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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前言

　　这是一本有特色的论著。　　作者董正宇，湖南籍博士生。其妻是专攻语言学的青年学者。这些
文化背景赋予他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智慧和灵气。因此，他巧妙地把文学和语言研究糅合起来，运
用边缘批评，拓展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得到一些专家的首肯。从现在博士生撰写博士论文的现状来
看，很多人在选题上显得非常被动，现当代文学充其量只有百余年历史，许多矿藏却被人过度开采，
因此在他人已过度开采的矿山里采矿，常常是事倍功半。董正宇正是在选题上显示了他棋高一着。我
非常赞赏他的创意，并且鼓励他把这一论题研究下去。　　从中国文坛来说，运用方言写作，或在作
品中大量运用方言，不是湘籍作家特有的现象。比如《九尾龟》里的妓女对白就是用的吴方言。但湘
籍作家对方言的重视以及运用，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如沈从文在作品中运用方言为文学史提供了
具有实践意义的恒定的审美价值。而且湘籍作家运用方言创作多姿多彩，颇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这一
切使得这本论著具有较大的学术含量。　　作家运用方言写作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倘若一部（篇
）文学作品全部用方言写成，肯定要影响读者的阅读情绪，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文学
作品难以受到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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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内容概要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对现代湘籍作家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具体表现，使用方言的形式等进
行了比较细致的陈示和分析，并由此阐述了这些作家与地域的根性联系和地域文化特色，对揭示湘籍
作家创作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具有推动作用。

Page 3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作者简介

　　董正宇（1971-），男，湖南衡东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文学与语
言学跨学科研究。参与完成多项国家、省级科研项目研究，现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成果评审
委员会项目各1项。近3年，在《中国文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获得市社科优秀成果
奖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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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 选题缘起：汉语现代性进程中方言生态危机的产生二 现象综述：现代汉语文学中泛方言写作
观念与实践三 研究趋势：泛方言写作现象的研究及其意义上编 综合论第一章 自发、自觉与自由——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类型论第一节 自发状态下的方言口语运用第二节 自觉意识下的泛方言写作
第三节 方言话语的自由自在言说第二章 方言情结、楚辞传统与边缘策略——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
作动因论第一节 源自根性的母语方言情结第二节 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第三节 自居边缘的文化策
略第三章 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形式论第一节 方言话语的原生态出场第
二节 方言话语的间接性再现第三节 方言成为文本表现对象第四章 方言审美与言语效用——现代湘籍
作家泛方言写作价值论第一节 凸显湘楚语音形象第二节 描摹湘地人物神形第三节 揭示湘楚文化神髓
下编 作家论第五章 语言视域中的“湘西世界”——沈从文论第一节 湘西口语：沈从文创作的语言基
石第二节 乡言村语中的“湘西世界”——《萧萧》文本调查第三节 语言资源的整合和自由境界的抵
达——论《边城》第六章 主流话语缝隙中民问话语的再现——周立波论第一节 语言原乡的不懈努力
——周立波语言自我的确立第二节 大众文学时代的方言书写——论《暴风骤雨》第三节 母语方言的
自觉书写一一析《山乡巨变》第七章 文化寻根中语言路向的拓展——韩少功论第一节 语言寻根中泛
方言写作新路向的探求第二节 泛方言写作的新收获——评《马桥词典》第八章 泛方言写作的多向度
拓展——彭家煌、古华、何顿合论第一节 开创之功与白玉微瑕论彭家煌《怂恿》第二节 传统的承续
与超越——评古华《芙蓉镇》第三节 粗痞话语的价值与局限——以何顿《我们像野兽》为例结语附论
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整合的三条路向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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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发、自觉与自由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类型论　　作为一个地域性的作家群
体，现代湘籍作家的聚合并不紧密，他们没有结成一个团体，也没有发表过共同的宣言以显示创作上
的共同追求。相反，每位作家的个性气质、文学素养和艺术追求都不同，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五彩缤
纷的表现形态。然而，出于对乡土家园的情感依恋和精神家园的理性追求，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
等现代湘籍作家把方言口语作为他们创造的重要的话语源泉，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边城》
、《山乡巨变》、《马桥词典》等一批经典文本，他们笔下共有的三湘四水地理环境和一脉相承的湘
楚文化，尤其是那些梦魂缠绕、耳熟能详的湘言湘韵，使他们有了共通的文学血脉。可以说，在20世
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湘籍作家正是以鲜明的泛方言写作倾向“从边城走向世界”，打造出一个
全新的“文学湘军”形象。本章结合不同的时代文化语境①，根据现代湘籍作家文学观念（语言观念
）、创作追求、审美取向的同与异，把他们的泛方言写作划分为自发、自觉、自由三种类型进行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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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提出的“泛方言写作”概念，的确是一个新的课题。用此来分析湘籍作家的创作特点应该是
第一篇（是指系统地阐释）。其价值层面的归纳和三种类型的总结，是此文写作的亮点。　　——丁
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提出“泛方言写作”的概念，找到了准确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的新途径，对于语言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学术影响。　　——刘锋杰（苏州
大学文学院教授）　　该论文对现代湘籍作家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具体表现、使用方言的形式等
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陈示和分析，并由此阐述了这些作家与地域的根性联系和地域文化特色，对揭示湘
籍作家创作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具有推动作用。　　——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该
论文从“泛方言”的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现象，即把特定地域的语言中语音、语调、语气、语
法等作为“方言”的表现，拓宽了“方言”的含义，也拓宽了从“方言”角度观察文学创作的视野。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此选题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选
例确当，对周立波从东北方言到湘中方言的转变尤见深度。结合文本，寻根溯源，贯通了大量的文学
现象，富于系统性和学理性。　　——吴功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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