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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編。

上編：基於普遍存在的文學活動空間分布的非均質現象和大量文學地理學實證研究成果，

借鑒人文地理學的區位論，首次提出並闡述文學區位的概念和理論。文學區位研究分為宏觀、

中觀和微觀三個尺度，其中文學微區位研究立足具體的地理環境，能有效融合「空間中的文學」

和「文學中的空間」研究。

中編：採用典型調查法，對《清代詩文集彙編》中蘇州詩文的空間分布情況進行統計和分析，

揭示清代虎丘地區在蘇州空間系統中的樞紐地位。進而從文學微區位條件的視角，剖析清代虎丘

地區地理資源的豐富程度、具體內容、知名程度、位置特徵和交通條件等因素，與其文學微區位

優勢之間的關係。

下編：從文學微區位因子的視角，解讀清代虎丘地區詩文對地理資源的文學書寫，揭示作家、

作品與地理之間的多重互動關係。地理資源能影響詩文的創作與傳播，詩文也能豐富地理資源的

歷史文化內涵，現實中詩文有時甚至對地理資源具有反作用。

本書上編側重理論研究，中編側重實證研究，下編側重闡釋研究。中編和下編互為表裏，

是對上編提出的文學區位和文學微區位相關概念和理論的運用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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