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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区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最能体现文学地理学研究之特色的内容之一。

英国学者 R. J. 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地理学”词条云：地理学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个

特点是强调区位。地理学关注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区位或空间变化。地理学试图建立准确的

区位，并有效而经济地表现出来”；“第二个特点是地理学在社会—土地关系方面强调生态学观念。其重

点是现象之间、特定区域自然环境各要素之间、占据或改变区域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个

特点是区域分析，即把以上两点所说的空间方法和生态学方法融合在一起，划分区域（地球表面合适的

空间部分），寻找区域内在（内部）形态和生态联系，建立其外部（区域外）关系”。该词条还特别强调：

“地理学中研究空间变化的许多技术应是普适性的，而非只适用于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1] 实事上，地

理学的这三个特点在文学地理学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本文的宗旨，就是借鉴地理学的空间方法，提出文

学区这个概念，区分文学区的类型，提出文学区的划分依据，供学术界同行参考和批评。

一、文学区的定义与特征

笔者提出文学区这个概念，受到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区这个概念的启发。1895 年，美国人类学家

奥蒂斯 • 梅森创立文化区这个概念，旨在用地理区域的区别来概括某些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1922 年，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重新解释了文化区这个概念。他从文化特质的相似方面来限定文化区，

认为文化区可以根据文化特质来加以分类。文化区有文化中心和边缘区之分，文化中心是一个文化区所

共有的文化特质表现最集中的地方，它并不一定是地理中心。而文化特质一旦创造出来，就会呈放射状

向边缘区传播。[2] 文化区也称文化地域或文化圈，是指不同性质文化现象的分布范围。也就是根据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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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语言、宗教、政治形态、日常生活、房屋构造、风俗等各种文化现象的差别所划分的地域。[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地理学者如李旭旦、卢云、王恩涌、司马云杰、赵世瑜、周尚意、

朱竑等也曾先后就文化区这一概念的内涵作过探讨，其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总体来看，文化区是以不

同地区盛行的文化特征的差异而划分的一种空间单位，即在同一区域内，某一种文化要素，甚至多种文

化要素（语言、宗教、习俗、艺术形式、道德观念、社会组织、经济特色等）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特色的

景观呈现一致性的特征。”[4]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文化的一般特点，也有自己独具的特质。参考文化区这个概念的

定义，我们可以对文学区这个概念加以定义。所谓文学区，就是根据不同地区呈现的文学特征的差异而

划分的一种空间单位。文学区又可称为文学区域、文学地域或文学圈，它是以相对稳定的自然和人文地

理环境为依托，由一定数量的在特征上比较接近或相似的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接受

者和文学景观）所形成的一个分布范围。

文学区一般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它是一个以相对稳定的自然区域和文化区域为依托而形成的文

学空间；第二，作为一个文学空间，它包括了文学家、文学家族、地域性的文学流派或文学群体、文学

作品、文学景观等一系列文学要素，这些要素因相对一致的文学特征而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第三，

同所有的文化区一样，文学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区、边缘区和过渡带；第四，文学区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

在大体相同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文学环境的长期作用之下，同一文学区内的文学家和读者在文学追

求与审美情趣方面呈现相对一致的特征，正是这种相对一致的特征，构成了文学区的个性，以及不同的

文学区之间的差异性；第五，文学区既有地域（空间）的差异性，又有历史（时间）的延续性。文学作

品的时代差异，文学传播中的时间差异等，往往积淀为不同文学区之间的空间差异，因此对文学区的研

究不能忽略时间这一维度，就像对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忽略空间这一维度一样；第六，文学区的边界是变

化着的，常常处于渐变与模糊的状态之中，其特征是从一个范围较小、性质较一致的核心向着过渡带渐

趋减弱。文学区没有截然明显的分界。正是由于边界的模糊与不断变化，才导致历史时期文学区的分化

与整合。

二、文学区的类型

在正式讨论文学区的分类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文化区的分类。按照目前比较流行的提法，文化区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形式文化区，二是功能文化区，三是乡土文化区（也称感觉文化区）。

所谓形式文化区，乃是一种或多种相互间有联系的文化特征所分布的地域范围，它具有集中的核心

区与模糊的边界。形式文化区的确立，往往选择一种或多种文化要素，如语言、宗教、民族、民俗等，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在地图上绘出所对应的文化特质的分布范围，确定其边界，该区域就是某种文化特

征的形式文化区。如中国的客家人分布区、闽南语分布区、喇嘛教分布区等。[5] 形式文化区一般具有这

样三个特征：一是有一个文化特征鲜明的核心区域或中心地区，二是有一个文化特征相对一致而又逐渐

弱化的外围区，三是有一个边界较为模糊的过度带。[6]

所谓功能文化区，又称机能文化区，乃是一种在非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受政治、经济或社会功能影

响的文化特质所分布的空间区域，例如一个行政区划的一级单位、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可以算

作是一个功能文化区。功能文化区一般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一般都有一个中心，它是起协调和指

导作用的中枢，也是实现其功能作用的中心，如首都、省会、市政厅等；第二，其边界并无一个交错的

过渡带，而是由明确该功能中心的范围所划定的确切界线，这与形式文化区边界较为模糊的情形有着显

著的差异；第三，与形式文化区不一样，其文化特征往往是异质的，是按照行政或某种职能而划分出来

的。功能文化区有其形成的历史、政治原因，特别是在现今行政区划体制影响下，经济、政治、文化等

均以一级行政区为单位，这就更突出了功能文化区的地位和重要程度。例如广东文化、上海文化、香港

文化等，就是笼统地用行政区名称来命名的文化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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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区划对文化区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通过行政职能，促进同一区域

内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形成共同的文化景观面貌，乃至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如果某一行政区长期维持

稳定，那么区域内的多种文化特征就会逐渐趋同，进而达到均质。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会对某些长期形

成的形式文化区构成破坏。中国近百年来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例如今江西省上饶市所属的婺源县，

自唐宋以来即属于今安徽省境内的原徽州（今黄山市），a 其文化特征与徽州是同质的。但是 1934 年被

划归江西上饶，1947 年复归徽州，1949 年又被划归上饶。婺源文化与上饶文化总体上看是异质的。把

同质文化用行政手段拆开，使之与异质文化拼接，这就是行政区划的一大功能，也是功能（机能）文化

区的一大弊端。因此之故，也有学者不在意功能（机能）文化区。周振鹤就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一书的“序论”中指出：“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文化区可分为形式文化区与机能文化区两类。机能文

化区的意义不大，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化区，例如一个行政区划，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可

以算作一个机能文化区；它有一个中心点，如省会、市政厅、首都等，在机能上起指导或协调作用。这

种文化区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8]

所谓乡土文化区，又称感觉文化区，它是人们对于文化区域的一种认同，既存在于区域内居民的心

目之中，也得到区域外人们的广泛认可。也就是说，它是人们对区域文化的一种感性认识，或曰区域意

识。有许多包含独特历史文化内涵的概念，如北方文化、南方文化、东方文化及西方文化等，都可以归

属于乡土文化区的范畴。乡土文化区既无功能中心，又无明确的边界线，其区域内也缺乏形式文化区那

种文化特征上的一致性。[9]

参照文化地理学关于文化区的分类，我们可以把文学区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为形式文学区。这类文学区是以特定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为背景，在长期的历史演

变和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例如在中国境内，由北而南，就包含了东北文学区、秦陇文学区、三

晋文学区、中原文学区、燕赵文学区、齐鲁文学区、巴蜀文学区、荆楚文学区、吴越文学区、闽台文学

区和岭南文学区等 11 个主要的形式文学区。形式文学区一般都有一个中心区，有的还有一个亚中心区。

例如中原文学区的中心区在洛阳，亚中心区在开封；吴越文学区的中心区在南京，亚中心区在杭州；岭

南文学区的中心区在广州，亚中心区在香港；闽台文学区的中心区在福州，亚中心区在台北。形式文学

区的边界是相对模糊的，例如中原文学区的边缘，实际上往南延伸到了苏北和皖北，而巴蜀文学区的边

缘则往南延伸到了滇北、黔北，往北延伸到了陕南。

第二类可称为功能文学区。这类文学区是按照行政职能划分出来的，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因此相应地就有 34 种以省级行政区名称来命名的文学区，如陕西文学区、内蒙古文

学区、山西文学区、江苏文学区、安徽文学区、香港文学区、台湾文学区等等。这类文学区都有一个中心，

也就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也都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也就是以行政区划的边界为边界。但是这类文学区

的文学特征往往是异质的。例如陕西文学区，实际上包括了陕北文学、关中文学和陕南文学等三种异质

文学，其中陕南文学与巴蜀文学是同质的，陕北文学、关中文学与秦陇文学是同质的。又如江苏文学区，

实际上包括苏北文学与苏南文学这两种异质文学，苏南文学与吴越文学同质，苏北文学与中原文学同质。

第三类是感觉文学区，或者称为乡土文学区，例如南方文学区、北方文学区，或者西方文学区、东

方文学区等。这类文学区既没有一个中心，也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边界，其文学特征也缺乏一致性。例

如人们常常讲的中国的南方文学或北方文学，它们各自的中心在哪里？各自的边界又在哪里？都是说不

清楚的。至于它们各自的文学特征，也不宜简单地用“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

气质”一类的话来加以界定。因为“江左”（南方）的文学也有“词义贞刚”者，“河朔”（北方）的文学

也有“贵于清绮”者。所以乡土文学区又可以称为感觉文学区，因为人们对这类文学区的认识仅仅是一

a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设婺源县，隶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0 年），歙州改名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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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性的认识。

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文学区不是指功能（机能）文学区。功能（机能）文学区是按照行政职能划分出

来的，是人为操作的结果。功能（机能）文学区内部的文学特征多是异质的。如果我们想了解功能（机能）

文学区的大致面貌，只要看看中国各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编纂出版的各种区域性文学史（如《湖北

文学史》、《湖南文学史》、《江西文学史》、《福建文学史》、《河南文学史》、《上海近代文学史》等）即可。

这些区域性文学史就是按照功能（机能）文学区的思维模式编纂的，虽然它们的编纂者们并不一定知道

功能（机能）文学区这一概念。这种区域性文学史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把一种或多种异质的文学特征

硬性拼凑在一起，因此它们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文学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它们既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

学研究，也不是新型的文学史研究，它们不过是把传统的《中国文学史》按照不同的省、区、市来进行

切割而已。如果谁有兴趣把这些区域性的文学史稍稍整合一下，就是一部传统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它们虽然提供了某些地方性的文学史料，但是并没有跳出传统的文学史著作的思维框架。

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文学区也不是感觉（乡土）文学区。感觉文学区既没有一个中心，也没有一

个边界，其内部的文学特征也缺乏一致性。感觉文学区只是人们对地域文学的一种感性认识，或者说是

一种心理认同，但是并没有上升到学术层面。中国古代学者从唐代的魏征开始，即习惯于把中国的地域

文学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魏征讲“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 •

文学传序》），就是对中国地域文学的一种感性认识，而所谓“江左”文学与“河朔”文学，就是指中国

的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用文学地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指中国境内的两个感觉文学区。自从魏征把中

国的地域文学划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之后，其他学者如唐代的李延寿、明代的王世贞和王骥德、近

代以来的况周颐、梁启超、刘师培、胡小石、程千帆等人，也都跟着这样讲。由于他们都是很有影响的

学者，他们这样讲，其他许多人也就跟着这样讲。这样讲得多了，就给人们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似乎

在中国境内，就只有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这两种地域文学。事实上，中国境内并非只有南方文学和北方

文学，中国的文学区也并非只有南方文学区和北方文学区。即便是在南方文学区内部，也还有巴蜀文学、

荆楚文学、吴越文学、闽台文学和岭南文学，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北方文学内部，则有

东北文学、秦陇文学、三晋文学、中原文学、燕赵文学、齐鲁文学，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把中国文学简单地划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把中国的文学区简单地划分为南方文学区与北方文学区，

虽然说不上大错，但毕竟很笼统。类似的例子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例如大家习惯于把欧美

文学称为西方文学，把亚洲文学称为东方文学，这也是一种感性认识，也没有上升到学术的层面。

文学地理学所研究的文学区既不是指功能文学区，也不是指感觉文学区，而是指形式文学区。

三、文学区的划分依据

划分文学区，就是将相同或相近的文学特征划为一区，以与其他不同的文学特征区别开来。一般来

讲，同一文学区的文学特征是大体同质的，而不同文学区的文学特征则是异质的。划分文学区，目的在

于对文学进行区域分析，增强人们的文学区域感，感受文学的空间性、区域性与多样性。因此文学区的

划分必须体现文学的区域差异。

文学赖以产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有差异，文学的创作与接受、扩散有差异，文学的特征也会出

现相应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世界各地可以划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形式文学区。

文学区的划分与文化区的划分一样，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完成对文学区的划分，必须遵循以下

三个依据：一是地理依据，二是历史依据，三是文学依据。下面结合中国境内的形式文学区的划分来加

以说明。

（一）地理依据

文学区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板块或地理单元。文学区之所以被称为文学区，很重要的一点就

在于它有着鲜明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划分文学区，应该把相对独立的地理板块或地理单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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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条件，不然的话，这种划分就没有足够的地理依据。换句话说，一个文学区如果不能在地理上相对

独立，那么它的地域文学特征就无由彰显。地域文学特征不彰显的文学，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学。

为什么要把相对独立的地理板块或地理单元作为文学区的划分依据，而不是把今天的行政区划（如

省、直辖市、自治区等）作为划分依据呢？因为文学地理的客观现实与今天的行政区划存在错位。例如

秦陇文学区，包含了秦文学与陇文学。这两种文学是大体同质的。就秦文学而言，它是以古秦地为地理

依托的，不是以今天的陕西省为地理依托的。今天的陕西省以秦岭为界，包含了秦巴山地、关中平原和

陕北高原三个地理板块，而秦岭既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以年降雨量为 800 ㎜、一月平均气温为 0℃

作依据），也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水岭。因此今天的陕西省既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也不是一

个独立的人文地理单元。从自然地理上讲，陕北和关中都在秦岭以北，陕南则在秦岭以南，它们在地形、

地貌、水文、气候、生物和生态环境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从人文地理上讲，陕南的农业景观、民间

艺术、语言、民俗（包括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等），与关中和陕北都有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陕南文化

与秦文化相离较远，而与蜀文化和楚文化更为接近。因此文学地理学所讲的秦文学只能以古秦地为地理

依据，不能以今天的陕西省为地理依据。如果以今天的陕西省为地理依据，那它就不能称为秦文学，而

只能称为陕西文学。陕西文学包含了陕北文学、关中文学和陕南文学，而秦文学并不包含陕南文学。

同理，中原文学区的划分也不能以今河南省这一行政区划作为划分依据。因为中原这个地理板块除

了今河南省，还包括今安徽省的阜阳、亳州、淮北和宿州，以及江苏省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和淮安的

大半部。从自然地理上讲，安徽的阜阳、亳州、淮北和宿州四市，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和淮安的

大半部，均在淮河以北，它们与豫东、鲁西连成一片，组成黄淮平原，也就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从人

文地理上讲，安徽和江苏的这八个城市与河南均属于中原官话区，其农业景观、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等

亦与河南无异。

（二）历史依据

文学区是在历史的“长时段”形成的，是特定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与文学相激相荡的一种历史积

淀。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划分文学区时，除了要有地理依据，还要有历史依据。如上所述，秦文学

是以古秦地为地理依托的。古秦地即战国晚期以前的秦国，亦即秦惠王灭蜀（公元前 316 年）之前的秦国，

它是在秦岭以北的。而秦岭以南的汉中在这之前属于蜀国，安康属于楚国，商洛的大部分地区也属于楚

国。历史上最早有陕西省是在元代，当时叫“陕西行省”。只是从这个时候起，陕北、关中、陕南三地

才被划定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内。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文学是从西周晚期开始的，而陕西文

学则是从元代开始的。

又如中原文学，它是以古代的中原为地理依托，而不是以今天的河南省为地理依托的。春秋时的中

原包含了郑、宋、卫等多个诸侯国，战国时的中原包含了韩、魏、宋等多个诸侯国，两汉时的中原则包

含了豫州 , 以及兖州南部、荆州北部和司隶部西部。今河南省的南部，在两汉时称豫州，而豫州的南缘

即是淮水（淮河）。三国、西晋时，豫州的南缘甚至越过了淮水。唐时，今河南省的东南部为河南道，而

河南道的南缘是淮水。北宋时，今河南省的东南部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而京东东路南至淮水。宋、

金对峙时，今河南省的南部为南京路，而南京路的南缘仍是淮水。元代始有省级行政区划，其中的“河

南江北行省”包含今河南省与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北部分。至明代，今河南省的版图才正式确立。

也就是从明代开始，今河南省的南缘才不至淮水。而我们讲历史依据，是指历史的“长时段”依据，不

是“中时段”依据，更不是“短时段”依据。所以根据历史的“长时段”依据，中原文学区除了今河南

全省，还包括今安徽省的阜阳、亳州、淮北和宿州，以及江苏省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和淮安的大半部。

（三）文学依据

无论是地理依据，还是历史依据，最终都要以文学为依据。因为我们最终是在讲文学，不是在讲地

理或历史。无论是古代的郡、州、府、路、行省，还是今天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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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看它有没有丰富的文学积累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具体来讲，一是要看该地有没有产生在全国有影响

或较有影响的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或其他文学群体，二是要看该地有没有产生在全

国有影响或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三是要看该地有没有出现在全国有影响或较有影响的文学观念、文学

思潮、文学批评、文学活动或文学事件，四是要看该地有没有在全国有影响或较有影响的文学景观，例

如文学家的故居、墓地、纪念馆、文学活动场所以及文学家的登临游览题咏之地等，五是要看古今读者

或批评家对该地文学环境与文学成就有没有较高的评价。如果符合这些条件，它就是文学区的重点考察

对象，否则就不是。中国现有 34 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然而并非每个省、市、自治区和特

别行政区都有丰富的文学积累和悠久的文学传统，虽然每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都会总结、研

究自己的文学，但是我们在划分文学区的时候，归根结底还是要遵循文学依据，要尊重文学的历史和现

实。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区研究才能突出重点，彰显特色。

按照以上三个依据，中国境内可划分为东北、燕赵、齐鲁、中原、三晋、秦陇、新疆、青藏、巴蜀、

滇黔、荆楚、吴越、闽台、岭南等 14 个文学区。其地理范围界定如下：

1. 东北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

2. 燕赵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河北、北京、天津等一省两市。

3. 齐鲁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山东省。

4. 中原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河南省，以及今江苏省的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四市，还有

今安徽省的阜阳、亳州、淮北、宿州四市。

5. 三晋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山西省。

6. 秦陇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甘肃、宁夏、陕西的中北部和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周围。

7. 新疆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 青藏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

9. 巴蜀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重庆、四川和陕西的南部。

10. 滇黔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云南省和贵州省。

11. 荆楚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12. 吴越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南地区。

13. 闽台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即今之福建省和台湾省。

14. 岭南文学区，其地理范围包括今之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五个省区。

关于这 14 个文学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它们的形成过程，它们各自所包含的文学要素及其地

域特征等，因所涉及的内容较多，笔者将另文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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