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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编成的。
其中，少部分选入的是漳州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过去在报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而大部分则是从这次研
讨会的论文中选入的。
　　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较高层次的教学与科研的人才队伍
。
近向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在人
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十几项⋯⋯《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虽然展
示了只是本学科在研究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方面的部分成果，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到本学科的风貌。
　　文学传达的是人的感受和体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相近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也有不
同的感受和体验。
人们的感受和体验假若都相同，就不需要传达、不需要文学了。
所以，在文学中简单区分先进的文学和保守的文学、现代的文学与非现代的文学、革命的文学与反革
命的文学，并以这种区分作为评论和研究文学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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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代序林语堂“对外讲中”思想
方法初论林语堂诗学话语论析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文献取向林语堂的美学思维方式从《萨天师语
录》的创作看林语堂的文化取向及其表达林语堂与语言学论林语堂的红学研究试论“论语派”散文的
理论建构与实践林语堂小品文的文化意蕴从修辞艺术看林语堂散文的民族语言文化色彩林语堂《吾国
与吾民》对现代人类学发展的启示道家哲学与林语堂的人生观林语堂与明清小品林语堂与老舍“国民
性”探讨比较论林语堂与克罗齐悠闲文化观：解读林语堂的一个新视角文化传播与融汇构建－－林语
堂《无所不谈合集》论析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观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对女性的尊崇与对男性立场的维
护－－试论林语堂的妇女观论林语堂幽默理论本土化的成功与缺失顺乎自由本性　追觅理想爱情－－
《红牡丹》展示的多种爱情类型及意蕴林语堂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近十年来林语堂研究论文的统计
分析许地山与老舍：真正的“良师益友”《野草》与《空山灵雨》之比较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剖析
试论五四时期许地山对老舍的“提携辅导”“有情”世间的烦恼和缺失－－关于许地山《空山灵雨》
的精神探求许地山与牛津大学情韵自奇两风流－－废名与许地山之比较许地山小说意象论论许地山小
说的宗教意识与情爱模式论杨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创作感情性·形象性·讽刺性－－杨骚在雅加达
《生活报》发表的政论评述“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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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学术研讨会是集中讨论三位漳州籍现代文学名家林语堂、许地山和杨骚的，由于我过去没有
写过专门研究他们的论文，所以今天只能从一个大家或许会感兴趣的话题谈起。
连累而及，可以生发出若干应有之义来。
这个最初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研究地方籍作家?　　要厘清“地方籍”这个词，就不能不引
入与此相关的“地域性”、“民族性”、“中国性”、“世界性”这样一类概念。
“地方籍”是指一个作家的籍贯。
在古代，人们迁居较少，一个文人是异常看重自己的故乡的。
写《牡丹亭》的戏曲家汤显祖，号海若，江西临川人，生前刊行的《玉茗堂文集》就写着“临川汤海
若”。
《人间词话》署“海宁王氏校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氏。
籍贯重要到可以入名，成为识别一个文人的符号，如韩愈称“韩昌黎”，昌黎是他的郡望；曾国藩称
“曾湘乡”，康有为称“康南海”、“南海先生”⋯⋯　　到了“五四”一代，仍然看重“籍”，但
真正的原籍已经很难追寻。
梁实秋的祖先本在河北，但祖父在杭州居住期间父亲为科考而落籍为浙江钱塘，他自己则生在北京。
到报考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时，因为招生名额是按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比例分配的，他要在
直隶考试，就必须到京兆大兴县署办理入籍手续。
当时的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他家位于东城根老君堂，是大兴人，即北京人。
从此，梁实秋就把自己的出生地和籍贯合并在一起了。
而鲁迅呢，由于“女师大事件”与人交恶，被指责为属于在北京教育界的“某籍某系”，这是一种暗
示，像是明地里打不过就挖人家的阴私似的。
于是，鲁迅愤而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籍”和“系”》，挑明自己浙江绍兴的“籍”别和北京
大学国文系讲师的“系”别。
“籍”之重要性，我们只需要看看鲁迅、梁实秋的创作与绍兴、北京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籍”是他们度过幼年、少年时光的地方。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意味着他的儿时记忆库存，他的灵感所在，他全部写作的最初发源地，他了解
人类文化的一根连接母亲的脐带。
到了今天，随着社会的现代进程，人类的迁徙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频繁，文人的童年往往与“籍”无
关了。
而“出生地”维系着一个人的文化命脉，“出生地”渐渐有了代替“原籍”、“祖籍”之势。
　　“地域性”是指作家人品、文品中所显示的地方色彩。
闻一多较早地注意到文学的这种文化品性，他在1923年论述郭沫若时写过《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
不过细读他的文章，主旨是批评《女神》中“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的，实际上闻一多的“地方色彩
”一词在此处是充当“中国色彩”、“东方色彩”来使用的，与现在一般地用在“中国”以下的“地
域”层次又有差别。
　　重要的是，“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
比如，同是漳州籍的作家，许地山小说散文的地域性要比林语堂小说散文的地域性强得多。
许地山的小说集《缀网劳珠》、《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等，其中的作品被公认为深具异
域情调与神秘色彩。
这种情调色彩是东南亚一带（缅甸、印度）的佛教文化、闽粤交界处（包括台南）的风土人情习俗的
交相融和，这不仅仅是漳州，但却处处包含着漳州的风味。
而林语堂虽然自述说“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如梦／为学养性全在兹”，将
家乡的根与个人的性情、学问、写作均联系在一起，这些闽南情结，可能作为精神滋养都深层地熔化
进他的中西文化知识结构和苍蝇之微宇宙之大的文章里去，但在他的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
中，在他早期成名的杂文、散文写作中，并无鲜明的表现。
　　再用一向以地域色彩著称的四川作家为例，写《死水微澜》、《大波》的李劫人和写《淘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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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香居茶馆里》的沙汀，地域性就非常强烈。
李劫人对成都及成都附近乡镇异常熟悉，他的笔记里有对成都上百年哪个哪个年代青菜、萝卜、猪肉
多少钱一斤的详细记载。
沙汀通过他的舅父了解川北的袍哥帮会、茶馆市镇，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躲避抓捕甚至全家在故
乡安县的大山里隐藏多年。
可同样是成都附近（新繁）出生的艾芜，他小说的地域性色彩就大不如前两位。
其代表作《南行记》里的漂泊生活是从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一路的西南边陲风光，长篇《百炼成钢》
是写东北鞍山工业基地的。
但艾芜的地域性即便稍稍弱化，还是比巴金要鲜明。
艾芜的某些短篇，尤其是抗战期问写的长篇小说《故乡》纯粹是四川风格，而巴金有名的小说《灭亡
》和《雾》、《雨》、《电》（《爱情的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团圆》（改编成电影《
英雄儿女》），还有大部分散文，都不是写四川的事情。
《家》和《寒夜》虽置于四川封闭的环境下，但作者却无心突出地域色彩，所以研究这两部名著的成
果虽可车载斗量，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的地方文化性。
对于巴金来说，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显然比一地的自然风俗环境更能惹动他的注目及描写的兴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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