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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形态的 “文学地图”

萌芽于远古时代的地理想

象———人类在文字发明之前， 主要

是通过简单的图画或实物图形作为

描述环境的工具。 （代表： 《山海

经》）

有学者指出， 《山海经》 的母

本可能有图， 它 （或其中一些主要

部分） 是一部据图为文 （先有图后

有文） 的书。 尽管学界对此存在争

议， 但至迟在东晋时代尚有 《山海

经图》 流传于世， 陶渊明 《读 〈山

海经〉》 十三首》 其一 “泛览周王

传， 流观山海图” 可证。 《山海

经》 的 “图” “文” 合体， 实际上

可视为原始的文学地图。

● 附属形态的文学地图
在这一阶段 ， 无论是中国

“图” “书” 合一的 “配图” 方式，

还是西方作为小说的插图， 此时的

“文学地图” 仍然是文学的附属品。

（代表： “十五国风地理之图”、

“地狱意象图”）

汉代以降， 《诗经》 及其他一

些文学题材陆续走进绘画领域， 如

东汉刘褒 “云汉图” “北风图”，

到东晋史道硕 “蜀都赋图”、 戴逵

“南都赋图”， 南朝宋时史敬文 “张

平子西京赋图”， 唐代著名的王维

“辋川图” 等。 但真正具有区别于

绘画的地图意识， 标志性事件是南

宋绍兴二十五年 （1155） 杨甲所绘

“十五国风地理之图” 的问世。 这

是专为 《诗经》 周南至风之十五国

风绘制的地理图。

在 “十五国风地理之图” 问世

三个多世纪之后， 西方开始出现小

说的地图插图， 早期的发轫之作如

1506年由意大利诗人兼评论家吉

罗拉莫·本尼维尼为但丁 《神曲》

添加的 “地狱意象图”。

● 独立形态的文学地图
19世纪流行起来的旅游指南

直接催生了文学地图， 作家的地

理游记地图和配合文学创作的自

绘地图也为其 “独立性” 作出了

巨大贡献。 (代表： “伦敦的文学

与历史地图”、 “巴比特地图”)

1899 年 ， 英国著名的托马

斯·库克父子旅游公司制作了一幅

名为 “伦敦的文学与历史地图”，

“文学地图” （Literary Map） 一

词开始得以在英语世界传播。

“巴比特地图” 由美国第一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

易斯为其获奖小说 《巴比特》 所

作。 1921年 7月 20日， 刘易斯妻

子格蕾丝给出版商写信， 强调她

丈夫在着手写作该书之前就已经

画好了一整套的小说发生的地点

“泽尼斯” 的城市地图， 包括城市

规模、 市中心办公大楼、 市近郊

别墅等等。 该地图对美国城市空

间生产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置换，

从中也可以看到空间区隔对城市

人所造成的戕害。

本土学界文学地图绘制的开

端之作是 1978年陈正祥所著 《诗

的地理》， 其中 “江南的开发与繁

荣 ” 一节附有 “唐代之诗人 ”

“宋代之诗人” “明代之诗人” 三

幅诗人地图。

相关链接

讲

文汇报： 文学界在讨论上海城

市空间的定位时， 有学者曾指出，

当今的上海正成为一个宏大的社会

叙事， 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梅新林： 的确， 从外部看来，

从历史的经验看来， 上海是气势宏

大的大都会， 是国际金融中心、 经

济中心； 但是从内部来看， 从现实

的弄堂来看， 从生活其间的一些作

家来看， 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对

于上海的理解， 往往是从自身的生

活经验和生命情感出发， 也就是所

谓的 “恋地情结”。 由此可见， 在

空间价值内化过程中 ， 内部与外

部、 历史与现实、 个体与群体对空

间认知的差异是潜在的， 也是必然

的， 任何被概念化的形象可能是对

真实的遮蔽， 至少没能反映完整的

现实。 诚如法国亨利·列斐伏尔在

其代表作 《空间的生产》 所批评的

那样， 空间绝非只是一个准备着被

“内容” 填充的 “容器”， 而是因为

人类的生命情感的投射与塑铸而具

有不同形态与意义。

文汇报： 在您看来， 本土文学

对于唤醒地方记忆、 塑造本土的文

化精神有着怎样的意义？

梅新林： 在我们的一生中， 有

许多空间意识存在于我们的大脑

中， 而文学的写作本身就是不断地

唤醒自身对空间的记忆， 将它不断

地美化和诗化。 这种个人的空间感

知和记忆有可能转化为历史的集体

记忆。 举个例子， 唐代白居易在出

任过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时， 写下

许多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江南的追忆

和留恋。 《忆江南》 其一： “江南

好 ， 风景就曾谙 ， 日出江花红胜

火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能不忆江

南？” 其二： “江南忆， 最忆是杭

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

潮头， 何日更重游？” 其三： “江

南忆， 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

叶 ， 吴娃双舞醉芙蓉 ， 早晚复相

逢？” 其中江花、 江水构成的江景，

山寺桂子、 群亭潮头构成的杭州，

吴酒一杯、 吴娃双舞构成的苏州，

成为江南抹不去的空间记忆。 这种

空间情感随后进入文化传统， 成为

集体记忆 ， 也塑造了今天我们对

“江南” 的印象。 所以， 城市的空

间情感并非自主生成的， 而是经过

文人们的书写、 历史叠加而成的一

种集体记忆所赋予的。 从 “情感”

进入 “意识”， 又由 “意识” 进入

“无意识”， 并由个体 “无意识” 进

入集体 “无意识”， 这种由 “空间

情感” 积淀而来的 “空间情结” 是

文学地理空间建构生生不息的精神

源泉之所在。

关于文学如何塑造本土的文化

精神， 还是以 “江南文化” 为例来

说明： 吴越后裔、 清代诗人龚自珍

诗词中反复出现 “剑—箫” 二元意

象组合 。 他于 《漫感 》 诗中吟咏

道： “绝域从军计惘然， 东南幽恨

满词笺。 一箫一剑平生意， 负尽狂

名十五年。” 其中， “剑” 喻抱负，

“箫 ” 喻诗魂 ； “剑 ” 喻狂放 ，

“箫” 喻缠绵； 与 “剑” 相联的是

壮烈、 阳刚、 豪放， 与 “箫” 相联

的是灵性、 阴柔、 婉约。 从春秋到

六朝时代， 江南文化发生了由武而

文、 由刚而柔的重大变化， 也就是

由 “剑” 到 “箫” 的历史性转型，

但发源于远古吴越本土文化的重剑

轻死、 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作为一

种精神基因与原型， 伴随着阖闾、

夫差 、 勾践 、 伍子胥 、 孙武 、 文

种、 范蠡、 西施、 专诸、 要离等历

史主角与故事， 依然代代相传， 未

尝中断 。 在近代古越绍兴 ， 蔡元

培、 章炳麟、 徐锡麟、 秋瑾等一批

光复会中坚组织秘密暗杀、 武装暴

动以及其他方式的反清斗争中 ，

同样可以隐约听到远古吴越尚武

精神的回响。 因此， 我把内 “剑”

外 “箫 ” 定义为江南文化精神的

共性特点。

文汇报： “文学地图” 的研究

也引发了一波 “文学旅游热”。 比

如， 浙江就在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和

钱塘江唐诗之路。 您如何看待这些

现象？

梅新林： 文学地图的起源与旅

游原本就是息息相关的。 历史上，

在文学地图从附属形态走向独立形

态的过程中， 盛行一时的旅行指南

是重要的催化剂。 在西方， 最早的

文学地图是作为小说的插图而出现

的， 比如丹尼尔·笛福在准备出版

第四版 《鲁滨逊漂流记》 （1719）

时， 将一张世界地图放置在卷首，

并亲自绘制了小说主人公的路线图

和沉船的地点。 后来， 为了满足有

文学品位的旅行者， 旅行指南中加

入了人文学典故———在 19 世纪的

伦敦， 如果手拿着一本旅行指南，

就能够找到不同的地点： 《大卫·

科波菲尔》 故事发生地点 （斯特兰

德大街）， 戈德史密斯创作 《威克

菲尔德的牧师》 的地方 （费达巷第

酒局法院 6 号）， 雪莱据说是遇到

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戈德温的

地方 （她母亲的坟墓也在那里， 老

圣潘克拉斯教堂） 等等， 这也就促

成了文学地图的兴起。 因此， 文学

地图原本就是为旅游而用的， 它能

唤起人们一种特殊的情感反应。 后

来， 才慢慢演变成我们学术意义上

的可视化、 动态化的文学地图。

今天兴起的 “文学旅游热 ”，

折射的其实也是人们对 “诗和远

方 ” 的追寻和向往 。 在文学地理

上， 我们常说有两种 “地理”， 一

种是我们所居住其中的生存空间，

如上海 、 深圳 ， 我把它们归纳为

“外在空间”； 另一种是文学作品中

的空间， 这种经过价值内化的地理

空间是一种缘于特定地域而又超越

其上、 具有精神原型与文化象征意

义的 “内在空间”。 比如 《红楼梦》

中一再重现的 “金陵” 意象， 南京

市本来是个外层空间， 但在曹雪芹

的笔下就变成了内在空间； 还有鲁

迅小说反复抒写的 “故乡” 情结，

同样是以绍兴为外部的地理依据。

因此， 我们今天说的 “跟着唐诗去

旅行”， 就是 “诗” 和 “远方” 的

相互融合， 从根本上来说， 这不仅

仅是一般地理意义上的观光游览之

旅， 更是一场内在于 “诗性地理”

的文化空间的精神探原之旅。

文汇报： 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地

理学的研究可以走出书斋， 产出经

济效益， 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

梅新林： 要让文学地图的研究

和 “文化旅游热” 结合起来， 一方

面， 我们要把文学的地图描绘好，

高度重视 “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与 “虚拟地理环境” （VGE） 等技

术手段， 让这个地图可视化、 动态

化， 比如目前我们在进行的 “浙江

唐诗地图” 和 “浙江宋词地图” 的

绘制工作。 另一方面， 我们更要把

文学中的 “内在空间” 解读好， 也

我把内 “剑 ” 外 “箫 ” 定义为江南文化精神的特点 ，

这是经过文人们的书写、 历史叠加而成的一种集体记忆

文学地图原本就是为旅游而用的， “文学旅游” 是一
场精神探原之旅

就是要把文学的故事讲好 ， 让它能

够唤醒人们的地方记忆和想象 。 在

经过历史沧桑的反复淘洗之后 ， 那

些丰富多彩 、 鲜活生动的文学时空

场景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 ， 我们的

研究就要力图将这些 “诗性 ” 的精

神空间复原 ， 将背后的人文精神形

象 、 全面地展示给大众 。 比如说

“岳阳楼”， 为什么它对于古人来说

是 “精神磁场 ” 的存在 ？ 北宋 ， 滕

宗谅贬岳州知府 ， 重修岳阳楼 ， 范

仲淹为作 《岳阳楼记》， 于是该地就

成为 “迁客骚人 ” 荟萃吟咏之所 。

这样， 解决了 “它在哪里”、 “它是

什么样的”、 “它意味着什么” 的文

学地理学回答后 ， 最后还要落实到

具体文学景观的设计和展示 ， 以呈

现给大众 。 我想 ， 文学地理学研究

要走出书斋 ， 为现实服务 ， 从这些

方面入手是大有可为的。

文学地图的演变

文学地图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是 1910 年 J.G.巴塞

洛缪所著 《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 的出版。 文学地图走过了

漫长的演变历程， 大致可分为三种历史形态

荩 “浙东唐诗之

路” 路线图

荨文学作品中

的空间， 是一种缘

于特定地域而又超

越其上、 具有精神

原型与文化象征意

义的 “内在空间”，

如 《红楼梦》 中的

“金陵 ” 意象 ， 鲁

迅小说反复抒写的

“故乡” 情结。

图为吴冠中笔
下的 “鲁迅故乡”

最近， 央视纪录片 《跟着唐诗去旅行》 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中， 映射着当下 “文学旅游” 的热度。 其实，

寄情于山水， 提笔为念， 落笔生情———人类与地理之间这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不仅催生了诗词歌赋， 还催生了
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 如果， 我们把目光从充满诗意的 “唐诗之路” 转到学林， 便能看到另一种风景———学术
之美。 近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 《文学地理学原理》 作者之一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梅新林， 请他谈谈文学作品如何
重构了外部的地理， 将它价值内化为人们潜意识里抹不去的空间记忆。

■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梅新林教授谈文学作品如何重构了外部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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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茶座

乡愁是什么？ 我们不妨从后印
象主义代表人物塞尚的绘画作品感
知大师的乡愁情感。

《圣维克多 山 》 （Montagne

Sainte-Victoire） 是塞尚的代表作 。

该油画创作于画家去世前的两年
（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山是
这幅作品中标志性的主题景观。 分
布在画面的上半部分视觉的中心 ，

占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以上。 画家
采用了绘画最经典的三角形构图 ，

进而来突显山的重要性。 这可以在
拉斐尔的 《圣母子 》 中找到原型 。

崇高的山峰是他心目当中最神圣的
归宿。 事实上圣维克多山是画家故
乡艾克斯地区的标志性景观， 地域
性文化景观的典型符号。 其次， 我
们在画中可以看得到收割完的麦地
以及一些蔬菜地， 位于画面的中部。

观者通过画面的场景可以联想到 ：

收割完的麦地， 土地、 露出的茬根
以及麦穗是黄色的； 而蔬菜地上的
各种植物呈现的是各种绿色。 最下
面的要素是法国普罗旺斯的乡村农
舍。 橘红色的坡屋顶， 黄色的墙体，

自由的布局， 洒落在乡野之中。

可见 ， 居住的家园-农舍 、 生
产的场所-田野、 自然的风景-山等
构成了这幅画的基本物象,也是艺
术家乡恋的重要载体。

事实上， 《圣维克多山》 是塞
尚以山为主题的 70 多幅系列绘画
中的最后一幅。 除了这张代表作品
《圣维克多山》 之外， 他在 1880 年
还画了一系列典型的家乡风景。 这
些作品有建筑、 村落、 通往村庄的
乡间小道、 自然景物等等。 这些画
呈现了他对家乡无意识的观察、 记
忆与想象。

正如塞尚曾说过， 要画出自然
的内在品格， 在画室里做不到， 要
学会观察。 这意味着艺术创作要观
察自己身边的生活空间和场所， 最
容易做到的就是关注自己的家乡 ，

自己熟悉的地方。

画家常借助色彩来表达自己的
情感， 尤其是后印象派， 借助于色
彩来表达场地风景， 用色彩处理画
面的空间感、 体积感与透视感， 倾
向于通过色和线的编排表达自己对
家乡的情感。

在这幅油画作品中， 整个画面
是蓝、 绿、 黄、 褐等多种色彩的连
绵起伏， 给人一种交响乐般的沉重
又不缺亮点。 这映射了塞尚当时对
于家乡的心情： 对家乡有失望有希
望， 有忧虑有忠爱， 非常复杂， 难
以以一种色调来再现 。 人到晚年 ，

对家乡的情感的确是悲喜交加， 各
种情感交织在一起。 不管怎样， 忧
愁深沉之间艺术家流露出绿色与金
黄色的希望！

画家对家乡的思念应该是深沉
而又神圣的。 它展现了画家对 “圣
维克多山” 的一种崇敬与美学思辨。

通过这幅作品 ， 大师在寻找自我,

寻找诗意栖居的原型,寻找一种乡
愁情感的归宿！

塞尚绘画中的乡愁

■陆邵明

正如塞尚曾说过 ， 要画

出自然的内在品格 ， 在画室

里做不到 ， 要学会观察 。 这

意味着艺术创作要观察自己

身边的生活空间和场所 ， 最

容易做到的就是关注自己的

家乡， 自己熟悉的地方。

文学中的江南， 抹不去的空间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