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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湖北是楚文化，局发祥地，也是中国文学支土第一个伟大的浪

漫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乡。湖北文学常常领异标新，带动或促进着整

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本书从上古至现代的浩如烟海的支择中，清理

出湖北文学发革的历史线索，率统地介绍丁各个房支时期湖北作

家的文学活动及其所取得均文学或就，全面展示丁湖北文学对中

国文学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对于人们丁辉湖北文学的历史，认

识湖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继承和发扬湖北文学

的统良传统，促进湖花新文学的繁荣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尾。全书

资料翔实，论述精主，线索清晰，语言流畅，适合于大专院校坪生、
文史研究工作者和社会一般读者。



自 录 .1. 

吕录

绪论……………………... ••• •.• ••• ....…….. ••• ••• ••• ...…(1) 

第一缅 上言文学

摄说... ••• ••• ...…………………………... ...……... ••• ...…(12) 

第一章踊楚精神…... ...…... ...……………"…·…………(19) 

第一节楚文化的杰出成就……"……·………... ...……(19) 

第二节辈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 (21) 

第三节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 ••• ••• ~...….. (23) 

第四节念祖忠君的爱国精神…... ...…... ...…………… (27) 

第五节信神近鬼的攘漫精神…... ...…... ••• ••• ...……… (29) 

第六节烛器洞幽的探索精神……... ...………... ••• ••• ••• (32) 

第二章神话传说... ••• ...…………... ••• ••• ••• ••• ...…... ••• ••• (36) 

第一节湖北神话传说典籍……………... ...…………… (36) 

第二节 ~J世神话传说………………………......………付的

第三节祖先神活传说... ...……... ••• ••• ...……………… (43) 

第四节英雄神话传说……... ••• ...…………... ...……… (47) 

第三章二甫诗始……... ...…... ••• ••• ••• ••• ••• ...…... ...…… (53) 

第一节楚风与二南……... ...………... ...…………"…. (53) 

第二节二离能患想内容……………... ••• ...……... ...… (56) 

第三节 二离幸亏艺术经验……………... ••• ...…………… (61) 

第四节二离之后的楚歌…... ...………………... ...…… (65) 

第四章庄子与楚文……………"…·…... ...……………… (6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2 • 湖北文学史

第一节楚文鸟撒

第二节历史散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73) 

(80) 

(86) 

(96) 

(96) 

第三节

第四节

老子... • 

崖子…... ••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屈原与楚辞…………... ..., 

屈原的生平及其0J作... • 

理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100) 

屈原的文学地位和影响... .•• ...…... ...…………(108) 

宋玉和其他楚辞作家…... ••. ...……….. ....….. (112) 

第二编 申吉文学

模说………………………………... ...………... ...………(122) 

第六章楚声兴隆"…·…... ...……………... ...…... ...……(129) 

第一节仅代文化的基本特征……"…·…………………(129)

第二节汉代湖北文学模提……... ••• ...…………"…·…(133) 

第三节汉代湖北民歌……………... ...…... ••• ••• ••• ...…(136) 

第四节王逸与《楚辞章句)... ••• ••• •.• ...…... ...…………(140) 

第五节 王逸父子的辞戴创作…... ••• ••• ...……... ...……(146) 

第六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八章

第一节

黄香父子及其他作家………... ••• ...……………(152) 

底骚融汇…... .………………"…... ••• ....……….. (1 57) 

社会变乱与北士南迁………... ••• ••• ...…………(157) 

:ft方接鄂作家的创作……………………………(161)

六辑据北畏歌……"…. ••• ••• ...………... ••• ...…(172) 

六朝文人乐府…... ...………... ••• ...……………(179) 

庚信文章老更成... ...…... ...…... ...……………(183) 

文学的直觉……... ...…………………... ...………(192) 

六朝期北文学观念的演进……... ...……………(192)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目 录 • 3 • 

李充与江夏李氏…... ...……………... ••• ••• ...…(196) 

榜惺与新体诗... ••• ...……... ....…….. ••• ••. ••• ••• (20的

萧统与《文选))... •.• ...…………………………… (204) 

萧纲、庚肩吾与宫体诗…... •.• ...…………... ••• (208) 

萧衍、萧绎与梁朝文学…………·

阴铿与近体诗... ..• 

(21心

(222) 

第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襄陌诗韵…... ...…· (227) 

(227) 

(234) 

第+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社审言与初唐诗歌... •• 

孟浩然与盛唐诗歌... •• 

张继与中唐诗歌….. (240) 

(245) 

梆识、鲍甜、皮臼休的散文………………"…·… (250)

皮吕休与晚唐诗歌…... ...…… 

荆南文采…..

刘孝孙与唐裙诗文... ••. .•. 

岑参与边塞诗涯…... • 

(257) 

(257) 

(262) 

基毋潜戎呈... •.• •.. ...…... ...…... ...………… (270) 

陆羽、崔道融及其他作家... ...………... ...…… (276) 

唐音交响... ...…· 
土风从楚另5……..

李白安陆十年……... • 

杜甫漂油亮!南…………

第四节元穰、自居易在湖北的能作

第五节'杜牧、李商隐在湖北的创作

………... ••• ••• ••. ••• 

... ... ... ... ... ... ... ... 

(285) 

(285) 

(295) 

(301) 

(307) 

(315) 

第三缅 远古文学

模说…... •.• ••• ...………... ...…………... ••. ..._-..………… (322) 

第十二章世俗洗礼…………"…. ••• ...………... ...……… (329) 



• 4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湖北文学史

湖北竭的发展... ...……... ...……………... ••• ••• (329) 

宋祁、魏在等:lt宋词人……... ...…... ...……… (333) 

杨冠瓣、詹玉等离宋词人…………... ...……… (340) 

外籍词人在湖北的创作... ...………... ••• ••• ••• ••• (348) 

膳斌与元代散曲……... ...………... ...…... ...… (357) 

张君房、魏泰与宋元小说……………………… (360)

诗文革新…... ...…... ...………... ••• ••• ••• ...…… (366) 

宋初湖北诗文"…·……………………... ...…… (366) 

文学革新运动…... ...………... ...…………...... (373) 

苏轼在黄州……... ...……... ...………... ...…… (378) 

江西诗派的期北作家... ••• ...…………………… (384) 

公安漂……... ••• ••• ...………... ••• ••• ••• ••• ••• ••• ••• (391) 

明代文学复吉思潮... ••• ...…………... ••• ••• ...… (391) 

个性解放思潮与公安援... ...……………... ...… (398) 

袁宏道的文学成就... ••• ••• ...…………... ...…… (402) 

袁宗道与袁中道…... ••• ••• ...………………... ••• (412) 

公安握的文学地位及其影响……………... ...… (421) 

竟陵撮...……... ••• ••• ••• ...……"…. ••• ••• ••• ••• ••• (424) 

竟撞派与晚明社会…... ...………………... ...… (424) 

钟、谭的诗文理诠…... ••• ••• ••• ...……... ...…… (428) 

钟惶的创作成就... ...………………………... ••• (432) 

谭元春的创作成就... ••• ...…………... ...……… (437) 

竟霞派的影响... ......………………………... ••• (442) 

纷纭的世界……... ...………"…·……………… (444) 

柱禧与清初诗文…... ...…………... ••• ...…"…. (444) 

清中叶诗文... ...……... ••• ••• ...……... ••• ••• ••• ••• (454) 

清代湖北词曲... ...……... ••• ••• ••• ...…... ...…… (461) 



目 录 • 5 • 

第四节诗潮与萌清戏理i……... ••• ••• ••• ••• ••• ...………… (471) 

第四霸 道代文学

辑 说……... ...…….. 

第十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拓展与E归……"…. ••• ...………... ••• ••• ...…· 

陈注... ...………" 

陈曾寿………... ...…... . 

祸城余绪…... ••• ••• •••• 

司坛楚声……………·

晚唐诗源与斋社诗人….......ψ.. .. 
樊增祥的诗歌……………"

(478) 

(484) 

(484) 

(487) 

(490) 

(493) 

(498) 

(498) 

第十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晚唐诗禄的其他诗人………... ...…... ...……… (502) 

黄侃的诗... ••• ••• ••• ••• ••• ••• ••• ...……..... .……… (505) 

辉成属的《洪宪纪事诗>>... ••• ••• ...……………… (508) 

第五缠 现代文学

摄 瓷……………………. (514) 

第十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红烛诗人闺一多…………... ...…... ••• ••• ...…… (523) 

爵一多的青少年时代... ...…………... ...……… (523) 

《红烛>>~<<死水》的爱国主义特色……...... ••• ••• (526)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十一章

第一节

再一多的格律诗理论"….

黯一多的《楚辞》研究…... ••• 

新窍源戏串j家余上汪…"

余上注与国剧运动………... ••• 

余上沃的戏剧理论………..

摩名的回国牧歌…

田园风味的乡土小说……………………………

(532) 

(537) 

(542) 

(542) 

(544) 

(550) 

(550) 



.6. 海北文学史

第二节清远空嚣的现代禅诗... ...……………... ••• ...… (556) 

第二十二章现代戏属泰斗曹禹………... ...……………… (565) 

第一节曹离与中国现代戏剧…... ...…... ...…………… (565) 

第二节曹禹戏黠的诗意追求………... ...……………… (569) 

第三节曹禹戏黯的象征氛围... ...…………... ...……… (574) 

第二十三章结弩杂文与丽尼散文………………………… (579)

第一节结弩杂文……………………... ...……………… (579) 

第二节丽是散文... ...……………………... ...………… (587) 

第二十盟章抗战时期江汉文海…………………………… (593)

第一节文艺界的大联合…………... ...…... ...………… (593) 

第二节通俗文艺运动的辑兴…... ....………………….. (598) 

第三节纪实性文学热潮…………... ....………... ••• ...… (604) 

第二十五章 "七尾"湖北诗群……………... ••• ...………… (608) 

第一节邹获帆与冀清………... ...……………………… (608) 

第二节绿原…... ••• •.. ...………………... ....…..……… (612) 

第三节曾卓与胡征………………"…. ••. ...…………… (616) 

第二十六章胡虱的文艺思想... ...………………………… (620) 

第一节胡岚文艺思想的形成…... ••• ••• ••• ...…………… (620) 

第二节胡风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 (623)

第三节胡风现实主义的启蒙特色……... ...…………… (626) 

第四节胡风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班……... ...…………,(629) 

主要参考文献……... ••• ...……... ••• ...………... ...………… (633) 

后记"…. ••. ...………………… -2·H·M·……………………… (641) 



绪

抢

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有近

八十年的历史。八十年来，文学

史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国文

学遥史、断代史和分类史的编

撰方面，较少注意地方文学史

的研究。地方文学断代史还断

断续续出过几种，商埠方文学

通史则只在近年来才有人涉

足，旦成果不多，影响也不大。

不言商礁，地方文学是中

国文学的每成部分，地方文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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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丰富景观，没有对地方文学的深入

研究，没有对地方文学发展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对中国文学发展

的历史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写出科学商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

先秦，中国并没有统一的文学，文学发展是以地域文化的形式来实

现的。即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特别是在汉武帝"罢噩百家，独

尊需求"，中国有了统一提社会文化思想之后二地方文学也仍然没

有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这不仅是西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方政治、

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带来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z也不仅是因

为各地方文学都颇为自觉地继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学传统，以适

应当地人民群众对地方文学的特殊需求 z更因为文学来摞于生活，

社会生活的地域差别是地方文学生长的现实土壤，边方文学容易

形成自己的特色，商越有地方特色的文学越容易造成全国性影响，

从商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史上领异标新的杰出人物，他

们的思想除了受当时社会崽潮的启迪外，无不与接受地方文学传

统和文化熏黯有关。地方文学史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这些杰出

人物产生的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地方的种种原因，以促进中国

文学史研究的深入。事实上，所有杰出人物的周围，都聚集着一大

批促进其成沃的→殷作家，尤其是地方作家 z所有里程碑式的作品

诞生之前，都产生过一些为其铺路搭桥开拓奠基的成功作品。而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地方文学史有其独特的优势。

研究地方文学和撰写地方文学史的必要性还可以从文学岳身

的特点以及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得到证明。文学是人学，是人的

生理、心理、意志、情感的文化表现，是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审

美麓黑。然而，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起着很大吉专制

约作扉，直接影响着他的的生产方式租生活方式，同时也必然影响

他们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影响他们的文先生成。在人类

还不能控制和支茸自然界的人类社会旱期，情况更是如此。马克思



绪论 • 3. 

在《资本论》中指出 z"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我窍不同

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产品，也就各不相同。"①丹纳在考察希腊艺术的民族精神和审美

心理时也说z"希腊境内没有一样巨大的东西，外界的事物绝对没

有比例不称，压锚一切的体积。既没有巨妖式的喜马拉雅，错综复

杂、密密层层的草木，巨大的湾流，像印度诗歌中所描写的那样言也

没有无穷的森林，无垠的平原，面目狰臂的无边去号海洋，像北欧那

样。眼睛在这JL能毫不费事的捕提事物的外形，留下一个明确的形

象。一切都大小适中，简单明了，容易为感宫接受。……知识初开

的原始心灵，全部的日常教育就是与这样的风光接触。人看惯明确

的形象，绝对没有对于他盘界的茫然的恐惧，没有太多的幻想和不

安的猜测。这便形成了希黯人的精神模子，为他后来面目清楚的思

想打下基础。一一最后还有土地与气候的许多特色共同铸成这个

模子。"②丹纳把自然地理环境对艺术审美心理的影嘀称做"自然

界的结构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

我国古代也有关于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体梅、意志、情绪、气

贡乃至性格、文风等有重要影响的论述。《淮南子·地形苦11>)提出

"土地各以其类生"的观点，认为"坚土人攘，弱土人题，泸土人大，

沙土人细，息土入美，在土人丑"。宋庄埠也说"大抵人性类其土

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 z荆弱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哥患

在清浅。"清洗德潜则进一步指出产余尝现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

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对于南北文岚西南北自然地璋条件迥

异丽造成的差异，历代文人多有论及，几乎成了文学界的家常话

题。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 z人民出版社，1976.390

②丹纳.艺术哲学.合愿意安徽文艺出版社，19缸，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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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中国领土辽阔，南方与北方的气候、温度、由 }II 、物

产等自然地理条件均有很大不同，由此造成的人的性情的差异和

地方文学风格的差异是客现存在的，在交通不便、经济交流与文化

交流较少的上古时期尤其如此。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现来看，

上古文学主要以民间集体创作为主，所体现的主要不是个体制作

风格，丽是具有鲜明的琵族性和地方性挡地域风格。这种风格作为

文住心理积淀给予这一地域的作家以深刻影响，即使在各民族各

地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显著增强之后，这一影响极然存在，只是其程

度和作用有所减弱黯已。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倒》中谈论楚

辞的创作风格时便说z"楚，泽雪也。其南玩湘之处，拇出雷也。迭

被旷字，以荡遥情，商追w.盎嵌戍削之幽莞，故推岩无涯，丽天采矗

发，江山先怪之气，莫能掩掷。"近人:XiJ贿培在《南立文风不同论》中

指出 z"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鹤，多尚实际。南方之地，

是4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

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班作之文，多为言志、抒情之掉。"即使在魏

晋之后，自觉的文学割作个性已经产生，南北文化的交融也已相当

深入，文学的地域风格作为传统对作家创作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影

响。正因为如此，地方文学史的编撰就不仅是可能的，商且是必要

的。只有通过对地方文学发展史的系统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弄清楚

一种文学风格的来龙去踪，以及这种文学风格所具有的深刻的地

域内涵和历史内涵，才有可能对中国文学的思潮建变、流派纷呈作

出合乎实际的正确描述，真正发瑛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然，我们不在该过于夸大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各员族之

i司和各撞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吕侯增，相互渗透和相互影确是弄

常深刻的，人员的南北交流也是历史的普遍现象，创作个体对于各

种文学思想和文学风格包括离北文风的兼收并蓄以形成自己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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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风格，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文学家们

的文化背景已不再圈子一壤，茹是以整个中华文化为依托，他们的

文学创作已经融入统一的中国文学韵发展潮流之中。因此，地方文

学史研究也就应该放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中嚣文学的发展

为参照，以便对地方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准确的

描述。

撰写地域文学史的噩难主要有两点 z一是地域草屋的划分，一

是文学对象的确定。一般说来，地方作为行政这tJJ 自秦定郡县以来

有其历史的延续性。然而，两千多年中国经过无数次分裂与统一，

有政区划经过无数次变更与调整，除了像台湾那样被海峡分隔开

的岛蝇外，银难找到一个自古迄今始终稳定的行政区域。地域范嚣

的游移给文学对象的磷定增添了困难，更何况在我们这个多民族

的国度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以及行政宫员的统一

派遣是无吕不在发生的事实，如何确定地方文学的研究对象使成

了一个颇为棘手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湖北，原本泛指揭襄期以北地区，真正作为行政区却是从北宋

A 开始。宋初置湖立路，治江陵，辖江陵、德安二府，鄂、复、峡、归回州

和汉阳、荆门二军。相当于今湖北省孝惑、应出以西及荆门、稀归以

离，据南省洞庭湖以北及玩陵、黔宿、通道一带地方。元丰中改称荆

湖北路，所辖范匿仅及今湖北省全境之半，余属京西南路、淮南西

路、江南西路。元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其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

所辖今海北境内仅有武昌路、兴国路、汉阳府和归翔，而河南江北

等处行中书省厨属的湖北道宣嚣司则领有今湖北境内的中兴路、

映:网路、安撞府、河阳府、荆州府、德安肃和随;剧，余震陕西等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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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省及自 JII等处行中书省。明量湖广布政使司，其所辖八州，也

未竟今湖北全境，余分晨四J 11布政使司。清置湖~I:省，以武昌为省

会，领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那宿八府 s雍正十

三年(1735 年) .升荆州府属之夷陵#1为宜昌帘，以旧属阻州之恩

施县治量施南府事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升安陆蔚属之荆门外!为

直隶舟，共领府十、直隶州一，始与今湖北省辖境略同。

革是北位于长江中潜，巴山、巫由、武当出屏亮于西，大洪山、桐

柏山、大别出绵亘于北，东南有幕阜白，中部为长江和江水:中积而

成的江汉平票，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全国

少有的鱼米之乡。湖北京接安徽，南连湖南，茵通四川，立异河南，

东南与江西为邻，西北与陕西接壤，长江、汉水横贯东西，因而素有

九省通衙的美誉。

从建最i沿革和文化商摞考察，湖北为吉荆州之壤。《尚书·禹

贡》称z"荆及衡南憧荆州。"郑玄认为"自荆山南至衡由之蜜"为吉

荆#1界，基本上包括了今据北、赣南全境及四川、广西、贵矩的部分

地区。春秋时期，湖北境内周天子厨封诸侯小国有楚及随、邓、弦、

黄、唐、部、庸、毅、菱、州、绞、要在、部、荒、荐、风、勇、襄、挠、房、高、

南、廉、罗、董事、权、那、谢、樊、棒、薪、施、均、鱼、荡、西陵、育唐、平

林、丹阁、句童、鄂王、越章、卢戎、百楼、黑君诸雷，后楚灭诸封圈，

尽有其边。从周成王时熊绎受封子男之爵于楚，居丹阳(今湖北韩

归) .到楚文玉熊赞键都于嚣(今湖北江陵荆州城北之纪离城)，经

过十几代人能艰苦创业，楚从仅方匮五十里封地的蔓奴小匿发展

成为可以向鼎于周室的泱泱大国 e 自公元前 689 年文王都骂至公

元前 278 年秦将自起拔骂，辈都作为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四百余年。在这四百余年1胃，楚获得了迅速发展和长足进步。《淮

南子》称"楚地离卷沉、粥，北绕旗、酒，西包巴、蜀，东襄辉、淮，摄技

以为温，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在其疆域最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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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辖有今湖北、黯南、安徽、江苏全境及河南、江西、山东、新江、四

州、陕西的一部分，几分当时天下之半，以至人们谈论楚国要将楚

分为东楚、西楚和南楚。在春秋时期，楚庄王实现了称霸诸侯的梦

想。在战国七雄中，楚和秦被公认为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国

家。

在七八个世纪中，楚国不仅开拓出广阔的疆土，而亘创造出辉

煌烛廷的文化。先秦区域文化虽各有特色，但楚文化后来居上，其

或就之大、水平之高超过了同时的其他任何一种区域文化。东周文

化的精华可以说大半集中在楚文化里。如果将楚文化与时代相当

的古希腊文先进行比较，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青铜冶铸工艺

水平，楚高于希腊。锻铁是希藉高于楚，可是锻铸铁却是楚旱于希

腊。当楚国及其邻国的工辉在丝绸上表现他们多彩多姿的意匠之

时，希腊及其邻国还不知丝绸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希黯留下了

许多彩绘的陶瓶，楚留下了许多彩绘的漆器，它们都以典雅华露见

称于世，但就工艺而论，离瓶不如潦器复杂。希黯因多石少林，发展

了石砌的殿堂F楚则多林少石，发展了木构的台裙。论操舟航海，楚

人不能与希腊人比肩 3论驱车陷萍，则希唐人不能与楚人方轨。石

雕，是楚不及希黯 z木麓，却是希腊不及楚。以人物为题材的造型艺

术，是希膳居前;至于音乐，却是楚领壳。就哲学和文学来说，楚和

希腊各有千秋。政治体制方亩，希腊的长处在于民主辙，楚的长处

在于集中髓。……从文化的总体或就来看，楚与希腊难分轩在。它

们从不爵的方向出发，却登上了上古文明的蜂蜜。由此，说楚文化

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决无溢美之嫌。崎楚文化的源头在据

北，鼎盛时期的楚文化的中心也在湖北，湖北文学灌筋于楚文化的

肥沃土壤，并在荆楚精神的灌溉下茜壮成长。《湖北文学史》理应把

①张正晓.楚文化忘·序.武汉 z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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