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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成果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与唐代诗

歌研究》（批准号为02BZW027），最终成果为专著《地域文学与唐代诗歌》。 

该成果重在解决文学创作问题、文学史问题，努力改变过去文史结合过程中文

史分论或重史轻文的表述结构。以文学问题立题，在文史结合中解决文学问题，同

时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

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 

在过去的地域文化和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作家的籍贯和阶层，

而本课题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新的分析。首先，以陈尚君《唐诗

人占籍考》为基础讨论了文人籍贯的分布状况与文学的关系，认为家族是文化传承

和文学传递的一种载体，家族承担某种文化或文学传播责任，并在文学发展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作家的家庭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在文学研究中显示出重要作用；僧

诗通俗化与僧人阶层的出身以及他们的文化修养相关，绝大多数诗僧出生在文化落

后的地区，出生在贫寒之家，文化知识不多，只是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冥思，用韵

语记录下对佛教思想的阐释和理解，他们始终在自己的宗教文化圈子里活动，他们

发表诗作也是缘于宣扬佛教，故通俗易懂。其次，以自己建立的《唐五代文人籍贯

分布表》数据库为基础，分析不同时段文人分布的状况，指出中晚唐文化呈南移的

趋势，但陕西和河南的作家绝对值仍大致始终处于其它地区的前面，或者是前列地

区之一。同一区域中，作家分布往往呈现出一个或数个密集点，由这一个或数个密

集点左右着这一区域的作家分布密度。即使是作家出现不多的区域，也有一个或几

个作家分布的密集点，同时指出唐人的籍贯意识是很强的，但将籍贯和文学创作联

系起来的观念却比较淡簿。 

诗歌中的地域文化的呈现固然与籍贯有联系，但和诗歌创作地点相比，籍贯只是

对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静态描述，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此本课题于诗歌创作

地点和地域文化的关系用力较大，费时一年有余制作《 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唐诗创作的空间分布。诗歌创作地点的变化，其特征是记录了

文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即移入场和移出场的转换。文人活动地点的变换不

仅改变描述的对象，其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京都为创作最集中的地点，这是诗歌

创作地点呈现的普遍性规律。全国的政治中心应该成为诗歌最繁盛的地区，唐代陕

西、河南占绝对优势，而在国力上升时期尤其如此。初盛唐大量的宫廷应制诗以绝

对优势称霸诗坛，而且诗坛领袖也在他们中间产生。其基本形式分别为以文馆为中

心的创作、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和以朝臣为中心的创作。中晚唐时期，虽然二京所

在之地诗歌创作数量的绝对值还是高于地方，但地方诗歌的快速增长也是事实，其

增速已高于二京所在的陕西和河南。地方诗歌数量的增长有其特殊性，文人的流向

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以及时势的影响。 

地域文化的表述与诗歌创作，这是对诗歌本体的研究，分别讨论唐诗中所体现出

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创作的区域重点及其文学表现、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诗人生存

的地域空间以及古都文化在诗歌中的表现和差异。其研究重点是作家的创作，如论

隐逸诗人空间位置，以王绩为例，指出王绩处于政治边缘、诗坛边缘。边缘诗人不

受主流诗坛的影响，诗歌或许能在保持旧传统上别于时流而独树一帜于诗坛。王绩

诗的创作空间相对比较单一，他的表达大致是以自我思想和自我行为为中心的。王

绩诗歌在总体上提供给我们特定历史时段某一区域文化的风貌，诗人的活动自身和

诗人作品中展现的人物活动，构成了一幅绛州龙门的风俗图景，这和陶渊明笔下的

故土图景在区域文化认识上是具有同样价值的。又如论历史文化传统和诗人生存空

间的冲突，以李白为例，指出文化或顺承主体或对抗主体，原因之一，地域起了中

介的作用,由于地域文化的介入，史、地、人关系的综合体在发生调整,鲁文化传统

就是儒学传统，而东鲁则成了李白与儒家文化冲突极端表现的地点。在文化断续论

中以陈子昂为例，指出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

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

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

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蜀地文人，西汉以词赋为主，东汉魏晋渐趋文史

而偏重史学，东晋南朝则文学衰落，间有史学问世。蜀学议论的传统，源于史学的

修养，构成蜀中自成一统的文化结构。故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有别于时人，他

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时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在

形式上复兴古调，在表述上重议论，在内容上重史学，这与蜀中文化是一脉相承

的。 

本课题论述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意在提升现有研究成果境界和开拓研究的

新领域。认为文化可分为弱势和强势两大区域，也可以划分为更多层次的文化区。

安史乱后，南方经济有了发展，文化也得到发展，南方成了经济重心之地，但并非

文化中心，故不能说文化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仍在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北方区域，

终唐之世，文化中心都未能南移，此其一。其二，文化需要积累，本土文士的出



现，相对也有一个文化积累期，弱势文化区的文化积累更为缓慢，大致要到中唐时

才会有文士出现，初盛唐时文士的出现是非常偶然的。其三，本土作家在表现本土

文化时有局限性，他会视自身生活的环境所呈现出的景观为平常现象而不去表现，

如果他们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存环境中的物象，并写入诗篇，同样也在不经意中

再现某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外来作家颇有优势，他们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环境

的，从写作心理来看，他们更乐于展现跟以往经历和经验不相同的部分，而省略去

相同的部分。其四，文士的移入带来某一时期的创作高峰。弱势文化区的诗歌创

作，因其依赖外来文士的进入，表现为创作中孤峰独立的现象，它的前后基本上是

空白地带。其五，弱势文化区的文化活动多由强势文化的介入，其人员输出源于中

央，强势文化的介入，势必有两种结果，一是改造落后文化，提升弱势文化的质

量；另一点就是使文化纷陈的状态渐趋一致，使原本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渐渐失去

光彩和魅力。另外，以义净在古印度的创作为例进行分析，义净的写作是在特殊的

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这是在非汉语文化区的汉语诗歌写作，他的创作也为研

究当时诗坛的诗风诗式的嬗变在空间上提供了一个可作比较的重要例证。弱势文化

区相对于中原文化，离开中原文化越远，其差别也越大，其独特性也就越鲜明。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在几种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关

注文学自身的问题，并对其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作了理论性的分析和归

纳。本课题的应用价值、社会效益：其研究的成果当会丰富文学史的表述，其方法

也会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有启发和促进作用，而建立的《唐文人籍贯考》和《唐诗创

作地点考》两个数据库不仅为文学史专题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检索和排列功能，也

会启发人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如何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使研究更为精确和有

效。 

 

©1999-200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1号楼4层 邮政编码：100806 电话：010-66032841 , 010-66011398 

Email:npopss@public3.bta.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