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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现当代文学对江西地域文化具有反作用力，文学创作状况

影响着江西地域文化在公众视野中的凸显与模糊。收集文化作品，加大文学宣传，编辑地域文化课程，鼓励当代江

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利于提高江西地域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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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深刻地影响文学，不同的区域会呈献不同的文学风貌，这已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共识。然而，文学对文化的反作用

力，论及者寥寥。实际上，区域文学作品记录地域文化，同时也丰富着地域文化，对地域文化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好的文

学作品和文学宣传，可使外界了解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人情世故、人文地理风貌，从而提升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作为江西地区

的文化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建设地方文化、讲好“江西故事”做出自己的努力。文学创作的丰盛可以提升区域文化的影响

力，反之文学创作的寥落也会形成区域文化在大众视线中的模糊，减少地域在全国的影响力。一般说来，地域文学越发达，地

域文化越显明，地域文学越落后，地域文化越模糊。江冰在《论赣文化特征的模糊与凸现》中谈道：“地域文化的积淀发展以及

主流特征的形成与它的不断被‘描述’有关”，文学的“描述”对地域文化的显现有重要作用。“作家的名字已经深深地镶嵌在

区域文化版图之上”。沈从文以其湘西背景的独特创作扛起了湘西文化的大旗，并创造了当代湖南凤凰旅游的奇迹。人们通过沈

从文的作品对湖南湘西有了深刻的了解；有了茅盾和他的作品，人们了解了乌镇；有了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人们了解了绍兴；

有了老舍的《茶馆》，人们了解了北京的四合院文化。这一些地方作家，立足本土，写出大量的极具地域特色的作品。他们的文

学创作不仅丰富了地域文学，而且大大凸显了地域文化，扩大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力。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赣地从来不缺少名人和佳作，但是近年来，以赣地为背景的现代文学创作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这一

点，影响着江西地域文化视像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纪，“赣文化”几经提

出与讨论。有人提出赣文化特征不明显，区域文化影响力有限等等。那么除了从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原因来探讨和宣传“赣

文化”，亦可从现代文学的创作的角度谈谈赣文化的凸显与模糊。建设具有赣文化特色的文学艺术，将江西地区的文化建设纳入

大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之中去，这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现有条件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收集整理相关的文化作品 

类似有的地区编写《子藏》，我们可编写“江西作家作品目录大全”。除却山水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较大之外，江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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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总体影响力较小。江西文化与现代文学互动较之荆楚、巴蜀、海派、京派文化较之并不强势。近现代江西缺乏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本土作家，以赣地为背景的现代文学创作数量有限，缺乏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江西文学史》中提到的江西

籍现代作家邹韬奋、朱企霞、夏征农、熊佛西、芦甸、白采、罗黑芷等，多在外乡发展，他们因籍贯编入了江西地域文学史，

但他们的文学创作或显示共性文化，或以异乡为背景，江西地域文化特征淡薄。总体上，江西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的记录是不

明显的，从而使赣文化的影响力有限。但是，江西近现代并不缺少文化大家，只要我们改变观念，就会发现，江西其实是有可

以载入经典的作品。例如：同林语堂一样，以英语写作在西方文学界立足的熊式一，他以江西为创作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天

桥》；旧体诗的代表人物陈三立的作品；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同时是科学家和诗人的胡先骕的作品；作为革命家新闻出版家的邹

韬奋等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应该是第一流的，放在什么地区都毫不逊色。我们应该花大力气整理这些作品。有了一个整体规

划,我们就可以进行分类开展。 

江西山水文化的文学作品历来发达，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欧阳修都记录了丰庐陵山水，留下壮丽的诗文，中国

现代文学继承了这一特点，以赣地为背景山水作品依然强势，陈三立、胡适、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文学创作与江西山水密不

可分，凸显并丰富了江西山水文化。江西红色文化在现代得以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紧密相连，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革

命斗争，苏区红色政权，此背景下汇聚了大量作家创作。毛泽东井冈山革命斗争诗词，郭沫若记录的南昌起义，茅盾在大革命

斗争中的迷惑与彷徨，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文学运动，形成了红色文学的热潮，与其他因素结合，打造出江西红色文化。

我们可以对这些不同体裁和特点的文学作品进行整理、研究、出版。 

二、投入人力物力对作品进行研究宣传 

对江西历史上一些名人的作品（不仅仅是现代文学作品），我们除了收集以外，更重要的是进行作品解读，人物介绍。上面

提到的陈三立、邹韬奋、胡先骕等人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江西人乃至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陈在抗战时期，

绝食而死，胡为科学救国奋斗了一辈子，邹更是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创导的“三联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文化界的骄傲。因

为历史原因，现在年轻一代对这些作品可能有些隔膜了，或者不了解这些家乡前贤，这就需要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

编写有江西特色的文化读本、诗词选本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一个系列，是以古城命名的诗词选本，

如《西湖诗词》《苏州诗词》《扬州诗词》《无锡诗词》等，选取历代诗人吟咏当地名胜古迹的作品。我们也可以效仿这个办法，

编写《庐山诗词》《南昌诗词》《井冈山诗词》等小册子。通过宣传，将江西的地方文化介绍给年轻一代，同时又可以推向外界。 

我们甚至还可以引进海外力量包括经济文化力量进行这个文化建设。我们需要有世界的眼光，对旅居海外的人来说，家乡

的文化是有亲和力的。为什么福建、广东地区有那么多华侨回来？就是他们在宣传这方面做得好。 

三、编辑相关的杂志 

除了整理出版江西文化作品以外，向外界讲好“江西故事”，最好的办法是编辑简洁明了的杂志，系统地介绍江西文化。宋

代以来，赣文化中有景德镇为代表的文化，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现代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也有涉及。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

视野，对自己地区特有的文化进行宣传，启功先生曾经批评有些书法家自己没有能力专门推崇别人，叫作：“身无半分钱，口数

他人宝”。我们不能“家有传家宝，徒羡他人好”。我们应该把自己的长处展示出来。美国人只有两百多年历史，他们也在宣传

自己光辉的历史，何况我们有上千年的历史。 

四、为各级学校编写校本课程 

一个省市是否能够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地区，关键在于那个城市的年轻一代。所以，宣传介绍我们自己的地域文化，还应

该向各级各类学校渗透。我们的未来在青少年，江西的发展离不开青少年，如何对青少年进行爱国、爱家乡教育？地域文化是

最好的教材，尤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出了不少名人的地方。这一点我们江西有独特的优势。既有历史文化



名城。又有历史文化名人，还有已经走向世界的文学作品。以江西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为例，他是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文化人坚持

独立自主研究学术之精神的典范，但是不是每一个江西的大学生都知道他？所以，我们应该通过编写校本教材的方法，宣扬与

提升赣文化。 

文学是传播和记录文化的重要媒介，江西本土作家不仅要繁荣江西文学创作，更要具备文学自学和文化自觉，创作出具有

江西地域风格、江西气派的文学作品。因为如果没有创作，那么地域文化的资源就有可能被浪费。文化应该如大海有容纳一切

的海量，同时又要如长江，要有后浪推前浪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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