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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内地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史著作。其中, 地方性的文学史, 包括区域

和地域文学史, 占有相当的比重。对于这类著作, 目前学界在总体上评价不高, 主要存在视角和观念缺乏

新意, 以及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但是, 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长线课题, 区域文学史毕竟是区域研究中的一

个专门领域, 也是 /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0 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学术增长点。因此, 为了提高区域文学史的研

究水平, 有必要对区域文学史的现状加以考察, 并充分认识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也试图为情况较为

特殊的北京区域文学史、特别是当代部分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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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 是文学史编纂史上的一个

转折性的年代。80 年代以前, 文学史著作遵循

教材的编纂原则, 要求主流性、统一性、稳定性

和权威性。在运作方式上, 往往是由少数最著名

的学者撰写, 或者由专业机构出面主持, 组织专

家分头负责撰写, 并在反复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

之后正式出版。不同文学史著作在观点、材料、

框架方面比较接近, 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

域尤为明显。80 年代以后, 文学史写作的准入

门坎大为降低, 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各类通史、

简史、断代史、专体史、专题史、思想史、批评

史、流派史、运动史、编年史不断涌现, 写作主

体也出现个人、集体、机构并存的格局。其中地

方性的文学史, 包括区域和地域文学史, 占有相

当的比重。

区域和地域文学史大致可分为解放区及抗战

时期的地域文学史著作, 台湾、香港、澳门文学

史著作, 跨省区地域文学史著作, 少数民族文学

史著作, 以及内地各省市及下属地区的区域文学

史著作五大类。目前, 学界争议比较多、且总体

评价偏低的是第五类, 本文试对此加以探讨。

一、区域文学史的内容、结构和分期

大陆地区最早的省区当代文学史著作, 是

1960年出版的 5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6。1990

年, 第一部省区新文学史 5江苏新文学史6 出

版。1993年, 第一部省区古代文学史 5岭南文

学史6 出版。1998 年第一部 3 卷本省区文学通

史 5湖南文学史 (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 6

出版。20世纪 90年代以后, 内地各种各样的区

域文学史著作不断问世, 时至今日, 已超过

80部。

据初步统计, 在内地 32个省、区、直辖市

中, 除吉林、安徽、海南、青海外, 其余 27个

区域均出版了多种通史、断代史或分体史。其

中, 完整的省市文学通史, 即纵贯古今、横兼诸

体的有 9部: 5山西文学史6、 5湖南文学史6、

5巴蜀文学史稿6 (包括重庆)、5黑龙江文学通史

( 4卷) 6、 5山东文学通史 (古代卷、20 世纪

卷)6、5陕西文学史稿6、5辽宁文学史 (上、下

册)6、5江西文学史6、5上海文学通史 (上、下

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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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需要指出的是 5图说河南文学史

(上、下册) 6 虽覆盖了河南四千多年的地方文

学, 但材料主要由五百余幅图片及作家简介组

成, 因此不被归入学术著作之列。

完整梳理文学发展脉络是文学史基本的要

求, 但区域文学通史一般追求论述范围的专门

化, 突出区域地理文化特点, 刻意表现地方特

色、流派承继关系以及乡土文献。比如, 王永宽

等人主编的 5河南文学史 (古代卷) 6 描述河南

文学从先秦至 1840年的历史轨迹, 揭示出地方

文学在长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而 5辽

宁文学史6, 仅新中国时期就占到四分之三的篇

幅。两书古代与现代比重的悬殊揭示出, 东北地

区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发达史晚于关内许多地区。

黄万机的 5贵州汉文学发展史6 总结出的地方特

殊性是: 家族性、地域性、文人集团活跃; 文学

发展在时序上不平衡, 唐以前是 /空白0, 明代

发轫, 晚清达到高潮; 在地域上不平衡, 文人主

要集中在遵义以及贵阳; 在文体上不平衡, 诗歌

最多, 戏曲、小说极少。正是因为地域有极其鲜

明的特色, 所以各区域文学在总体流变上才会呈

现出差异性和不均衡性。

目前, 区域文学史的结构主要有两种。第

一, 按时间顺序, 突出作家作品, 即 /时间为

经、作家为纬0 的体例。如王齐洲等人的 5湖北
文学史6, 首先提供宏大的历史背景, 然后以作

家为纲, 评述重要作家作品, 叙述的范围从先秦

到清代。陈永正主编的 5岭南文学史6, 侧重描
述广东古代、近代作家。邓经武的 5二十世纪巴

蜀文学6 点面结合, 既专节概述每一阶段巴蜀作

家的基本创作情况, 又专节、专章论述在全国文

坛上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家。

第二, 以文体为线索, 做纵向的描述。陈伯

海等人主编的 5上海近代文学史6 由诗文、小说

和戏剧组成。5陕西文学史稿6 采用 /时间为经,
文体为纬0 的结构, 勾勒从 5诗经6 到 20世纪

90年代 /陕军东征0 三千年流变的脉络。夏冠

洲等人主编的 4 册 6 卷 5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

史6, 将建国以来各民族语言的上千种作品分为
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戏剧和影视文学

卷加以评析。5贵州汉文学发展史6 的综论编分

章概述贵州汉文学发展的背景、分期、特点与风

格流派、动因与规律, 其余 6 编中, 诗歌 3编,

词曲 1编, 散文 1编, 小说戏剧 1编。有人把这

种结构称作 /专论史体综合体0 [1]
。该书基本上

属文体分类描述, 只是把概述的规模扩大了。

上述两种为文学史惯常的结构方式。实际

上, 多数区域文学史会兼用两种结构, 即根据具

体情况在某一时段内以一种为主。至于那些覆盖

时间较长的文学史, 在结构上更为自由。比如,

在 5江西文学史6 中, 大作家单独立章, 同一时

期的其他部分或依文学分期, 或依作品主题, 或

依文学样式流变实态, 分别做大跨度的概况或文

体描述。元明及元明以后, 基本上都是专章综

述, 不再突出作家。现当代则是均衡地对小说、

诗歌、散文与报告文学、戏剧文学四种现代样式

分别加以描述, 新中国部分添加了儿童文学、电

影文学两章。一些断代文学史也将各种文体融为

一炉。比如, 钟贤培等人主编的 5广东近代文学

史6, 有综论、文体论, 也有作家作品评述。王

嘉良主编的 5浙江 20世纪文学史6, 加大了描述

宏观发展的篇幅。上编分 7章综述与社会变迁同

步的文学发展历程。下编分 7章综述主要文学样

式: 小说、诗歌各两章, 以新中国的成立为分

期; 其余三章均在一章中考查散文、戏剧和影视

文学、儿童文学的百年流变。全书专节论述的作

家只有徐志摩、戴望舒和艾青三位诗人。

与结构相关联的还有分期问题。区域文学通

史一般会依循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如 5上海文学

通史6 将上海文学规整地划分为古代、近代、现
代和当代四编。5湖南文学史6 分为古代、现代、

当代三卷。5广东近代文学史6 采用学术界流行

的近代社会分期法, 将论述的起讫年限定为

1840年鸦片战争至 1919年五四运动, 但又考虑

文学受自身因素制约的特点, 将上限前移 20年,

下限后延 10年。不少区域文学史在分期上体现

出各地文学消长的特点。5江西文学史6 分为晋
唐、两宋、元明、清和近代、现代、当代 6编。

在 5山东文学通史6 中, 20 世纪卷分为现代、

当代前期、当代近期 3个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文

学比重较大的区域文学史著作如张福三的 5云南
地方文学史: 古代卷6, 由于神话、传说等口头

流传作品很难确定确切年代, 大致划分为上古至

唐以前、唐宋和元明清三编。少数民族族别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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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难以纳入汉文学史的主流分期体例, 往往多

根据各自不同情况, 选用大跨度的分期断代体,

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双线式的条块并存体, 性质

模糊的史概结合体 (将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合二为

一) , 或者概况概论体等形式
[ 2] ( P64~ 74)

。与中国文

学通史相比, 一些区域文学史的章节目次显得有

些失衡或散漫, 正是特定区域文学发展特点的真

实反映。

二、区域文学史的定位

首先, 是地方作家入选范围问题。中国传统

的地方志一般以作家的籍贯或出生地为准, 这一

惯例对区域文学史产生深刻的影响。新时期以来

的地域文学史, 往往以此为基础, 又根据现代的

文学史观作了一些调整。

比如, 陈庆元的 5福建文学发展史6, 把或

因仕宦或因流寓而在闽地有文学活动的非福建籍

作家, 包括在内。5山东文学通史6 的论述对象
为: 或在山东生活过、或在作品中表现过山东社

会生活的本地区籍贯的作家; 在本地区生活过并

有文学创作活动的客籍作家; 以本地区的历史文

化、社会政治、现实生活为表现内容的客籍作家

的作品。范培松等人主编的 4卷本 5苏州文学通

史6, 确立了 / 古代从宽、今人从严0 的筛选原

则, 纳入三类作家: 苏州籍并在苏州工作的; 客

居苏州并写苏州的; 途经苏州或短期逗留期间写

有传世诗文的, 比如张继及其著名的 5枫桥夜

泊6。5江西文学史6 坚持以乡贯为界定的标准。
对于外省籍作家另有规定: 凡定居江西的, 一律

作为江西作家处理; 曾仕宦、游历或短期客居江

西, 并对地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 只在各

编的概述中作简介, 不专章或专节论述。5年轮
) ) ) 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6 的入选标准较

为严格, 只收 /居住在上海的中国作家0。

综上所述, 尽管各家区域文学史入选范围的

表述不尽相同, 但较为一致的基本原则是: 以本

区域出生并在本区域成长的作家为主, 兼顾移居

他乡的作家, 以及外地作家在本地域的文学活

动。其中第一类没有歧义。第三类是对传统地方

志描述范围的突破, 已被普遍认可。问题往往出

在第二类, 即不在本区域从事文学活动的本地出

生的作家身上。

比如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 依古代惯例无疑

属四川地方志记述的范围, 但他的一些名篇是在

湖北黄州一带写的。如果把他列入四川文学史,

就会用大量篇幅介绍他在四川以外的文学活动,

那么, 本应由地方文学史加以关照的众多地方文

学观察, 就会依旧被忽略或被边缘化。如果湖北

文学史把苏轼列为重点, 其结果很难与国家文学

史有所区别。因为, 像苏轼这样的代表北宋文学

最高成就的著名作家, 各类中国文学史都会专章

论述。当代也有同样的问题。刘绍棠 ( 1936~

1997) 是北京的一位重要作家, 冯健男等人主编

的 5河北当代文学史6 也将其列为重点。这样划

分有一定根据, 需要斟酌的只是篇幅、时段和角

度问题。刘绍棠的出生地通县在 1949年年底至

1956年期间曾划归河北省; 从文学流派的角度

看, 刘绍棠常常被当作以天津孙犁为首的 /荷花

淀派0 的成员。而台湾通俗言情小说家琼瑶就不

同了。琼瑶 ( 1937~ ) 1949年便随家人去了台

湾。她出生于四川成都,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读小

学, 曾在上海 5大公报6 儿童版上发表过短文。

而湖南文学史用相当的篇幅介绍琼瑶, 理由仅仅

是其祖籍为湖南衡阳。无论是她的人生经历还是

作品风格都与湖南毫无关系。如果区域文学史均

以如此宽泛的标准搜罗大家和畅销书作家, 它们

大同小异的缺陷会加剧。因此, 区域文学史应以

当代行政区划为界, 主要论述区划内的文学现

象。未曾在区域内从事过文学活动的本地出生的

作家, 一般不宜作为该区域文学史的重点。

5上海文学通史6 遇到的问题则是, 把上海

文学覆盖的时段大幅度扩展是否合理。上海建县

的历史约 700多年, 文学的繁荣期发生在晚清以

后的一百多年间。而该书 /溯源0 的结果, 把上
海文学的历史扩展到 1700年。5上海文学通史6

百万余字, 古代文学部分占到 30万字。有学者

对此提出质疑。徐中玉先生指出, / 对于文学的
历史, 我们应该能说多少就说多少, 千万不要勉

强。0[ 3]

作家的入选范围问题, 还与地域文学史的观

念与方法紧密相连。主流的或正统的文学史, 大

多以阐释经典文学或优秀文学为宗旨。这对中国

文学史来说, 难度不大。但是如果照此标准来要

求区域文学, 就会有大量的时段空缺。因此, 有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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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提出 / 主流 ) ) ) 流变0 的地域文学史模式,

即, 承认地域文学的繁盛景象只是不规则的间断

出现, 允许时段上的空缺, 以保证将历史上 /数
量繁多0 的 /十分平庸浅陋的三流小作家, 乃及

根本还未入流的许多 -文字型. 作者写手0, 排

除在区域 /文学史主流甚至文学史的领域0 之

外
[ 4]
。但这只是文学史中的一体, 除了弘扬经典

文学的文学史外, 还应有全方位反映文学生态和

文化实态的文学史, 并且, 经典文学的标准在国

家和地域不同的层面上, 应是不同的。特别是对

于那些侧重专题学术探索的文学史来说, 作品舍

取的标准不全在优秀与否, 主要看是否与研究目

的相契合。

其次, 区域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民族文学

史、国家文学史的区别与关联。

区域文学和地域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5]
。

地域文学史突出地方文学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传

统, 其论述的地域范围是清楚的, 但疆界是模糊

的、动态的。它与民族文学史相似, 即建立在传

统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 是地域文化和民族文

化自在演化的历史产物, 一般不受区域行政区划

或国家行政区划的限制, 往往与人们概括出来的

地域文化紧密相联。区域文学史与国家文学史相

近, 即论述的范围依从区域的和国家的行政区划

(辖地) , 具有人为的规定性。

在已经出版的各类文学史中, 较为典型的地

域文学史类的著作有 5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6,

地域文学研究类著作有 5京派文学的世界6、5京
味文学散论6、5海派文学论6、5京派文学与现代

文化6 等。严家炎主编的 5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

区域文化丛书6 收有 5 /山药蛋派0 与三晋文

化6、5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6、5江南士风与江
苏文学6、5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6、5齐鲁文

化与山东新文学6、5 / S会馆0 与五四新文学的

起源6、5秦地小说与 /三秦文化06、5现代四川
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6、5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

化6 和 5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6 10种。尽管其

中的大部分具有区域所指, 但重心在文学的形态

和文化风貌, 不在区域内文学现象的全面均衡梳

理, 归入地域文学研究更为恰当。如前所示, 区

域文学史在数量上要比地域文学史大得多。

少数民族文学史有两类。一类是国家的少数

民族族别文学史, 不受省区的行政区划的限制。

目前已有大约 50个少数民族分别出版了独立的

民族文学史著作。另一类是区域的族别文学史,

受省区行政区划的制约, 专门梳理特定区划内的

少数民族文学, 如 5广西壮族文学6、5湘西苗族

民间文学概要6、 5新疆回族文学史6, 以及 5湖

南少数民族文学史6 等。
上述各类文学史著作, 包括区域文学史, 均

具有独立的价值, 也构成了多方位、多角度揭示

和概括中国文学总体发展状况的文学史子系统。

理想的国家文学史, 应当在区域文学史、地域文

学史、区域少数民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的

基础上形成。因此, 重写中国文学史不但需要观

念的现代化, 也需要包括区域文学研究在内的各

类子系统文学史本身的完善及其有机的介入。这

也与杨义提出的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0 命题相

符。该命题旨在 /从整体性上考察中华民族文学

的总体特征和它几千年间的生命过程, 强化和深

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0。而要实现这

一宏大目标, 需要 /把这幅地图的每个时段、每

个部分、每个层面都进行胸有全局又步步务实的

重绘0 [6]
。但长期大一统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模式,

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华文学史视为主流文学

或经典文学的历史, 而且主要是对主流的或经典

的汉族文学的概括和褒扬, 忽视了区域文学和少

数民族文学。张炯等人在 20世纪末主编的 10卷

本 5中华文学通史6, 有意构建出名副其实的国

家文学史, 也确实被认为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 标志着真正的中国文学史提到日程0[ 7]。这

主要体现在, 该书纳入了一些区域 (地域) 文

学, 如近现代文学编增加了 /沦陷区文学及其

它0 等专章, 还全方位地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

全书 281章, 其中少数民族文学部分多达 54章,

近五分之一。不过, 5中华文学通史6 的新旧内

容还未能做到均衡有序、浑然一体。

三、对于北京地方文学史的构想

在区域文学研究领域, 以历史悠久、资源丰

富著称的北京一直未见通史类著作面世, 断代文

学史目前可能只有张泉的 5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

年6。不过北京在戏剧史领域比较突出, 出版有

5北京戏剧通史 ( 3 卷) 6 和 5北京新时期戏剧

)50)

北京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1期



史6。这与北京的地位极不相称。其中有多种原

因, 北京的独特性或许是原因之一。

三千年古城和千年国都的历史不但影响到北

京的自然景观, 也影响到北京的人文风貌。历史

上的北京文化是燕赵文化的组成部分, 后来逐渐

发展出独立的京都文化。北京地方文学史的主要

内容之一, 就是在梳理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揭示北

京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依据城市的变迁, 大致

分为五个时期: 从商周时期到唐代; 辽金两代;

元代至清末民初; 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

国时期。在书写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地域特色和文化精神的变迁。

古燕赵文化区包括河北以及陕西、山西、河

南、山东、内蒙的部分地区。北京是燕文化中

心, 与赵国的赵文化共同构成燕赵文化区。从商

周时期到唐代, 对中原来说, 燕赵大地是农耕文

化与游牧文化相交接的北方边地, 阶级之间、统

治集团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汇延绵不断。

苦寒的环境, 频繁的战争, 动荡的社会, 孕育了

燕赵侠义犷悍的地域民风, 司马迁早在汉代就形

象地将其概括为 /慷慨悲歌, 好气任侠0。( 5史
记 地理志6)。荆柯、高渐离、樊於期、田光、

燕太子丹等慷慨赴死之士的大义和气节, 成为燕

赵文化区公共象征、价值体系、行为模式的源

头。文学作品也以感怀壮士豪侠、边塞征戍, 记

述山水景物、风土人情的诗文为主, 较多地关注

人与自然。

辽金两代, 处于燕赵腹地的北京成为北方少

数民族国家的陪都和首都, 辽金的文化中心移至

北京。宋朝的政治中心虽南移, 但强势的中原文

化却通过北京向全国扩展。跨民族文化碰撞力度

的加大和城市地位的提升, 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

京都文化, 文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描写

帝王和仕宦、反映市井生活的文学作品逐渐增

多, 显现出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关注, 以及更多的

社会文化色彩。

元代至清末民初, 北京从北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跃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地域上

的南北融合、种族上的民族会通进入一个新阶

段。天朝大国的气度和心态的正负两面, 在京城

文化中的积淀也最为集中。 /五方杂居0 的京都

文化进一步聚集国家文化精华, 辐射各地, 大都

会市民社会的形成, 使得都城市井文化在北京文

化的位置得到提升。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 伴随着接连

不断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强国革命, 中国文学

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全方位转型。北京见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辉煌, 以及文化中

心南移后交织着中和与追怀的旧京文化。1949

年以后, 中国进入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 政令高

度统一、有效, 汉语普通话传媒和教育的强势地

位日趋日常化, 致使地区 (民族) 间的差异迅速

缩小。随着旧京自然、人文景观的逐渐消亡, 传

统旧京文化加快了从现实生活走进博物馆的步

伐。但北京文化依旧与众不同, 首都功能是北京

有别于其它大都市如上海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特

征。由于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过度集中, 北京的

首都功能和特点更多地融入北京文化, 两者往往

很难区分。

总之, 北京文学史应当注意总结北京文学如

何既受到地域文化变迁的制约, 同时也参与北京

地域文化变迁的互动过程。

第二, 入选文学文本的均衡原则。

/文学0 的现代意义, 即狭义的文学专指语

言艺术作品, 主要是虚构作品。当我们以此去追

踪古代文学的时候, 符合要求的文本非常少, 因

此, 往往将文学描述的范围扩展到 / 文献0。实
际上, 在古汉语中, /文学0 是哲学、历史、文

学等各类著作的统称。为了使漫长的北京地域文

学史均衡, 在确定入选文学作品的范围时, 应采

用这样的原则: 时代越远, 文类的范围越宽泛,

时代越近, 越严格。这倒不是厚古薄今, 而是贴

近文学发展的实际。古代文献总量十分有限, 一

般来说, 经过岁月的磨损和时间的评价, 能够留

存下来的, 经典性相对高一些, 可以采用大文学

史的标准, 文学性较强的哲学、史地著作文本均

可酌情纳入。

第三, 文学创作主体的变化。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国家机关

和全国性的文学艺术机构大都设在此, 正是这一

功能, 使得大批具有全国声誉的作家汇集北京,

许多全国性的重要文学事件发生在北京。但是他

们在丰富和提升北京区域文学的同时, 也在一定

程度上遮蔽了北京地方机构文学的光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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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作这样的区分: 狭义上的当代北京文学,

主要描述和总结北京行政区划下的文学现象, 即

市属机构的文学活动和作家作品; 广义上的, 则

囊括在北京地区发生的一切文学活动。

考虑到目前的学术积累, 为了有别于通常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以为, 编写狭义上的当代北

京区域文学史, 不失为切入北京文学的角度之

一。如果仍把重心放在名家之上, 检索出各种各

样的关联, 将耳熟能详的大家悉数搜罗在内, 而

将地方机构文学仅置于从属位置, 甚至忽略不

计, 就失却了北京区域文学史存在的理由。从某

种意义上说, 北京区域文学史的价值, 首先在于

地方作家作品, 以及地方特点的总结和介绍。因

此在文学史中, 应以市属机构的文学活动和作家

作品为主, 在京国家机构文学的部分, 所占篇幅

显然要比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中的比重要小一

些。在厘清了北京地方文学的基本面貌后, 可能

会有利于更富理论性的综合研究, 有利于构建出

广义上的北京区域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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