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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79年起，冯骥才便投身文学创作，至今已逾四十载。小说是他创作量最

大的一种体裁，其中的部分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较高声誉。冯骥才是津味小

说的领军人物，对天津的地域文学写作影响很大。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冯骥

才的小说，既可以深化冯骥才小说天津地理空间的文学书写研究，丰富冯骥才作

品的研究视角，也可以梳理天津地理空间对冯骥才小说作品的基础性塑造作用，

拓展理解冯骥才的多元维度。

本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来探究冯骥才小说创作与天津地理空间之间的

双向塑造关系，具体分为四章。

第一章着重探讨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景观书写。冯骥才描写了天津的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主要包括河流和芦花，自然景观在小说中更多是作为背

景；人文景观包括娘娘宫、租界、商业街、店铺等，人文景观是小说故事的主要

发生地，有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

第二章阐述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民俗书写。民俗是天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骥才在小说中主要描绘了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物质民俗主要可

分为生产工艺与饮食工艺，物质民俗反映了天津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社

会民俗主要包含职业惯制与岁时风俗以及人生礼仪，社会民俗使人物形象更加鲜

明同时宣传了天津文化。精神民俗主要是天后宫信仰，天津位置特殊，水系发达

，天津人都格外信奉海神，因此天后宫信仰在天津十分流行，冯骥才的小说中多

次出现了天后宫信仰。研究天后宫信仰，有利于理解天津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加

深对天津文化理解。

第三章分析冯骥才小说的人物谱系塑造与天津地理的深层关系。冯骥才在小

说中描写了许多具有天津空间特色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其小说中已经形

成了一类人物谱系，主要分为能人异士形象、混混形象、惹惹形象。特殊人物谱

系面貌实际上联通着地理文化精神内核，天津是一个码头城市，竞争激烈，想要

立足就需要有能力，因而产生了很多能人异士。人口的大量涌入，使社会秩序混

乱，这为混混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通过分析冯骥才小说中人物谱系的文化特

征，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地理痕迹，表现为码头竞争的争强好胜、商业

城市的灵活善变、市井生活的热闹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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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主要分析冯骥才创作的文学地理学意义。一方面，冯骥才在作品中创造了

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深受地理、文化的影响即：“九河下梢”

的水文化与码头文化的影响，“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与军旅文化的影响，“京

畿门户”的正统文化影响，从中也可以看出地理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

，冯骥才的作品以天津为背景，描绘了天津的景观、民俗、人物谱系，他在作品

中构建了一个空间连绵、风土特别、众生繁杂的“文学天津”。冯骥才的作品影

响力较大，在文学史上也具有较高地位，不仅创新了津味小说的呈现方式，同时

还提高了天津文学的地位。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冯骥才 天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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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自1979年起，冯骥才便投身于文学创作，至今已有四十载。小说是他创作最多的体裁

，在文学史上也具有较高成就。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冯骥才成为津味小

说的领军人物。成长生活在天津的冯骥才，对天津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他的小

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学界对冯骥才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语言、叙事等方面，

而对他作品中的天津地理空间研究较少，这就为冯骥才小说中的天津书写研究留下了空间

。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来研究冯骥才的小说，不

仅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弥补了冯骥才小说研究的不足，而且还丰富了冯骥才小说的研究视角

及相关研究内容，为学界的冯骥才小说研究提供了参考。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作

家，冯骥才的很多小说都以天津这个地理空间为背景，描写着天津的民风民俗、人物等。

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冯骥才的小说，可以深入地理空间内部，剖析天津的景观、

民俗以及冯骥才笔下人物的地域文化性格，进而探究天津这个地理空间是如何影响着天津

人的地域性格以及冯骥才的创作风格等。

冯骥才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他的小说不仅记录了天津的地理环境和民风民俗，

同时也展现了天津人民的精神面貌，为天津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艺资料。冯骥才

从小生活在天津，地域文化是冯骥才小说的突出特色。当我们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去探讨

冯骥才的小说时，不仅可以将地理空间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理经验

如何影响冯骥才的小说创作；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有助于深入展现和阐释地域情感，不仅

可以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还能激发人们对家乡的关心并保护自然和人文地理

环境。

二、研究现状

冯骥才步入文坛时间较早，1979 年就开始创作文学作品。冯骥才具有文学家、画家、

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学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冯骥才的文学作品，到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学界对冯骥才的研究变少。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冯骥才文学创作较少，他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保护文化事业中。之后，随着《单筒望远镜》《俗世奇人全本》等

作品的发布，学界对冯骥才作品的研究又开始变多。

目前，学界对冯骥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中，也有少量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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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学界并没有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冯骥才作品的相关

论文，对冯骥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研究、文化研究、人物形象研究、语言研究这四方

面。因此，研究现状将从这四个角度展开阐述。

1.冯骥才小说的叙事研究，代表性文献有肖松波的《冯骥才小说国民性叙事研究——

以鲁迅为参照》，该文认为冯骥才受鲁迅影响较大。因此，创作了“新国民性批判”小说，

并对其这类小说进行了全面评价。祝昇慧认为冯骥才的义和团叙事经历了由革命史观到文

化史观、全球史观的转向，同时以独特的方式解答了中西文明的世纪难题。此观点对笔者

理解冯骥才的义和团叙事具有建设性意义。张树铎的《传统的召唤——冯骥才“津味”小

说解读》对冯骥才的叙述技巧进行了总结，认为冯骥才的叙事程式精巧，形象塑造高超，

情节结构巧妙。该文只是对冯骥才津味小说的传统性及其叙事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未对冯

骥才的津味小说进行深入挖掘。苏芳泽从情节、结构、内涵三个方面研究了冯骥才市井人

生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以上两篇文章虽然对冯骥才市井人生小说的传奇叙事进行了详细分

析，但未深入到叙事内部即：地理空间如何制约叙事。

2.冯骥才小说的文化研究，学界比较关注冯骥才小说中所表现的文化。因此，这类研

究是比较多的。孙国亮、张燕姿的《“记忆之场”：冯骥才的“津门”文化书写》，认为

码头宫庙、洋房教堂等地是“记忆之场”，拥有独立的文化阐释功能，并且认为天津书写

是冯骥才小说叙事的核心。这篇文章启发了笔者，使笔者对娘娘宫的地位、影响有了更进

一步的认知。艾少岩在《论冯骥才小说中的文化书写》一文中，将冯骥才的文化书写分为

对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对文化束缚力的反思、对文化冲突的解决、对文化保护的实践。武

佳杰的《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天津文化》，对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形象、天津情感进行了

详细分析，同时分析了天津文化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刘红茹在《冯骥才津味小说人物的

文化性格研究》一文中，对津味人物的文化性格进行了分析探索，同时探究津味小说人物

的文化秉性成因。遗憾的是，武文虽然分析了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书写，但并未探究天津

这个地理空间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刘文是从文化角度研究冯骥才津味小说中的人物性格，

并未挖掘地理空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启发了笔者，给笔者研究冯骥才作品中

的天津书写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提供了思路。毕莉莉的《论冯骥才的非遗文化书写》，认为

冯骥才是一个有着极强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对非遗文化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并将非遗文化

融入了小说创作中，同时对冯骥才非遗文化书写的内容、方式、动机及功能进行了阐释。

毕文将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书写细化到了非遗书写，具有创新性。熊俊兰分析了冯骥才的

创作背景并深入研究他的历史小说，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对冯骥才的历史小说进行全面考察

。张瀚尹的《论冯骥才“津味”小说的文化思考》对冯骥才“津味”小说的民俗事象进行



3

了探究，还对冯骥才辩证反思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行了肯定，却忽视了冯骥才在面对传统文

化时的矛盾心理。而李晨晖则对冯骥才小说中的江湖文化进行了解读，同时分析了侠客、

奇人、混混形象，认为冯骥才的江湖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卢翎在《论冯

骥才〈俗世奇人〉的文化与文体》中，以《俗世奇人》为范例，分析了其背后所反映的天

津文化和地域性格，同时探寻了其小说的文体特征，认为冯骥才的文体地域性强且独具特

色。卢文对冯骥才小说文体的分析，对笔者研究冯骥才小说叙事具有启发性。马知遥、刘

智英的《冯骥才小说的文化新解》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冯骥才的作品，认为冯骥才的

小说对人类的苦难命运进行了重点关注，同时深入探讨了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文化。

3.冯骥才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郭家榕在《浅析冯骥才小说〈三寸金莲〉中的戈香莲

形象》一文中，分析了戈香莲这一深受封建压迫，颇具悲剧意味的形象，同时探究戈香莲

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及这个形象的文学史意义。郭文只是对香莲形象进行了简单分析，并

没有挖掘出人物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劣根性。邓海燕对天津卫手艺人形象进行了分析，同时

对其背后的情感价值取向进行了探究。周蕾着意强调手艺人是老天津的主要代表人物，并

未做客观分析，笼统地将天津卫人的集体性格概括为逞强斗狠。而李洪平在《论冯骥才〈俗

世奇人〉中“奇人”的类型化书写》中，借用类型化理论对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进行了

深度探讨，并借助陌生化叙事的理论，对小说里的角色特质进行了分析，同时探讨了冯骥

才创作时的思想情感。李文从类型化角度分析《俗世奇人》，使笔者对冯骥才写作的局限

性有了一定认知。宋静思的《〈刷子李〉的工匠精神》，对刷子李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同时阐述了小说中的津味语言，最后歌颂了刷子李身上的工匠精神。毕文君则是客观

评价了冯骥才的作品《艺术家们》，同时分析了里面的青年形象。

4.对冯骥才小说语言的研究，最早的是聂莉娜的《试论冯骥才小说的比喻》一文，该

文分析了冯骥才小说中的比喻辞格，认为冯骥才的比喻不仅新奇还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深

刻的哲理性、鲜明的对照性。李洪平、冯桂玲的《论冯骥才〈俗世奇人〉的乡土语言特色》，

从乡俗叙事维度探讨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语言特色，作品运用多种人物命名方式展现

奇人群像的独有面，运用直接地气的乡俗俚语为奇人建立乡土声音档案，使作品中的人物

形象饱满、极富个性。宋阳在《区域文化与冯骥才小说语言的独特性》一文中，将冯骥才

的语言特色概括为：方言词汇丰富；叠音词语多变；同素连用较多等。宋文将区域文化和

冯骥才的语言联系起来，看到了区域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此观点对笔者研究冯骥才的天津

书写具有建设性意义。郭敏的《冯骥才小说语言风格研究》一文，通过对冯骥才作品的深

入研究，从书名、隐喻、策略、方言和拟声词五个角度分析了冯骥才小说的语言风格。刘

国林则是以小说《俗世奇人》为例，分析了冯骥才津味小说的语言特色，将其归纳为地方

风味浓郁、凝练传神、活泼幽默。刘文虽然分析了冯骥才津味小说的语言特色，但只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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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为例，并没有深入挖掘冯骥才的津味小说。高万云的《冯骥才小说语言模式的辩证

分析》，以《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为例，对冯骥才小说的语言模式进行了辩证分析，

认为其语言既有丰富的自由联想，也有刻意搜求；既有语言的随意挥洒，也有一点惯性失

控。在张瀛的文章《冯骥才小说的语言特色》中，他对冯骥才的短篇和中篇小说的语言风

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指出冯骥才的小说在语言上展现了独特之处，如出色的标题、丰

富的比喻、多样的拟声词和丰富的精策词。科罗博娃的《论冯骥才作品中的带色调的词语

运用》，分析了冯骥才小说中的带色调的词语，总结出冯骥才作品中表色调的词汇中第一

位属于表黑色的色调词，第二位属于表红色的色调词，并认为这种特点和中国国画、笔墨

有较大关联，这篇文章对笔者研究冯骥才的语言有所启发。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学界对冯骥才的研究还是比较全面的，很多观点也具有创新性，

但是谈及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书写时，研究者大多只是对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元素进行简

单阐述，而忽视了天津这个空间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此外，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

科，学界暂时没有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分析冯骥才小说的论文，这就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本论文将以学界之前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基石，全面深入地对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书写进行

研究。

国外：20 世纪 80 年代冯骥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菊花及其它故事》出版，随后冯骥

才的许多作品如《三寸金莲》《感谢生活》等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国外的很多

译者都对冯骥才有所研究，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日本翻译家纳村公子等。他们对冯骥才

的作品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和探索。国外的研究论文有《冯骥才小说中的器物世界及其象征

意义》《论冯骥才作品中的带色调的词语运用》等。一些国外学者还从异文化的角度解读

冯骥才的《雕花烟斗》《船歌》等小说、散文。南条竹则的《〈阴阳八卦〉与〈丰乳肥臀〉》

将冯骥才的《阴阳八卦》和莫言的《丰乳肥臀》进行了对比，对冯骥才和莫言的写作风格

及特色进行了探讨。

总体来说，国外学者对冯骥才小说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而这些研究也主要是个案研

究，大多数学者对冯骥才小说的研究都集中在单部作品上，整体研究较少。而从文学地理

学角度分析冯骥才小说，同时探讨其小说中的天津书写的论文更是寥寥无几，关于冯骥才

小说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关注和发展。

三、研究思路

本论文以文学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系统梳理冯骥才的天津书写，深入探究天津这个地

理空间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文艺学、地域美学交叉的新兴学科，

主要关注的是人－－地及其关系为核心所形成的地理与整个文学产生之间的关系
①
”。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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骥才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津味特色，天津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都对其产生了影响。需要

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地理环境不止限于天津的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还包括人文环境，

如天津的民风民俗等。用文学地理学分析冯骥才的小说，可以发现冯骥才小说的地域色彩

十分丰富，形象、语言、风格等都和文学地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冯骥才作品中的天

津书写，不仅可以加深对冯骥才作品的认知，还能了解天津的地域文化。

本文主要探讨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与冯骥才创作的关系，剖析自然环境中的

河流、物产等景观和人文环境中的建筑、街道、风俗、宗教等景观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

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天津这个地域的特点和冯骥才本人的经历。其次，

提炼总结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景观书写、天津民俗书写，并梳理冯骥才小说中的人物谱系，

提炼人物的地域文化性格。最后，基于以上研究，进一步探讨冯骥才创作的文学地理意义，

即天津地域文化对人物性格影响、冯骥才的创作对“文学天津”的影响、冯骥才创作的精

神向度。

综上，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对冯骥才的创作进行整体分析，并对其景观、

民俗、人物形象等进行详细论述，以相对系统化的研究补充此前研究的部分空缺，以期加

深对冯骥才作品的认识。

①
李志艳：《论中国古代文学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2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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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冯骥才作品中的天津景观书写

“‘景观’是‘地理景观’一词的简称或缩略语，一般是指地面上可见的自然和人文

风景，因此，文学地理景观则可看作文学文本中呈现的、读者可以直观看到的自然风景或

人文风景。
①
”文学地理景观，主要分为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冯骥才的作品中

有对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描写，其中以人文地理景观为主。景观是由作家书写

的，但这种书写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融入了作家的情感体验与审美价值，由此，情感、

景观、审美三者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具有独特的美感。迈克·克朗指出“我们不能把地理

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

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
②
”。因此，分析冯骥才作品中的景观不仅可

以对其作品中的景观进行系统的梳理，还能探究出景观对小说的影响。

第一节 自然地理景观探析

“文学中的自然地理景观，除了包括山川、草木、虫鱼、河海、云霞、雨雾等自然景

物和现象外，还应包括日、月、星辰等宇宙空间景观。
③
”冯骥才的作品中有对自然地理

景观的描绘，这类描绘主要集中在河流、芦花这两类事物中。

天津是九河下梢，区域内水系众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天津以水为主，没有山川。

正如《天津通志》所言：“自古汇水之区，无山可纪
④
”，天津域内河网密布，子牙河、

北运河、新开河、南运河和海河在此处交汇。因此，河流是天津这个地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河流也影响着天津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性格。冯骥才的小说中对河流的描写，主要集中在

两条河流上即：海河和三岔河。

在冯骥才的作品中河流更多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有的河流也承担着反映天津历史变化

的功能。冯骥才作品中主要描绘的河流是海河和三岔河。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冯骥才本

人对海河有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也使得海河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景观。《俗世奇

人》中的郑老汉就是海河边的一个渔夫，他吃鱼卖鱼，靠鱼活着。乾隆下江南时，路过天

津，一时兴起就靠岸下船，正赶上下雨，于是被郑老汉邀请上船避雨。在船上乾隆吃了郑

老汉熬的面鱼，甚是满意，就将随身穿的龙袍脱下赐给了郑老汉。后来，这件事引起了非

议，郑老汉被吓跑了，郑三抓住了这个机会，说自己和郑老汉是同姓同宗，开起了“龙袍

郑”面鱼店。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天津人头脑的灵活，知道抓住商机，真龙袍郑消失不

①
李仲凡，陈一军，费团结：《文学地理学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9 页。

②
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 页。

③
李仲凡，陈一军，费团结：《文学地理学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8 页。

④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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