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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的地域性，已为人们普遍重视，近年来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地方文学的研究，以及地方文学
史的出现，即是证明。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民族文化最为直接、最为生动的反映。
因此，文化的地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
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先秦时期，秦汉统一之后，统一的中华文化逐渐形成，地域文化的界限
亦渐趋消泯，其独立形态已不复存在。
但是，以儒为宗，兼容道、法、阴阳的汉文化，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主体是先秦的齐鲁文化，在其形
成的山东地区的影响长期存在，是极其自然的.事。
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于某一地域的文化，已渗透到该地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其绵延期间
形成某些传统，浸渍而形成当地的风俗习惯，尤其是浸渍和沉淀在生活习俗和心灵深处的文化精神，
仍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生活在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乃至人生价值取
向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般说来，这种影响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民间习俗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
民间习俗是社会性的，其影响较为普遍，它主要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而文化教育则
涉及人们的精神、心理方面，其内容和方式常常是个人气质、人格精神形成的直接因素。
因此，接受教育者，亦即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说，便成为这类文化的传承与体现者。
由此而言，出生和生活在齐鲁故地的诗文作家，他们先天禀受及其后天所受教育，耳濡目染的当地风
习及其父母体现其文化价值观念的言行举止，都在齐鲁文化的氛围之中，其创作活动及其作品与齐鲁
文化的关系自然密不可分。
因此，我们编撰《山东文学史》，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文学生成及其发展，对文学研究也便有了特
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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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文学方面，则表现为对我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形成、对我国历代文学家人格精神的塑造，以及对
我国文学艺术精神的培育的重要影响。
　　孔子关于文学艺术的言论，主要见于《论语》。
他所谓“文”与后世的“文章”、“文学”的概念并不一致，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学术的总称。
这并不妨碍人们从文学角度去理解和认识。
在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中，“文”是从属于“行、忠、信”等行为道德规范的。
他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①孔子首先强调“行”，重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合乎道德的表现，然后才可学“文”。
孔子这一思想，对后世重视作家个体人格以及思想品德的修养，曾产生积极影响。
　　孔子论文，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强调诗文为礼教政治服务。
譬如《诗经》本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孔子却把它看做进行礼乐教育的教科书，要求弟子着眼于《诗经
》的政治效用。
他认为学《诗》可以提高个人品德修养，是其从事政治活动的依据。
他说，学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②，“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③他认为诗与礼乐的关系不可分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④孔子重视文道关系的思想，成为后世批判和抵制形式主义文风的思想武器，而也因过分强调文学
与政治的关系而忽略文艺本身的特征与规律，产生消极影响。
　　孔子论文，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⑤所谓“兴”，是指文学的联想能力和感染力量；“观”，是观察社会，亦即认识社会的作用；“
群”，即群居切磋，互相砥砺，是互相感发、互相影响的作用；“怨”为怨刺时政，即对现行政治得
失有限度的批评。
在孔子看来，诗的这些作用，都与“仁”、“礼”不可分割，但却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其社会功
用，使后世文学理论家和关心现实的作家反对文艺脱离现宴.反对诗文缺乏社会内容.其影响基本卜县
积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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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生和生活在齐鲁故地的诗文作家，他们先天禀受及其后天所受教育，耳濡目染的当地风习及其父母
体现其文化价值观念的言行举止，都在齐鲁文化的氛围之中，其创作活动及其作品与齐鲁文化的关系
自然密不可分。
因此，我们编撰《山东文学史》，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文学生成及其发展，对文学研究也便有了特
殊意义。
本书由李伯齐、王勇、徐文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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