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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我国文学自古以来便呈现出南北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如《诗经》与《楚辞》、《孟子》与《庄子》、《南朝乐府》与《北朝

乐府》，以及后来的南词与北词，南曲与北曲，南戏与北戏……。即使到今天无论是民歌还是戏曲，仍然都还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

彩，这充分地说明了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艺术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

中的反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一种文学的产生，它与当地社会生活的诸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

系。如与社会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民俗……，而这一切又都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一文

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为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这

是多么精辞的见解!我国南北文学之所以不同，说到底也是由于南北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吃、喝、住、穿，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不同

所导致的。近人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土，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

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作”(《南北文学不同论》).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

文学思想史》一书中也讲到:“中国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而得天独厚;北方则寒冷，土地干燥，草木稀

少，既无明媚风光，天然产物亦复不多。故南人生活逸乐，得沉酒于空想或冥想之中，是以民性浮华、热情而富有诗意，其文艺思

潮则流书浪漫主义，而有逸乐的，华美的，放荡的倾向;反之，北方则必须为生活而努力，故其民性质朴而现实，富于理智，其文

艺思想则流于功利的现实主义，具有力气的、质实的、拘谨的倾向”。 

    且让我们具体地分析楚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看它们对屈原骚赋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首先，楚国的物产丰富。 

    《史记·货殖列传》:“江陵故郑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楚之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

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懂之患。” 

    《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耕奈而水褥。民食鱼稻，以鱼猎山伐为业，果茄赢蛤，食物常

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荆)贡羽旎，齿、革、金三品，钝、干、括、柏、厉、砒、磐、丹”。 

    《墨子·公输》:“楚有云梦犀咒糜鹿满之，江汉之鱼鳖尾髦为夭下富”。 

    《管子·轻重》篇:“楚有江汉之黄金”。 

    《战国策·楚策》:“黄金、玉矶、犀、象出于楚”。 

    以上可见，楚国拥有丰富的物产，这不但为楚国经济繁荣、国势富强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为楚国文学的发展也奠定了物质基

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到:“从经济观点看来，外在的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储藏，即肥沃的土壤，多鱼的

池塘等等;另一类是生产资料的储藏，例如奔流的瀑布，可航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上起主要作用的

是第一类的自然财富;后来，在较发达的社会里，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二类的自然财富”。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比较发

达的时代，即可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创造财富时，生产资料的储藏，对人们的生活会起主要作用，而在科学还不发达的时代，即

人们还主要是靠天吃饭的时代，那么生活资料的储藏，对人们的一切活动，便起主要作用了。这是一个很显然易懂的道理，因为

“民以食为天”，只有吃饱肚了以后，才能谈到办其他的事情，而人们用来谋生的时间花得愈少，那么剩下来进行其他活动的时间

也就愈多.楚地食物“不待贾而足’，“无饥谨之患”，楚人谋生容易，因而楚人的文化生活相应地要比北方人丰富得多，更倾向

于精神的与艺术的享受。唐代诗人元填写道:“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

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杀牛贯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闹里间隘，凶酗日夜频”(《元氏长庆集》卷三)。这是说，楚人到了秋收

的季节，仍不以农事为重，还竟相集会赛妖，歌舞酗酒为乐，因此可见他们的生活确实是逸乐的，放荡的，充满了精神享受的。这

对于楚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浪漫主义气质的形成，无疑是有利的。 

    楚国地理环境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山河雄奇壮丽。 

    南国的风光是美丽的，但各地却又不同，苏杭的风光柔媚，桂林山水明静，而楚国因有突兀的高山，浩瀚的大泽，奔腾的长

江，从而形成了一种雄奇、壮丽、幽幻的景色。晋人袁裕描写道:“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行曲，而两岸高

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高千丈许，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冷冷

不绝。”又说:“其迭鳄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

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袁裕《宜都山川记》哪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清人王夫之也说:“楚泽国也，其南玩湘之交，

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釜嵌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辞通

释》)至于古代诗歌当中描写楚地风光的更多了。杜甫《白帝》写道:“高江急峡雷霆中，翠木苍藤日月昏.”。李白《望夭门山》:

“夭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迥，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

过”。楚地的这种烟云变幻，气象万千的奇异风光，对诗人屈原浪漫主义气质的培养，艺术美感的薰陶，无疑会起很大的作用。郭

沫若在其《屈原研究》中说:“屈原是产生在巫峡临近的人，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章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

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这种论断十分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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