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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决定论者常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中的现象，认为地理环境左右着人类社会进步
。
他们主张不同地区地理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起决定性作用
，认为自然气候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作用。
这种观点当然失之偏颇，但也说明对地理要素的关注与地方文化、文学研究之间的重要联系。
社会发展阶段越低级，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
在低级状态的社会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地形的隔绝常常造成迥异的风俗。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的文化风习，给各地诗人作品抹上
了浓厚的地方特色，正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②。
先秦的《诗经》、《楚辞》就有鲜明的南北特色，而后的汉赋、南北朝民歌，亦无不具有浓厚的地域
色彩。
地域文化的濡染，使各地诗歌呈现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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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地域文化角度对唐末五代江南西道的诗歌及其诗人作综合研究，认为随着南方经济不断发展，
南北交流日渐加快，江南西道地区的文化、诗歌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其深刻背景和复杂的过程，
值得深入探讨，著名诗人如许棠、张乔、郑谷、杜荀鹤等，对宋诗起了很大的影响，宋代江南西路的
一些大家如庐陵的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抚州晏殊、王安石，南丰曾巩，金溪陆九韶、陆九渊等，
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成为“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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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禅宗讲“不立文字”，但关于禅师上堂开示的记载颇多，其中不乏唐末五代江南西道地区诗人、
诗僧和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宝贵资料，可以为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研究提供参考。
当代学者将禅宗与诗歌联系起来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
张伯伟先生对唐代诗格中的概念“门”、“体势”、“物象”与佛教关系的论证①，就是一个显例。
贯休、齐己诗中的论诗之句多将参禅与作诗并提。
若研究诗、禅关系，齐己的诗决不可等闲视之。
齐己参编《风骚旨格》，撰《玄机分别要览》②。
他与郑谷、孙鲂交游颇多，又是沩仰宗门人，在僧俗两界的联结作用非常大，在诗歌批评史上的地位
亦非等闲。
较之进士诗人，诗僧身上的经济压力和世俗影响比较小，对诗歌的喜爱也更出于自然，往往有时间和
精力探讨其理论问题。
所以现在文学史上关于“一字师”故事的版本，大都与齐己、贯休等僧人有关，而王贞白、郑谷等也
参与其中。
这种问题既关涉佛教，又与江南西道的文化发展相关，应当为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
后世佛教界对他们的资料也保存得相对完好。
所以现存的僧诗、诗格和佛典，可以为唐代诗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很大的帮助。
故本书虽然着力于世俗诗歌的探讨，对这里的方外诗人也应该非常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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