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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躍進先生的新著《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他繼《秦漢文學編年

史》之後向學術界捧出的又一項新的重要成果，對當今秦漢文

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理論價值。

此書的創新與價值突出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這是學術界第一部從文學地理學角度研究秦漢文學

史的著作，立足於新的學術視角，從時間與空間的維度，整理資

料，梳理史實，使秦漢文學史的書寫呈現出一幅新圖景。

自 ２０ 世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問世，中國文學史的研究

大體上就根據歷史的發展脉絡展開，這種研究的長處是重視歷

史背景與文人、文學的關係，能將文學史的縱向發展清晰地呈現

出來，但往往忽略了文人、文學跟地理文化背景的關係。儘管取

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往往流於程式化，缺少活潑潑的靈氣。劉先

生此書就打破了既往的文學史研究模式，以文獻學研究爲基礎，

充分考慮秦漢自然地理與歷史地理的因素，從時間與空間縱横

兩個維度，對秦漢文化淵源、嬗變以及文學地理與文人流布作了

宏觀考察。又圍繞若干專題，如“江南的開發及其文學的發

軔”、“多元文化的融匯與三輔文人群體的形成”、“‘三楚’的疆

域及其文學傳統”、“秦漢時期巴蜀文學的百年輝煌”、“河西四

郡的建立及其文化意義”、“黄河以北地區的文學發展”等，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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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細微的研究。此外，還就“齊氣”與“魯學”等問題進行比較深

入的探討。這就使秦漢文學史的書寫突破了以往慣有的歷史綫

性探索，呈現出時空合一内外兼顧的多維面貌。

誠如陳寅恪先生所云：“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

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如史

家之長編之所爲，則其間必有啓發。”〔１〕此書將空間離合總匯於

一書，不僅關注到秦漢不同區域文化與文學發展的時間脉絡，而

且注意給作家、著作繫地，細緻探討作家成長、作品特徵形成背

後的地域文化因素。其研究視角令人耳目一新，并使秦漢文學

的書寫呈現出特别新穎活潑的樣態，必會對當下中國文學史的

重新撰寫提供有益啓示。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將傳統的實證研究法與文學地理研究

法結合起來，立足於文獻學的研究，以整理資料作爲學術研究的

起點，運用自然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的方法研究文學，首次將秦

漢區域文化做了劃分，并對劃分的八個區域文化傳統追根溯源，

探其流變，給秦漢文人分布進行“繫地”，拓寬了秦漢文學的研

究領域，從而使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從地域角度討論中國文學，淵源久遠。《左傳》載季札聘魯

觀周樂，即對《詩經》十五國風的不同特徵有所評價；《吕氏春

秋·音初》、班固《漢書·地理志》等也論及地理環境對文化與

文學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物色》還給出了“山林皋壤，實文

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的論

斷；２０ 世紀初，梁啓超先生《中國地理大勢論》綜論了中國古代

南北地理環境對政治、哲學與文學藝術的影響，首創“文學地

理”之概念；劉師培先生《南北文學不同論》從宏觀角度討論了

南北文學不同特點與地理環境之關係。２０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漸成熱潮，據統計，１９９５ 年至今，“各地的地

域性文學史，已經有數百部之多”。〔２〕但總體而言，２０ 世紀之前

的學人多是感悟式的歸納，缺乏細密的剖析，２０ 世紀之後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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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則多耽於對地域與文學關係的平面描述。正因覺察到這一

點，有學者呼籲：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只有充分的、深入細緻的

實證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讓學術界和讀者廣泛接受，一切浮光掠

影的認識，淺嘗輒止的探討和主觀武斷的結論，都有可能敗壞文

學地理學的形象”。〔３〕

值得一提的是，劉先生專注于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的

研究，始於 １９９７ 年，是在文學地理學熱潮初起時就涉足了這一

領域。曹道衡先生指出：“劉躍進同志所以能取得這許多成績，

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不但有比較深入和寬廣的思路，而且能

够刻苦地鑽研歷史文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４〕開闊活躍

的學術思路與嚴謹樸實的治學方法，使劉先生形成了言必有據、

不事空談的一貫研究風格。這在此書同樣有體現。

譬如，對秦漢文化區域作劃分，是此書研究成功的理論前

提，故其在這方面用力甚勤。書中首先理清秦漢文化區域的劃

分依據和標準，指出此前從州郡設置、方言調查、經濟發展、區域

文化等角度所做的劃分均不盡如人意，秦漢文化區域劃分應綜

合考慮，特别應注意自然地理因素。這就展現出其研究方法的

突出特點：在堅持傳統實證方法基礎上，綜合運用自然地理學

與歷史地理學的方法。然後，將秦漢文化放在特定的時間與空

間背景下，劃分爲三輔文化、河西文化、巴蜀文化、幽并文化、江

南文化、齊魯地區文化、河洛地區文化和荆楚地區文化等八個文

化區域。在劃分時，不僅考慮到這些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特點，

更注意到各區域文化淵源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的交錯、滲

透、融合的特性。其中指出：“更爲複雜的是荆楚地區的文化，

其範圍頗難劃定，因爲楚國的勢力範圍始終處在變化之中。特

别是到了戰國的中後期，沿長江、淮河流域有所謂‘三楚’之説，

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江淮流域的西部稱爲‘西

楚’，而東部則爲‘東楚’。長江下游的‘南楚’遠至湖南、江西等

地。儘管楚國地域遼闊，而其政治文化中心區域主要集中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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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地區中西部，尤以今天湖北荆州管轄的郢都爲中心。”〔５〕劃分

了八個秦漢文化區域後，緊接著根據《漢書·儒林傳》、《藝文

志》、《後漢書·文苑傳》、《郡國志》以及《隋書·經籍志》等記

載，清理、統計這些典籍載録的文人學者的分布與著作情况。通

過統計歸納，得出秦漢時期不同文化區域文人學者和著述的具

體資料和所占比例，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的變化，有力證明

了秦漢時期八個文化區域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

“西漢時期，文化中心在齊魯地區，荆楚地區爲另一文化中心。

而東漢則轉到河洛地區，而三輔文人則上升爲第二位。這可能

由於三輔地區曾經是西漢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積累起來的結果。

儘管西漢和東漢的文化中心有所差異，但總體上看，這個時期的

文化發展多集中在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６〕這一研究，由於是

建立在新的學術視角、研究方法和傳統實證基礎上的，是在全面

搜集文獻資料之後，由細緻剖析上升爲理論綜合研究，從而總結

出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的一般規律，因此，不僅結論新穎公

允，而且還生動印證了“學會整理資料，是學術研究的起點”的

樸素道理。此書下編“秦漢文人分布”，以《漢書·地理志》所載

１０３ 郡國爲單位，以《漢書》、《後漢書》所載作家籍貫爲依據，運

用文獻統計方法，對秦漢文人分布進行了“繫地”，其研究嚴謹

扎實，其資料宏富詳贍，必能給今後同類研究免去諸多檢索

之勞。

第三，運用歷史發展觀念，充分注意特定地域文學興衰更替

的歷史軌迹，使全書的秦漢文學地理研究表現出時空交融的鮮

明特色，得出的結論多令人信服，發人深省。

例如，緒論《秦漢文化淵源及其區域劃分》，提綱挈領抓住

了秦漢政治的核心問題，揭示了秦漢政治由霸道到王道、再到外

王内霸的變化過程，指出：“此後兩千年，儘管歷代情况多有變

化，但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外王内霸的基本思想形態，没有發

生根本性變化。”這對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産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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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當有所啓迪。又如，第一章《三輔地區文學》，挖掘了三輔

地區成爲嬴秦及西漢文化發展的核心地帶的地理與歷史原

因———宜農耕，經濟基礎雄厚，可攻可守；揭示了秦漢政權更替、

移民政策給三輔地區文化嬗變、文人群體形成、文學創作的基本

特徵帶來的巨大影響。還詳細考察了《吕氏春秋》融合稷下學

宫各學派學説、倡導國家一統的政治理念和理論體系，揭示其被

秦統治者忽視的根源，是因《吕氏春秋》的政治理念跟秦貴族集

團的利益與尚法治的歷史文化傳統産生了尖銳矛盾衝突。這就

突破了以往將吕不韋悲劇與趙姬糾葛聯繫起來考察的野史視

角，顯現出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又如，《“魯學”與魯地文化》、

《“齊氣”與齊人創作》兩章，通過文獻材料的細緻梳理比較，證

明儘管齊魯地域接近，但由於魯國是伯禽代周公行政，“變其

俗，革其禮”（《史記·魯周公世家》），齊國則是“太公至國修

政，因其俗，簡其禮”（《史記·齊太公世家》），因而形成了不同

的文化特色，儘管兩地在秦漢時期均尚經學，但受好學尚禮的魯

俗影響，魯學更注重經學的本旨，相對保守；受舒緩自負、重融通

意識的齊俗影響，齊學則擅長經學闡釋，不主故常，追求融通。

這就生動揭示了齊魯文學不同特質産生的歷史文化根源。另

外，《河西走廊文學》、《江南地區文學》兩章，通過細緻的文獻勾

稽，發掘了文人遷徙流動對這兩地的文化發展、文人崛起與文學

創作帶來的重要促進作用。這也啓示我們在研究文學史時，需

要從文學地理學角度關注文人的遷徙流動與文學發展的關係

問題。

當然，要將秦漢文學之空間離合完美總匯於一書，畢竟是一

項浩大而艱巨的工程，對此，劉先生有清醒認識。他在後記中

説，此書與《秦漢文學編年史》都“主要是圍繞著秦漢文學領域

作周邊攻堅，還缺乏深入名篇佳作内部的細節探討”。目前，他

正全力從事《〈文選〉舊注輯存》的編纂工作，希望能够對此缺憾

有所彌補。有理由相信，通過今後的《文選》研究，劉先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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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彌補他所認識到的缺憾，爲學術界捧出又一部新穎而厚重

的著作。

廣西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　 龍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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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李仲凡《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必要性》，曾大興、夏漢寧主編《文學地理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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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　 劉躍進《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４９ 頁。

４８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