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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域文学研究，作为侧重从地域文化视野中透视特定地域文学的独特质地、品格和独创性成就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诚如严家炎先生所言：“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
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
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
”①在地域文学视阈内，由两浙文化传统孕育的“两浙文学”，应是中国各地域文学中最富有生气的
部分之一。
它历史积淀深厚，人才辈出，尤其在近现代获得快速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由是，探讨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此总结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
　　审视“两浙”和“两浙文学”的概念形成，从地理学、行政区划、区域社会学等诸多层面考量，
它经由历史的沿革而生成，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
所谓两浙，通常是指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隔成两块：江之东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
称“两浙”。
历史形成的“两浙”概念，起源颇早，唐代就置“两浙道”，宋时改称“两浙路”，可见“浙江”之
称谓早就置于典籍，说明它在中国的省域建制中是渊源颇久的。
不过那时的两浙地域，范围较广，相当于今日的“小江南”之说。
唐时的“两浙道”，浙江东道领有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浙江西道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长
江以南、安徽茅上以东、浙江新安江以北地区，①它虽然囊括了浙江全境，但毕竟有较大的区域延伸
。
基于如此区域划定，历史上的“两浙文化”和“两浙文学”，应是包括今浙江、上海、苏南、皖南等
地的区域文化和文学，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江南”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区域的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复杂构成，对后世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其文化／文学的多样形
态（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浙东文学和浙西文学），历来是我国传统文化／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构成。
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研究“两浙文学”，在相当程度上便是研究“江南文学”，产生在以浙江为主
要地域的“两浙文学”也便有了视野更开阔、内涵更深广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当然，历史上所说的“两浙”地域和“两浙文学”，也并非全是“小江南”意义上的，也应有浙
江自身的特指性。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浙江独立建省，“两浙”之称单指浙江一地的意义逐渐趋于明晰，“两浙文学
”也就有了浙江自身的独特内涵。
浙江以省建制，始于元明之际，那时的“两浙”称谓，也就不再有涵盖“小江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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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茅盾领衔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群，阵容壮观、成就卓著。
这个群体大都是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或某种文学体裁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正是他们引领
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创造了辉煌业绩，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辉煌“浙军”的历史聚合：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整体透视》论述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侧重在对群体的
细部描述，即展示在中国新文学背景下形成的七个作家群：浙东乡土作家群、“湖畔”诗人群、“白
马湖”作家群、“语丝”作家群、浙东左翼作家群、“现代”作家群、战时浙江作家群。
对每个作家群的论述，大都叙述其生成背景、成员构成、思想与创作倾向、文学创作的独特成就及其
为中国新文学提供的独到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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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群体的形成，是一定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又因群体合力的形成对特定文学思潮起重
大推动作用，乃至影响整体文学格局的建构。
浙江作家群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融通世界文化新潮的现代观念，总是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
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思潮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证明。
翻阅一部新文学史，不难看到：辉煌“浙军”集结的各个文学创作群体所显示的勇于开创、推进新兴
文学思潮的精神，是贯穿在中国新文学全程之中的，它始自五四，各个群体的创作无不是五四精神的
典型体现者；它在三四十年代依然得到延伸：浙东左翼作家群和《现代》作家群的出现，分别从左翼
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两股不同文学思潮中引领文学新潮，战时浙江作家群又在战时东南文艺运动中取
得引领地位，从中显示的恰恰是“浙军”对中国新文学多元发展趋向的探寻。
文学群体形成于文学活动的群体性展开，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作家共同创作取向，由此形成带有流派
性的创作现象。
浙江作家群中出现多个具有流派特征的文学群体，大大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多元发展趋势，为中国新
文学新格局的建构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种充满生机的文学新局面的形成，当然是由众多新文学作家合力造就的，而那些勇立潮头敢为天下
先的开拓者、建设者所起的作用尤其功不可没。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庞大及其多种成分构成，使其有可能在多种文学思潮形成中参与其间并取得领
衔地位，从而为中国新文学新格局的建构作出别人无可取代的贡献。
　　正是基于上述新文学作家群体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基于浙江作家群在参与中国新文学史建设中提
供的独到经验，便为我们较为系统梳理、整合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并对其作出深层意义的探究提供了可
能。
本书探讨辉煌“浙军”的集结所显示的群体性意义，集中围绕当时形成的几个主要作家群体展开的，
这些群体包括：浙东乡土作家群、“白马湖”作家群、“湖畔”诗人群、“语丝”作家群、浙东左翼
作家群、《现代》作家群和战时浙江作家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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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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