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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物候与文学》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气候、物候与文学 ——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一书主要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气候、物候通过
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二是气候、物候主要影响文学的哪些方面？根据这一思路，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讨论气候、物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地理分布、气质与风格以及灵感触发机制的影响。下篇
则讨论气候、物候对文学作品的主题、作品中人物的心情、性格与命运以及作品的内部景观的影响。
此外，为了使全书论证更为充分，作者绘制了诸如《中国历代文学家之气候带分布图》《气候、物候
、气质、文学家生命意识与文学作品风格之关系示意图》等多达22张图表。并且引用了古今诗词歌赋
多首。
--------------------------
编辑推荐：
★曾大兴教授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三十多年，出版文学地理学研究专著
多部，如：《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
印书馆2013年出版）等。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是他又一部专门研究
文学地理学的力作。作者从文化地理视角入手，力图解开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异之谜，重建文学与自然
的联系。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项目，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深入剖析了地理因素对文学家影响的内
在奥秘，重新发现了气候、物候对生命意识的激发等“感时”现象。
-----------------------------
名家推荐：
文学地理学是当下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领域，在这个跨学科领域，人们已将视线从传统的文本研究，转
移到了对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转移无疑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地理环境大致包括
水文、气候、生物、灾害以及地貌等多个方面。在这诸多方面，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似乎更为重要。
可以这样认为，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从这个层面审视，《
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当是一部系统、全面破解这一基本问题的著作，而
从目前学术界来看，这也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气候、物候与文学之关系的著作。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夏汉宁
本书作者有强烈的理论建构目的，他努力想使“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由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变成为
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可持续研究的重要命题。《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
为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研究。同时，作者试图提出和阐释气候、物候影响文
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六个方面，无疑丰富了“气候影响文学”这一学术命题的内涵，并拓展了它的外延
。另外，附录中有关岭南文学与气候、物候之关系的研究具有独特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三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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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大兴，1958年生，湖北赤壁人，文学博士。现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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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论述比较啰嗦，而且不够深入。附录中讨论岭南文学的部分倒还好点。7分。
2、《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一书主要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气候、物候
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二是气候、物候主要影响文学的哪些方面？根据这一思路，全书分为上下
两篇，上篇讨论气候、物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地理分布、气质与风格以及灵感触发机制的影响。
下篇则讨论气候、物候对文学作品的主题、作品中人物的心情、性格与命运以及作品的内部景观的影
响。
此外，为了使全书论证更为充分，作者绘制了诸如《中国历代文学家之气候带分布图》《气候、物候
、气质、文学家生命意识与文学作品风格之关系示意图》等多达22张图表。并且引用了古今诗词歌赋
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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