情,在北思南,更生空间暌违之念,其中又糅杂了极为

丰富的生命体验,江南意象在被叠加了更多生命体悟

之后,获得了文化内涵上的拓展和提升。 正是以上这

些,尤其是后两种情形的江南意象不断被塑造和强

化,表达出文人们对江南地域一往情深的情感皈依,
而情感皈依又不断激活与创造出新的审美表达,这种

基于感物情怀又超越魏晋的深度审美演绎,丰富并拓

展着江南意象,逐步走向地域审美意识之纵深,最终

使“江南冶作为经典之意象符号而广泛流传。
六朝文学对于江南的表现,是由各种因素综合

塑造的,其中颇为重要的就是文人的空间移动。 检

视秦汉至六朝,随着国力消长与政权更迭,江南与北

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博弈,形成了一系列

由地域审美视角引发的文化互动,其演进链条大致

可归纳为:在北观南 (秦汉)—入北怀南 (由吴入

晋)—入南观南(西晋到东晋)—在南化北(东晋、南
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演进之中,随着江南

本位意识的初步建立,在“在南化北冶成为日渐自觉

的文化策略之后,一种可称为“江南认同冶的文化心

理开始逐步萌发,并对其后中国文学之江南书写产

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7]

在以上这一文学表现地理空间研究案例的反思

中,我们发现研究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文学表现了怎

样的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文学为何如此表现,这种

表现意味着什么,文学作品中的江南意象,从先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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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呈现出从方物审美到山水审美的演进之迹,这就

超越传统作品中地理书写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通
过场景还原,突出了作家的空间移动在其中所发挥的

关键作用,通过对在北观南、入北怀南、入南观南、在
南化北等一系列文化姿态的分析,解读由文学中心转

换所带来的文人主体心态的巨大变异,从而创新性地

重构六朝江南文学的生态系统。 “由文而地冶的研究

路径,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作品描写地理,而要还原其

多样性,在立足作品描写地理的基础上,更要讨论与

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以及作品传播之地理的密切关

系,才能最终复原时空图景,重构文学生态。
概而言之,“由地而文冶“由文而地冶的二元研究

路径,正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两者最

大公约数是由“地文互释冶与“文地互释冶臻于“对话

关系冶的建立,这是双方趋于内在融合以及在融合

中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相互增值的前提条件,也是

双重路径论从“文地规约冶“文地协同冶进而走向“文
地重构冶的内在动力。

(二)文学地理研究的“或然冶论题

一般性文学论题中的空间视角选择,属于文学

地理研究的“或然冶论题。 对于这类论题,要注意运

用辩证与平衡的思维,一方面探索空间阐释的可能

性与意义,另一方面要注意空间视角的适切性。
比如从地理空间着手对于陆游的诗歌进行研

究。 在陆游的笔下,并置着不为以往研究者所关注、
精神内涵却颇为丰富的两大意象空间,那就是“大
散关冶空间和“沈园冶空间。 对于这两大空间,我们

必须用彼此映照的思维来加以分析,这两大空间是

对于江南文化特质的一种承继和发扬,前者指向壮

烈,后者寄寓哀婉。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

散关冶 (《书愤》) 中提及的大散关,自乾道八年

(1172) 首次出现在陆游诗作 《归次汉中境上》中,
到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210 年 1 月 26 日)
陆游辞世的 38 年之间,20 余次出现在陆游诗中。[8]

这期间,陆游自南郑辗转嘉州、蜀州、成都、山阴、严
州、临安等地,到晚年再回山阴。 无论世事变化与身

份转换,大散关一直都是陆游诗中永恒的话题。 有

研究者称大散关“不仅被用作指涉从戎生涯的语

词,从其上向下俯瞰关中平原的视角更从此成为陆

游爱国诗作中的代表视域冶 [9]。 与这种终其一生念

念不忘的抒写相一致的还有陆游笔下的沈园。 陆游

20 岁(绍兴十四年)与唐婉结为伉俪,琴瑟甚和,不
料唐婉为陆母所不喜,种种哀告不许,最终棒打鸳

鸯,两人被迫分手,后陆游再娶王氏,唐婉也改嫁

“同郡宗子冶赵士程。 在分手六年之后的绍兴二十

年,陆游于山阴城南禹迹寺附近的沈园,与偕夫同游

的唐氏邂逅。 陆游饮后乘醉赋词,将那首著名的

《钗头凤》题于园壁,唐婉亦有《钗头凤》相和,词中

难掩悲伤之情,其归家后不久即抑郁而终。 沈园自

此成为陆游一生念念不忘的牵挂。 63 岁触景生情,
陆游题二绝句云:“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泌幽

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冶;“少日曾

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

清香似旧时冶。 68 岁时陆游重游沈园题诗云:“枫叶

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
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冶陆游 75 岁时

曾居于沈园不远处,“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

情冶,作绝句《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

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冶;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

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冶。 79 岁再次在梦中游沈园,
作诗二首:“路近城南己怕行,沈家园里最伤情。 香

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冶;“城南小陌又逢

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

间尘冶。 82 岁作《城南》:“城南亭榭所闲坊,孤鹤归

飞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冶84
岁作《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冶如此高频次地

歌咏一方地理空间,念念不忘,几乎至死方休,放眼

世界诗歌史,亦为罕见。 正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
中所评:“无此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等伤心之诗。 就

百年论,谁愿有此事? 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冶 [10]

类似研究思路的还有关于“吴中四才子冶研究,
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吴中四才子的生平交游、作品艺

术特点和思想内涵等的研究都已经极多,如果从文学

地理出发,引入空间视角,当如何思考? 四才子籍贯

地在苏州,却又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四人不同的人

生版图中,他们如何交集,如何看待他们交集的意义?
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苏州之外的哪些地域? 如何书

写的? 苏州在明代文人的精神时空坐标中究竟扮演

何种角色?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一个带有地域特征的文学群体,这种空间视角的

研究对于各个时代的文学群体研究其实都有启示

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强调研究路径自觉的同时,也

要对可能出现的研究路径的误区加以反思,力戒空洞

化、平面化、虚幻化的倾向。 一是影响论之泛化。 研

究者在讨论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时过于笼统,由
于缺乏清晰而连贯的材料加以印证,作家所受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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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往往是碎片化的、不成系统的、抽象的,这类的空

间视角往往过于宏观。 二是反映论之简化。 作品描

写地理是新手研究者乐于选择的学术论题,其特点在

于论题直观,上手较快。 但这类选题的通病也比较明

显,研究者在分析作品中关于地理景象的描绘时,依
据文本但未能超越文本,未能从文本空间进入主体空

间,对于精神内涵的探讨浅尝辄止,使较为复杂的文

本空间投射、主体空间建构的过程被简单化处理。 三

是适用性之虚化。 并不是所有的空间都是“有意味的

空间冶,空间并不必然产生意义,我们在面对“或然冶
的文学地理研究时,如未能采用适切性原则,生硬造

文,空间视角的意义则会被人为地放大。 要避免以上

的诸种弊端,最重要的是必须证明:地理空间对于文

学而言,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的;这种学术理路是清

晰的、可以确证的而不是空泛的。
在研究实践中,具体研究路径的选择会大致形成

几种模式:作家籍贯地理+精神探原,即如绍兴周氏兄

弟的探讨,从作家籍贯入手来探讨其精神内涵;作品

描写地理+精神探原,即如陆游笔下的“大散关冶与
“沈园冶,既是人文空间,又是精神空间;作家活动地理

+作品描写地理+精神探原,即如在中国文学史上,不
仅六朝,在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时代,文
人都通过南北游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南想象冶,
其“江南情结冶引人深思,凡此不一而足。 各项研究

大多不约而同,不乏殊途同归,其落脚点都指向了版

图复原以至于精神探原。 那么,我们的追问是,文学

地理研究是否有着明确的、共同指向的价值落点,这
需要从文学地理研究的价值自觉说起。

三、价值自觉

文学地理研究究竟价值何在? 这个价值指的是

文学层面,而非地理层面。 对于这个带有目标指向

的话题,我们明确提出“三原论冶予以回应,即版图

复原、场景还原和精神探原。 这是关于文学地理研

究之价值意义的核心命题。
1. 版图复原

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与“外层

空间冶相对应。 “版图复原冶说,版图之“版冶,意为户

籍,版图之“图冶,意为地图。 版与图组合为版图,即可

通指一国的疆域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

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 文学版

图之“版冶即“户籍冶,也就是文学家的“名册冶;而文学

版图之“图冶,就是文学家的活动空间舞台。 文学地

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

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 文学家的“户籍冶
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所在。 文学

家群体处在哪里,流向哪里,文学活动与创作成果就

带向哪里,文学地理的中心也就转向哪里。 文学家的

“名册冶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

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

断的变化之中。 所以,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

学家的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与传播地理的分布与流向

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而这也正是

“版图复原冶说的要义所在。[2] 313

2. 场景还原

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双向互观,将“外层

空间冶与“内层空间冶相贯通。 “文学场景冶与影视的

“场景冶概念具有内在相通之处,主要是指人物活动

的空间情景,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不可替代也不可重

复的空间图景,旨在强调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

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

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鲜活样态还原,并通

过不同时空的场景链接而走向动态化、立体化、集成

化与虚拟化。 杨义先生就曾使用“生命现场冶这一概

念以阐释文学地理学的本质,他指出:“研究文学的发

生发展,从时间的维度,进入到具有这么多种多样因

素的复合的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再复合爷的时候,就
有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

现场赋予它多重生命意义,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

运行的种种复杂的曲线和网络,以及它们的繁荣和衰

落的命运。 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

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冶 [1] 8“场景还原冶
的主旨导向集中体现在三个“回归冶,即回归生命现

场、回归鲜活样态、回归人文精神。
3. 精神探原

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价值追问,与“内
层空间冶相契合。 “精神探原冶特别关注文学地理学

中“地理冶之于“文学冶的“价值内化冶作用。 所谓价

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

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

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 “精神探原冶具有自

身独特的空间矩阵结构,即以“诗性空间冶为逻辑基

点,中经“文化空间冶的开放性和“原型空间冶的深刻

性,最终指向本体追问的“终极空间冶。
如上所言,文学地理研究之价值自觉的核心内

涵在于,要使“精神探原冶成为文学地理研究的最终

落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仅

“精神探原冶中的空间矩阵难分彼此,比如“诗性空

间冶与“文化空间冶 “原型空间冶的边界很难区分,在
专题讨论时,“精神探原冶与“版图复原冶 “场景还

原冶也常常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三原冶的价值目标

与意义指向往往是贯通式的。 许多典型研究案例可

以为我们提供关于“精神探原冶的生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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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案例关注“精神探原冶的强度。 比如,
洪文莺、梅新林在研究东晋时期的东—西“文学走

廊冶时就指出,该“文学走廊冶东起扬州治所兼首都

建康,西迄荆州治所江陵,既是借助长江水道地理优

势与“荆扬之争冶历史机遇双重支撑的产物,也是两

晋易代迁都之后中国南北文学中心历史性转换的结

果,在建构建康—江陵两大文学中心以及重构整个

东晋文学版图中都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11] 长期

以来学界的研究重点在南—北文学中心迁移与交

融,而忽视了东—西文人群体的双向互动及其深远

影响。 事实上通过对这个东—西“文学走廊冶形成

机缘、文人互动与文学交融的还原与探索,不仅有益

于重新认识这一东—西“文学走廊冶本身的重要价

值,而且有助于深入诠释东晋文学版图的内在结构

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场景还原冶与“版图复原冶研究之后,最值得

注意的是该研究对于会稽—寻阳两大文学原型空间

及其深远影响的阐释。 该研究认为,由东晋初期建康

文学轴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南北文学重心转移的完成,
到东晋中期会稽、江陵两大文学亚中心的崛起,再到

东晋后期归结于寻阳文学亚中心,实际上也是对东晋

百年文学版图时空演变的总结。 其中最具文学原创

精神并最具持续影响力的是会稽、寻阳两大文学亚中

心,前者经“玄学—山水冶的“山水玄化冶,同时吸取江

陵文学亚中心“地志—山水冶的“山水诗化冶,一同铸

就了相对成熟的山水文学。 后者一方面在山水文学

上,由慧远在东、西部“玄学—山水冶的“山水玄化冶与
“地志—山水冶的“山水诗化冶的两相交融中另行融入

佛理与禅趣,不仅是对中国画“以形写神冶理论的有

力提升,同时也开启了后代山水诗、画合一的先声;另
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的

开创,陶渊明另辟蹊径,从此前的登临游览山水直接

转化为躬耕田园生活,从感悟自然山水的玄远意境走

向田园风景的质朴意趣,这无疑是陶渊明之田园诗不

同于此前山水诗的崭新创造,这一“开宗立派冶的意

义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寻阳文学亚中心,也远远超越了

作者所处的东晋时代,更是直贯唐宋以后的田园诗脉

而历久不衰。 研究最后指明了这两大精神空间的原

型意义:“我们不妨将重点孕育和催化中国山水诗、田
园诗的摇篮与圣地———会稽、寻阳两大文学亚中心,
视为最具原创意义与最具持久影响力的两大文学原

型空间。冶 [11]113在此研究理路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从“场景还原冶“版图复原冶到“精神探原冶的演进之

势,并最终在文学精神的探讨中突出文学原型意义的

深刻性。
有的研究案例则关注“精神探原冶的广度。 我

们尝试通过唐代诗歌作品对于各类城市歌咏的分

析,来描画唐人的“精神地图冶。于唐代疆域辽阔,出
现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城市,比如:号为“世界首都冶
的长安、富贵闲适的洛阳、风月长生的扬州、富庶安

逸的益州,等等。 城市歌咏乃是唐诗的重要题材,不
少名城秀美卓异的自然风光与意蕴深厚的人文景观

往往为诗人们所辗转追忆、真情歌咏。 鉴于唐诗歌

咏的各层次的城市极多,我们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于

唐代最为重要的一级城市行政建制———州城。 唐诗

中有大量关于州城的描写,以郑州大学《全唐诗库》
的网络检索系统计算,仅题目中包含“州冶的诗歌就

达 2590 余首,若计上内容中包含州或州所辖区域的

诗歌作品,数量更为繁多。 本研究基本思路是:首先

通过数据检索选取相关的城市,以检索统计的方法,
筛选出在诗歌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城市,在此基础上,
再结合关于唐代城市的整体认知和城市方位、类型、
特色等因素,筛选出一定数量的研究对象;其次将所

研究的城市加以分类,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文化

底蕴和精神气质,通过分类以凸显其城市的独特性;
最后通过对城市类型的综合分析,探讨唐代诗人的

城市情结,最终推演出诗人的精神地图。
就学理而言,此项研究即从客体空间出发,以文

本空间为依据,探讨主体空间的情感特质。 就“三
原论冶而言,即通过诗歌分析,完成各个城市歌咏

的、局部层面的“场景还原冶,再到组缀形成的全时

代、全空间层面的“版图复原冶,在划分不同的精神

板块之后,进而推导演绎一个时代文人的“精神地

图冶,其研究之主旨即归于“精神探原冶。
四、小结

文学地理研究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

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从文学

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重新构建一种时

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

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

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与价值。[12]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文学地理研

究,重视空间维度,重构时空关系,在传统论题之外,
时空贯通,另出手眼,别开生面。 我们呼吁“三重自

觉冶之后的再出发,乃是希望研究者全面提升理论

研究的本体认知,明确自己在研究什么、为什么这样

研究以及研究的目标方向、价值意义,从而明确主

旨,重建框架,掌握概念,运用方法,不断砥砺学术品

格,提升学术品质,使得文学地理研究一步步从外在

转向内在、从宽泛走向纯粹、从浅表迈入深邃。
当下的文学地理研究的优秀成果体现了国际视

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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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以立足世界、超越中西的学术视野,进一步展

现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理论创新。 伴随着当代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学术也逐步走

向了世界的中心舞台。 中国学术在很多学科领域已

摆脱长期以来的“跟跑冶状态,而与西方形成“并跑冶
之势,时代更为之提供了反超进而“领跑冶的历史契

机,比之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积淀深厚的

文学地理学更具潜质。 相信当代学人共同努力,通
过理论奠基、体系创建,进而聚焦重点、多维透视、理
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不断提升学术视野与学

术品格,定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文学地理学学派。

注释:

淤 《文学地理学原理》梳理并总结了系统的概念体系,重点

围绕“文学地理学冶概念的历史变迁、多元复合与整体界

说三个维度,将“文学地理学冶概念体系归结为地域批评、
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以及地理诗学的复合概念系统之说。

于 此为本文作者及其团队所进行的关于“唐代诗人的城市

情结及精神地图冶研究,其相关成果 2019 年被复旦大学

收录于《文学与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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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Path and Value: The Triple Consciousness Deserved
in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GE Yongh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謖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many theoretical works in literary geography,consensus has gradually formed on the cor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iscourse system becoming clear, the
focus of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should be completed from the unconscious state of literary geography empirical research, to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terary geography, then to the conscious state of literary geography empirical phased leap in
research. The re鄄started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should have the triple consciousness of theory, path and value: The theory
consciousness cover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oretical origin, theoretical system, theoretical concepts, etc. In the path consciousness,
the " certainty" and " probability" topics of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 certainty" thesis includes the " from
geography to literary" path theory and the " from literary to geography" path theory. While emphasizing the path consciousness of the
research, we should also reflect on the possible research misunderstandings, and strive to avoid the tendency of hollowing,
planarization, and illusion; The value consciousness aims to confirm that the value of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lies in the " three
original theories" , that is, layout restoration, scene restoration and spiritual exploration, especially emphasizing that only " spiritual ex鄄
ploration" should be the final value of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Key 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theory consciousness; path consciousness; valu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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