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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是荆楚文学的摇篮，、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 ．

国诗人的故里。以屈原为代表的一群诗人所创的“楚辞”，发展了

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形式、表现范围和表现方法。《诗经》与。楚

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方法的两大
，． 源头。 一 ·

．

，。楚辞”中的‘九歌》，是经屈原加工的楚地民间文学作品。它们

，．。 经晚清历中华民国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文坛亦多次出 ，

现创作的繁荣期，乃至影响全国。如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大办洋务
， 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初期，武汉解放

， 初期及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抗日
· 战争初期和武汉解放后的数年中，全国著名文学家、文学活动家、

文学批评家云集武汉，湖北一时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中心。鄂籍

▲ ． 和外籍采鄂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文学活动家和文学批评家在鄂

学批评与研究活动情况。不论本籍或外籍的作家、批评家，本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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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着重记述他们在湖北的文学活动，他们在湖北以外的文学活

动除与湖北文坛有直接关系者外，一般不属本志记述的范围。 ’

《文学志》跨越三个时代。。三个时代的社会性质不同，因而文；

学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文学志》分晚清、中华
‘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编，每编大体又分文学活动、文学社目、

作家作品三个部分。在“作家作品”这一部分内，列目的门类和 。

方法各编不尽相同。如晚清作家的作品，大都诗文合集，不便分 ，

开记述；同时，小说作品较少，戏曲文学几乎没有，难以立目，因

此，只能以作家为单位作综合性的介绍。到民国时期，小说、戏

剧有长足的发展，因而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民间文学

五种文体进行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不仅上述五种文 ’，

体的创作活动更加蓬勃地发展着，’而且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专著

硕果累累，影视文学作品也破天荒地诞生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这样，本志的第三编较之第二编多列了影视文学和文学评论 ·

与研究两项。 ‘ ’ 。
．． ，

： 《湖北省志·文艺》(下)下限按统一规定为1985年。只是少

数部分的记述下限有所延伸。如省属文学方面的一级学会、获得’

国家部级以上奖励的作品和有学术价值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专著。

这样做，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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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湖北是荆楚文学的发祥地，也是诗歌的故乡。俞樾曾云：“楚

实为诗之渊薮也。”(《湖北诗征传略·序》)《诗经》国风中的

《周南》、《召南》，多采自江汉之滨，“楚辞”乃湖北的特产，洋溢

着楚地的乡土气息。二者奠定了荆楚文学的坚实基础，形成了

“风”、“骚”传统。 ，

‘·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楚辞体的开创者和奠

。基人屈原，诞生于湖北，其政治活动和诗歌创作主要在郢都I(今

湖北江陵一带)。在屈原的培养与影响下，继起者有以宋玉为代表

的楚辞作家群。“风”i。骚”传统，泽被万世；屈原精神，激励后

人。秦代以降，代有名家，享有“惟楚有才”之美誉。晚清有些

湖北作家、文学活动家，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并教育后人．。搜罗先

贤之遗著，汇为一省之丛编”，使读后“知吾鄂数千年之灏气英光，

流风余韵”，从而产生“爱乡合群之念”(卢靖《湖北先正遗书·

自序》)，编辑了不少湖北历代诗文作家及其作品丛书。其较著者

有卢靖纂辑的《四库湖北先正遗书存目》、《湖北先正遗书》；丁宿

章编著的《湖北诗征传略》；甘鹏云主修的《湖北文征》；王葆心

编的《湖北诗征长编》等。仅《湖北诗征传略》一书就选人从西

周至晚清的湖北作家2 218名，湖北文学人才之盛，于此可见。从

屈、宋以后至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唐、明两代的湖北作家

贡献尤多，在唐代群星灿烂的诗人和有巨大影响的诗歌流派中，有
‘

1



开创边塞诗派而与高适齐名的江陵诗人岑参，有开创山水诗派而

‘与王维齐名的襄阳诗人孟浩然，有力挽晚唐诗歌衰歇局面的襄阳

诗人皮日休。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大诗家。明代，文学流派林立。公

安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是散文高手。他们以其

创作实绩和进步的文学主张，形成了很有影响的“公安派”，与此

同时，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与之呼应，形成了“竟陵派”。在明代

的文学流派中，基本上可以分为复古与反复古两大行列，而“公
’

安”、“竟陵”两派正汇合在反复古的进步文学思潮之中。
， 湖北历代的文学名家，儒林翰苑，诗赋文词，乃至流派思潮，

。 小说戏曲，不仅卢靖、丁宿章、甘鹏云?’王葆心等作了系统的搜

集、整理和编著，即使全国性的史志、文集，亦载之颇详。在中

国文学史上，湖北籍作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惟值得鄂人

自豪，而他们的“灏气英光”，更有待鄂人来发扬光大。
’

本志所叙述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湖

北文坛。历晚清、中华民国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的社
。

会性质不同，政治风云多变，是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日新月异

．的大变革的时代。
‘

·i-
‘”

’，．，

‘

‘! 文学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受时代政治风云的推动与制约，

而本志所涉及时代的湖北文坛，，尤为明显。．
‘

湖北位于祖国的腹地，省会武汉是“九省通衢”，其政治、经
‘ 济、军事和文学活动与全国息息相关，曾数度成为全国政治活动

的中心。鄂籍和外籍知名作家多次汇集于武汉，形成湖北文坛的

繁荣期和全国文学活动的中心。． ．，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社会。进步的人们，不甘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有的奋

起抗争，有的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纷然

杂呈。因此，晚清时代又是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时代。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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