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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人是社会化的存在ꎬ 其生存方式离不开环境条件和群体组织方式ꎮ 区域文化

的特质不仅是二者融合的结果ꎬ 也同时构成其精神产品的地方性与时代性特点ꎮ 因此ꎬ 文化植

根于社会ꎬ 而社会则是人与环境所融合的关系总和ꎮ 今天ꎬ 人们将环境、 社会、 文化加以合并

考察ꎬ 在生成 “文化地理学” 概念的同时ꎬ 也使人们对社会文化ꎬ 包括对文艺样式的考察趋

于完整ꎮ 换言之ꎬ 人们不仅应当研究文化产品的构成性要素、 生产与消费的形式ꎬ 而且需要了

解相应的空间范围对于文化的生成和延续起到了何种历史作用ꎮ “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一个特定

的场所如何获得文化意义ꎬ 以及文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场所实现其意义的ꎮ”①由此ꎬ 文化是其

中的关键词和思考的连接点ꎬ 人们既可以用文化描述某种生活方式ꎬ 亦可对这种方式从文化层

面加以界定ꎮ 文化地理学视角的凸显有助于人们加强对区域文化形态做出文本环境的考量ꎬ 从

而有利于对区域的文化条件进行追溯ꎮ
长期以来ꎬ 文艺研究的范式是以文本为中心 ( ｔｅｘｔ￣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 亦即将不同文类

(ｇｅｎｒｅ) 的书写文本 (ｗｒｉｔｉｎｇ) 从其生产环境中剥离出来ꎬ 集中对文本编码的审美层面和内含

的主旨进行研究ꎮ 虽然文本环境并不能决定文本的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与意义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ꎬ 然

而人们却不能回避文本所必然涉及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产品的生产性要素ꎮ 虽然文艺形式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跨界现象ꎬ 包括文类之间、 理论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跨界ꎬ 诸如某一区域对其他区

域的文化经验、 文艺形式和文本的传播、 借鉴与接受ꎬ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 当我们谈及区域的时

候ꎬ 实际上是指一个文化综合体ꎬ 它既包含了物质要素ꎬ 也同时包括社会文化、 文化传统的变

迁以及历史阶段中的文化感知ꎮ 因此ꎬ 我们在考察文艺形式时ꎬ 不仅需要避免简单的环境决定

论ꎬ 还必须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ꎬ 包括文化地理学、 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以及技术的介入

方式等ꎬ 对文艺现象和文化经验加以有效的解释ꎮ 所以ꎬ 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视角ꎬ
可以弥补研究中的一些盲点ꎬ 使之更加符合人文学术的内在规定性ꎮ

本栏目由两篇文章构成: 王晓路的文章从文化地理学视域探讨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ꎮ 他指

出文学艺术自伊始阶段起ꎬ 其发生、 生产、 流传以及接受等环节ꎬ 都是在具体空间范围内展开

并与其自然条件与社会风貌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 文艺研究不仅应当针对文本进行系统研究ꎬ 而且

还需要结合文化地理要素去追溯历史文化条件和观念形态的演进轨迹ꎮ 刘岩的文章指出ꎬ 文化

地理学视角丰富了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空间及其意义阐发ꎬ 这是因为景观本身已经集形态、 表征

和意义为一体ꎬ 而且文学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的传播亦会产生形态和内容上的流变ꎮ 由于文化

地理学的视角重视文艺作品与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之间的联系ꎬ 因而可以更有效地洞悉文艺作

品的意义生产机制和流变轨迹ꎮ

① 〔美〕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ꎬ 杨淑华等译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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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历史发生与区域流变

王晓路

　 　 〔摘要〕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探讨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ꎮ 作为物理空间的地理从来都

离不开人类群体的活动ꎬ 而文学艺术自伊始阶段起ꎬ 其发生、 生产、 流传以及接受等环节ꎬ 都

是在具体空间范围内展开并与其自然条件与社会风貌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 文艺研究不仅应当针对

文本进行系统研究ꎬ 而且还需要结合文化地理要素去追溯历史文化条件和观念形态的演进轨

迹ꎮ 在当代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历史语境中ꎬ 有必要将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置于文化地理的视

域中加以考察ꎬ 重视地缘关系和文化地理因素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作用ꎬ 这一跨学科方

式无疑有利于该分支领域的学理性推进ꎮ
　 　 〔关键词〕 　 文艺ꎻ 文化地理ꎻ 形态ꎻ 流变ꎻ 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Ｉ０ － 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 － ４７６９ (２０２１) ０１ － ００６３ － ０６

〔作者简介〕 王晓路ꎬ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客座教授ꎬ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ꎮ

　 　 各文化区域的群体在精神探索的进程中创造了多种文艺形式ꎬ 人们不仅以此呈现自身的审美追求和

认知发展ꎬ 同时也展示了区域文化的丰富性ꎮ 各群体创造性地利用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性条件ꎬ 包括书

写工具、 创意符号和意象的承载物以及操演方式等ꎬ 将内心情感通过艺术编码的方式表现出来ꎮ 因此ꎬ
文学艺术的历史发生学与阶段性演进与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 物质生活、 社会风貌和技术文化的发展息

息相关ꎮ 长期以来ꎬ 人们持续以文艺的各种类型呈现了创作主体对外部以及内心世界的独特观察ꎬ 从不

同层面反映群体的历史性境遇ꎬ 与此同时ꎬ 也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表达并唤起对过往生活的审视以及对

未来可能性的憧憬ꎮ 概言之ꎬ 那些留存至今的文艺样本在呈现不同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①的同时ꎬ 也折

射出了创作主体富于启迪的洞察ꎮ 文学艺术由此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感知ꎬ 尤其是可以使受众直接分

享或间接体验到不同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并看到人性的复杂ꎮ 可以说ꎬ 文艺文本所内含的观念不仅涉

及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ꎬ 而且在不同区域间传播和接受中亦有助于形成跨文化的理解和认同ꎮ 在这个意

义上ꎬ 文艺研究无疑需要跨学科的方法论ꎬ 需要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的理论选择ꎬ 而其前提则需要

对文艺形态的历史发生学及其流变过程有清晰的认识ꎮ 本文拟讨论其中的相关问题ꎮ
一般而言ꎬ 某一文艺形式首先是在具体的空间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ꎮ 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ꎬ 某

一区域的群体往往会与其他族群形成文化接触区ꎮ②从远古时期起ꎬ 各区域内部其实也有一个互动融合

的过程ꎮ 例如ꎬ “中国地域的各地区文化ꎬ 逐渐融合ꎮ 经过商、 周两次整合ꎬ 中国地区的北部ꎬ 已有强

大的王国ꎬ 将其他族群ꎬ 纳入同一政治秩序ꎮ 同时ꎬ 一个优势文明ꎬ 也将各地统治阶层转化ꎬ 吸纳于同

一文化秩序ꎮ”③欧洲的文艺形式更是与宗教、 拉丁语、 族群迁徙、 战争以及历史地理的状况密切相关ꎮ④

区域的文艺形式和旨趣在历史形成过程中ꎬ 一般都会不同程度地融入多种文化要素ꎬ 继而会对周边区域

产生影响ꎬ 形成流传现象ꎻ 而其他区域在一种跨文化接受和改写的过程中ꎬ 亦会借鉴并形成新的文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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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ꎮ 所以ꎬ 文艺形式总是一种多元文化的结合体ꎬ 是一种不同文化要素的交互性构成ꎮ 因而ꎬ 这一研究

必然需要涉及除文本主旨、 形式等要素之外的文本环境及其文本内外条件的制约性关系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这种关系从文艺的伊始阶段就包含了某种文化地理因素ꎬ 并反映在区域的文化观念之中ꎮ
早期关于文艺主旨的讨论ꎬ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古典界说ꎬ 均从社会功能入手ꎮ 例如: 中国早期

文献 «尚书» 中 “诗言志ꎬ 歌永言ꎬ 声依永ꎬ 律和声”⑤ 所代表的文艺观念影响深远ꎮ 孔子的名句

“ «诗» 可以兴ꎬ 可以观ꎬ 可以群ꎬ 可以怨ꎮ 迩之事父ꎬ 远之事君ꎮ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⑥大概是世界

上最早的、 同时也是最明确的文艺社会功能说ꎮ 这一持续的传统ꎬ 对中国历代的文学、 书法、 绘画、 戏

曲以及造型艺术等文艺类型ꎬ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在西方ꎬ 贺拉斯的 «诗艺» 之所以对欧洲古典文学

影响大ꎬ 也是因为 “他支持诗歌和诗人发挥政治和道德效用”ꎮ⑦正如张一兵所言ꎬ 中西在文艺观念上均

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
　 　 中国古代ꎬ 士族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与雅ꎮ 其目的在于使之在品质、 学识、 洞见、 政论上

均能符合士的标准ꎬ 以成为真正有德的博雅之士ꎮ 实际上ꎬ 不仅是中国ꎬ 古希腊也存在着类似的德

雅兼蓄之学ꎬ 即 ｐａｉｄｅｉａ (πɑιδεｉɑ)ꎮ ｐａｉｄｅｉａ 是古希腊城邦用于教化和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ꎬ 亦

即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治理城邦的学问ꎮ⑧

这种早期的文艺社会功用说无疑与政治哲学有关ꎮ 这一观念不仅一直得以延续ꎬ 而且在当代有了新

的发展ꎮ 虽然今天的社会结构及观念系统均已完全不同ꎬ 但西方一些学者对文艺现象的观察依然坚持某

种社会文化视角ꎬ 即在借鉴并扩展某些早期观念的基础上ꎬ 集中对文艺所内含的政治功能以及文化政治

指向做出分析ꎮ 其中ꎬ 英国学者伊格尔顿 (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 的表述最为直接ꎮ 他指出: “欧洲现代批评

起源于同绝对主义政权所作的一场斗争ꎮ １７、 １８ 世纪ꎬ 欧洲资产阶级在专制政权内部开始为自己开拓

独立的话语空间ꎬ 倡导理性判断和启蒙批判ꎬ 抵制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ꎮ”⑨２０ 世纪西方出现的一些专注

文学形式的分析也多是一种特别的政治隐喻ꎬ 近年一些对 “新批评” (Ｎｅｗ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再研究的成果都

特别指出了其文化政治的内涵ꎮ⑩２０ 世纪后半期以来在文艺研究中占比很重的种族、 性别以及后殖民研

究视角ꎬ 也多是一种文化政治分析方式ꎮ 因此ꎬ 历史意识和社会文化是文艺以及文艺批评发生和发展的

两个重要关联点ꎮ 然而ꎬ 这两个关联点都有一个跨区域蔓延的历史过程ꎮ
中国的文艺发展和观念史与其社会文化的进程大致同步ꎮ 如前所述ꎬ 中国 «尚书» 等早期文献中

的一些表达和观点其实有多方面的影响ꎮ “以诗歌言说ꎬ 等于以真实、 权威言说ꎮ 保存在 «尚书» 中的

那些据说是周初天子所作的韵语演说ꎬ 同样也是如此ꎮ 这些威严宏伟的长篇演说ꎬ 部分被释读为指示仪

式舞蹈表演步骤的戏剧脚本与舞台指导ꎮ”再者ꎬ 中国古代的文艺样式以及文艺观也与特定群体的教育

以及社会身份相关ꎬ 即 “一个官员群体的出现ꎬ 这些官员的教育主要是建立在对早期文本的研究基础

上ꎬ 他们在职责外的业余时间从事文字高雅艺术的创作ꎬ 这种方式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ꎮ然

而ꎬ 自晋代出现了 “诗缘情而绮靡”的新说以来ꎬ 中国古代诗歌理念出现了 “情礼冲突与情理冲突”

的分流现象ꎮ 进入唐宋转型后ꎬ 文艺的 “高雅” 转向 “低俗” 的倾向开始明显ꎬ 这一变化与当时的城

市规模、 功能以及文化的变革有关ꎮ 这是因为 “国都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ꎮ 中国的重心已移至

东边ꎮ 东南区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ꎮ”在城乡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下ꎬ 表演性的节

庆方式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人依照农历 (阴历) 生活ꎬ 历书备载一年到头所有的节庆与假

日ꎮ 这些节庆ꎬ 各各有其专属的食物与特定的活动ꎮ 逢大节日ꎬ 乡下民众进城贩卖盛宴与庆祝活动

所需的特殊食物与产品ꎬ 顺便看看表演和展览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Ｇｅｒｎｅｔ) 认为ꎬ “宋朝时

期ꎬ 或许较之其他时期更能表明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所保持的关系ꎮ”这一时期不仅城市商业功能凸显

并由此带来了新的社会现象ꎬ 市井生活也由此在文艺中获得了更多的展示ꎮ 具体而言ꎬ 不仅这一时期的

小说在唐传奇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ꎬ 其他的街头表演也进入到新的时期:
　 　 “说话” 伎艺在宋代是职业化的ꎮ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ꎬ 旧有的封闭式的城市街坊格局业已被

开放的 “街巷” 取代ꎬ 临街建起民居邸店和商铺ꎮ 城市里聚居着各阶层的人们ꎬ 其中商人、 小业

主、 手工业者、 工匠、 军士、 吏员、 伙计仆役等等构成一个市民阶层ꎬ 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要刺激着演艺业的迅速发展ꎬ 各种戏曲杂技的游艺场所应运而生ꎮ

即便是最为传统的诗歌ꎬ 在语言上也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ꎬ “在常用词汇、 表达方式、 遣词造句和

诗歌主题等方面趋向通俗化ꎮ 诗人们开始打破经典语汇的束缚ꎬ 将口语的表达方式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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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笔端ꎮ”而那个时期的文人画也旨在表现画家本人的风格ꎮ 法兰西学院程抱一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Ｃｈｅｎｇ) 院

士认为ꎬ “宋代开始了中国绘画的真正的黄金时代ꎮ 也许可以将这一时期罕见的丰富性比之于意大

利的 １５ 世纪ꎮ”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一幅画表现出的品质主要由创作者的个人修养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决

定ꎮ”可以说ꎬ 宋代是中国文艺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ꎬ 这无疑是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南迁所引发的

系列变革有关ꎮ
显然ꎬ 文化史与文化地理学的结合往往可以使人们多角度地审视历史时期的文艺形式、 观念形态与

空间范围之间的对应性关系ꎬ 与此同时ꎬ 亦可有效突出社会文化同质现象背后的区域差异性ꎮ “文化转

向是指抛弃了认为人类的本能冲动是相同的这一观念ꎬ 从而与社会学和人类学重新建立起了密切的联

系ꎮ 文化地理学面临的挑战是防止重新回到传统的 ‘文化区域’ 观念去ꎮ 那种观念忽视了特定的区域

内部存在的社会差异和社会冲突”ꎮ由此ꎬ 学界开始追溯文艺的历史发生学ꎬ 对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研

究也开始结合了文化地理学视角ꎬ 其批评直接针对原有的认知缺项ꎮ 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至文艺复兴这

一特定时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形式和附带的观念系统ꎬ 其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地中海沿岸的城镇与

商业文化功能的凸显ꎬ 因为当时城镇、 市场、 交通、 运输与分工的兴起与发展ꎬ 不仅使欧洲与之前的社

会样态形成了分水岭ꎬ 而且使其文化样式和文化中心随之发生了转移ꎮ 城镇生活、 新的阶层以及社会风

貌的持续变化带来了一种人文思考ꎬ 即在提升人本身价值的同时ꎬ 形成了一个 “城市人文主义”ꎮ然

而ꎬ 欧洲文艺复兴本身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多重线索的生成过程ꎬ 文艺复兴文化是受到了多种区域文化的

影响所致ꎮ 剑桥大学文艺复兴研究学者杰克古迪 (Ｊａｃｋ Ｇｏｏｄｙ) 就明确指出: “我认为我们应当在更

广阔的范围内寻找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源头———不仅包括来自阿拉伯的知识ꎬ 也包括从印度和中国获得的

影响深远的借鉴ꎮ”显然ꎬ 文艺复兴在欧洲的蔓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展开ꎬ 而且也是文化交融的

结果ꎬ 其文化渊源不仅仅局限在欧洲ꎬ 而应在世界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加以考量ꎮ
随着宗教改革和社会变迁ꎬ 尤其是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非传统地理感知ꎬ 人们不再按照教义的规定

去机械地观察和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ꎬ 而是以自身经验并以现代知识命名的方式ꎬ 拓展原有的认知范

围ꎮ 于是ꎬ 人和语言两者的地位均获得了历史性提升ꎮ 这一时期欧洲文艺在后期的演变与人文主义进入

教育系统也有至关重要的关系ꎮ “人文主义在学校中的渗透还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拉丁语文化通过大众

文学、 宫廷文学、 翻译、 模仿和美术在通俗语世界中的传播ꎬ 这种新文化或许比较浅薄ꎬ 但其传播是毋

庸置疑的ꎮ 人文主义教育是高等公职的必要技能”ꎮ欧洲中世纪至工业革命以来的文艺发展ꎬ 从最初的

形态到后期技巧的成熟以及其中所内含的观念及其标准ꎬ 大体上与这一历史轨迹相吻合ꎮ 文艺随着区域

认知的扩展进入了一种 “现代” 之中ꎮ “这一看法由英国历史学家特里威廉 (Ｇ. Ｍ. Ｔｒｅｖｅｌｙａｎ) 率先提

出ꎮ 在他看来ꎬ 中世纪到 １８ 世纪方告结束ꎻ 取而代之的是 ‘工业革命’ꎬ 它对人类生活的改变ꎬ 乃是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所不及的ꎮ”其实ꎬ 文艺的现代转换以及审美现代性命题有着漫长的历史ꎮ 从文化

史和文化地理学角度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就不难发现ꎬ 文艺发展除了社会文化的外部条件和创

作主体的认知要素之外ꎬ 还始终伴随着历史意识与文化地理的因素ꎮ
在全球化进程中ꎬ 文化的概念也随之获得空前扩大ꎮ 人们出于对产品输出的需要ꎬ 在跨界的经济文

化活动中特别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ꎬ 试图通过借用的方式输送某种消费观ꎬ 从而加快商品的接

受和资本的流通ꎮ 各种资源的跨界趋势在客观上使区域文化的重要性更为凸显ꎮ 由此ꎬ 人们在面对他者

文化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反观自身ꎬ 于是ꎬ 文化的空间意义与文化的内在精神在构成张力的同时ꎬ 亦

提供了一种他者与自我互为结构的认知框架ꎮ 经济生活的同质性以及文化资源的衍生价值ꎬ 再一次引发

了对区域文化的思考ꎮ “ ‘我们只能以短暂的和空间的特定方式深入真实生活的场景才能靠近文化ꎮ’ 文

化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ꎬ 它们是以诸如宗教、 语言和种族为基础的共享意义体系ꎮ”概言之ꎬ 只有看

到当代经济与文化互为结构的逻辑ꎬ 才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现代性问题的症候ꎮ 所谓

现代性的问题就此包含了最为必需的空间角度ꎬ 即 “现代性是由语境和事态构成的ꎬ 它可以被理解为

在世界上的特定时间和特定的地方生存的具体特征”ꎮ不难理解ꎬ 当文化商品化的生产与销售链成为全

球现象之时ꎬ 也同时出现了不同区域的 “地域性” 或 “地方性” 书写ꎬ 即 “在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中所

指的是各个不同的地方如何因应外来社会、 经济、 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势力ꎬ 因而在作业、 制造、 生活与

习尚上ꎬ 发展出各自有别的表达方式ꎮ”由此ꎬ 全球文化的流通与地域性表达成为并行的现象ꎬ 它进一

步触发了文化地理学的历史性出场ꎮ 而文化地理学对于传统的人文学术的介入ꎬ 则可以帮助人们透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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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间所具有的意义图示 (ｍａｐ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ꎮ这一点对于文艺研究尤其重要ꎮ
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ꎬ 更应当充分考虑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ꎬ 因为将不同区域的文化史及

其文艺史的现象加以简单叠加ꎬ 并不能等同于某种丰富性ꎮ 从区域的外部条件来看ꎬ 在气候和种植条件

相对较好的地方ꎬ 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也较低ꎬ 继而人们在拥有更多单位时间和相对富裕的前提

下ꎬ 会将其闲暇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化生活之中ꎬ 在使生活精细化的同时也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形式ꎮ 所

以ꎬ 这些地方的文艺形式也往往更加多样ꎬ 其表现方式也更为细腻ꎮ 中国是在同纬度板块中较早形成农

耕文明的区域之一ꎬ 其文明形态和文艺类型与主要的种植区域有关ꎬ 即华北、 东北、 华南、 中部及西

部ꎮ 这些种植区的群体在差异性的自然条件下ꎬ 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ꎬ 地方性文化特

点十分明显ꎮ 因此ꎬ 各区域文艺文本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往往与其周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ꎮ
例如: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 多为黄河流域 (包括山西、 甘肃、 河北以及山东等地) 的民谣和

配乐的歌词ꎬ 集中了古代中原地区的歌、 乐、 舞相结合的朴素形式ꎮ 因此ꎬ 这一诗歌总集题材异常丰

富ꎬ 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ꎬ 包括大量的动植物称谓ꎬ 而且ꎬ 在表现方式上也将人的活动

与自然要素融为一体ꎬ 构成某种早期的程式化表述ꎮ “在 «诗经» 中有已知最早的四重读音节的四行诗

范例ꎬ 头两行描写一些生物现象 (通常是植物的)ꎬ 次两行则用诗人强烈的情感关切———通常是浪漫的

并每每是性爱的———与之对应ꎮ”而 «楚辞» 虽然没有进入 “经” 之系列ꎬ 即 “从未得到过帝国的官

方承认ꎬ 但它对后来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 意义重大的ꎮ”这种影响正是其所具有的地方

性表述特点所内在的文化地理要素ꎬ 因为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ꎬ 与源自中原地区

的 «诗经» 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不同ꎮ
正是由于中国的幅员广阔ꎬ 各区域在地理、 气候、 物产以及生活习性上都极具地方性特质ꎬ 所以ꎬ

所谓的 “通俗文学”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和 “民俗文学” (ｆｏｌ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在各地的文艺样式中都有丰厚

的表述ꎮ虽然上述两个英文表述的语义与中文略有差异ꎬ 但在总体特征上有着共同点ꎮ 中国通俗文学

和民俗文学在其民间说唱和地方戏曲中表现最为集中ꎬ 前者指 “流传于乡镇间的说唱文学ꎮ 它兼有说、
唱两方面的特点ꎬ 把文学、 表演、 音乐融为一体ꎮ 民间说唱的内容多取材于戏曲小说、 演义、 历史故事

以及民间生活和民间传说”ꎻ 而后者主要是风格多样的戏剧ꎬ 虽然中国戏剧中许多类型可以追溯到秦

朝之前诸侯国的祭祀活动ꎬ 但成熟阶段则是从两宋时期开始的ꎮ这些地方戏剧往往随着中国城镇以及

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而获得跨区域发展ꎬ 其间还与科举制在元代的中断有关ꎬ 因为这一现象迫使一些读

书人转而去写创作性的说唱和戏剧文本ꎬ 导致这些 “不入流” 的书写不仅更贴近市民生活ꎬ 而且亦有

文采ꎬ 在形式上也更为灵活ꎮ 重要的是ꎬ 中国古代戏曲与文化地理有着直接的关系ꎬ 如昆曲发源地在苏

州ꎬ 豫剧在河南等等ꎮ 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戏剧与城市关系的美国汉学家奚如谷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ｅｓｔ) 教授认

为ꎬ 中国古代戏剧有三类传统ꎬ 即北方的杂曲 ( ｔｓａ￣ｃｈü) 或北曲 (ｐｅｉ￣ｃｈüꎬ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ｓ)ꎻ 南方传

统ꎬ 包括南戏 (ｎａｎ￣ｈｉｓ) 或温州杂剧 (Ｗｅｎ￣ｃｈｏｕ ｔｓａ￣ｃｈü)ꎻ 以及川戏 (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 和昆曲 (Ｋｕｎ￣
ｃｈü) 等ꎻ 再有皮黄 (ｐｉ￣ｈｕａｎｇ) 和秦腔 (ｃｈｉｎｇ￣ｃｈü) 等等ꎬ 各种戏曲的文化成分既是独特的ꎬ 也是杂

糅的ꎮ由于生产和生活样式差异较大ꎬ 各地的戏曲也带有明显的语言、 服饰、 表演以及音乐的特质ꎮ
例如: 起源于唐代的黄梅戏ꎬ 其前身与江南各地的茶叶生产与收获庆典有关ꎬ 这一表演形式 “原为安

徽、 湖北、 江西三省交界地区流行的 ‘黄梅采茶戏’ꎬ 其中一支流入安徽怀宁一带与当地的说唱艺术结

合ꎬ 并接受青阳腔和徽戏影响ꎬ 形成黄梅戏ꎮ”这一戏剧形式在融入了宋代民歌以及元杂剧成分以及性

别要素后ꎬ 尤以剧情、 唱腔及表演细腻著称ꎬ 至明清已经十分流行ꎮ 而西北古老的秦腔ꎬ 俗称梆子腔ꎬ
则是起源于古代陕西和甘肃一带的歌舞ꎮ 虽然秦腔在后期的发展中分成了不同的流派ꎬ 在具体剧作中也

有细腻的部分ꎬ 但总体特点比较突出ꎬ 即唱腔高亢ꎬ 人物率性以及动作粗犷等ꎬ 这不仅呈现出戏剧人物

的豪放性格ꎬ 而且融合了北方各地方言和杂技表演形式ꎬ 流传也十分广泛ꎮ 其实ꎬ 各地文艺形式与发展

都与地方性文化与区域之间的交往密切相关ꎮ 显然ꎬ 对这一类文艺形式的研究ꎬ 文化地理学视角十分重

要ꎬ 因为文化地理学所依据的正是 “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ꎬ 这些

地方又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ꎮ”

文本结构往往会受到语言结构的影响ꎬ 文艺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般都只能还原至文本的构成性

要素ꎬ 但是ꎬ 这种重文本形式要素的分析不仅有可能忽略文本的生产性和流通性条件ꎬ 并且有可能割裂

文本环境与其内在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ꎮ 由于文本环境包括历史文化语境、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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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文化感知、 技术与传播方式与观念的并存等诸多因素ꎬ 因此ꎬ 它直接关系到意义在特定空间的符

码方式和呈现方式ꎮ 通过文化地理学所透视出来的空间视域ꎬ 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把握文艺文本的意义

生产机制ꎬ 并可以追溯该文本在不同地域的定位以及流变轨迹ꎮ 事实上ꎬ 当代社会是 “围绕连接个体

和群体的方式而创建起来的ꎮ 连接方式主要依照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而定ꎬ 流通也决定如何使用和阐释

那些文化形式ꎮ”在这个意义上ꎬ 文化地理学视角对于文艺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它集中反映在几个

相关的层面: 其一ꎬ 文艺类型的历史发生学都是在具体空间范围中展开的ꎻ 其二ꎬ 文艺文本包含了各个

区域文化传统、 生活场景、 社会变迁与历史存在方式ꎬ 其文本内的空间与文本环境的空间以及接受场域

构成了对应性的交叉关系ꎻ 其三ꎬ 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流通现象ꎬ 包括文化市场的共时性、 主旨的

蔓延、 创作手法的借鉴、 技术介入、 媒体呈现及互动方式等ꎬ 文艺类型与主旨包含了文本生产与消费的

空间同质性ꎮ 显而易见ꎬ 那种静态分析文艺样本的美学策略、 作者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文本构成的编码

艺术等方式ꎬ 一旦被纳入文化地理学的范畴中ꎬ 无疑会受到挑战ꎬ 因为 “关注文本和语篇本身就忽略

了它们如何作为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法ꎬ 以及这些连接如何形成各种阐释性社会ꎮ”

新千年是以 “９ １１” 为标志的全球危机开始的ꎬ ２０２０ 年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超大范围疫情则迫使全

球面对共同的问题ꎬ 世界也由此进入空前复杂的后疫情时代ꎮ 这必将使原本的地缘政治、 国际贸易、 区

域合作等重叠交织的问题与矛盾更为突出ꎮ 新的时期ꎬ 文艺的形态与主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ꎮ 在此复

杂的历史语境中ꎬ 学界更需要将相关问题纳入新的地缘结构和文化地理视角之中进行审视ꎮ 概言之ꎬ 在

以 “重叠的疆域ꎬ 交互的历史”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ꎬ 将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置于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中加以考察ꎬ 重视地缘政治关系和文化地理因素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作用ꎬ 可以有助于我们把握

文艺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流变轨迹ꎬ 这种以跨学科的分析模式必将推进现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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