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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按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五个要素整合信息，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呈现唐宋时
期文学创作的时空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有效运用这一平台，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唐宋文人的行踪轨迹与文

学创作的关联性，增强文学版图的空间印象，培养研读文学作品的编年系地意识；该平台凭借其权威全面的资料，能拓展

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不过，该平台对所有地点的创作资料只作简单的编年排列，并且缺乏阅读

暂停功能的设计，这不利于用户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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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育数字化趋势的日益发展，探讨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并付诸实践是时代发

展提出的新课题。在教学中，如何充分利用互联

网优势，将线上线下的教学产品和数据进行深度

融合，是每位高校教师需要思考和跟进的新课题。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也是

其他一些文科专业的基础课，在长久的教学实践

中，早已形成重教师讲解、重纸质文本的传统教学

模式。不可否认，这种模式依然无法偏废，但在

ＯＭＯ（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ｒｇｅＯｆｆｌｉｎｅ）教学模式将成为时代
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当前高校教学常态的情况下，

为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这门课程在教学方式以

及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都亟须进行探索

和改革。

在此背景下，数字文学地图平台的开发给中

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带来了启发。目前影响较大

的平台是王兆鹏教授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

图”（ｈｔｔｐｓ：／／ｓｏｕｙｕｎ．ｃｎ／ＭＰｏｅｔＬｉｆｅＭａｐ．ａｓｐｘ）。该

平台对资料的收录与系统的构建颇有新意：“文

学编年地图平台，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

五个要素，将历来分散的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有机

集成为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献资料分

散的难题，也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时空分离的难

题。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时间被空间化，空间被

地图化。”［１］平台共对唐宋时期 １６５位作家的人
生行迹、文学活动进行汇总，将他们的诗文、年谱、

生平考订等数据录入这个地理信息系统，构成一

个较为完整的全景式文学地图。

该平台上线后，逐渐引起教师群体的注意并

被尝试应用于各自的教学实践。从２０２０年开始，
陆续有相关论文见刊。如王艳、王孟的《唐宋文

学编年地图平台的价值共创与应用实践》［２］，高

武斌、邵大为的《北宋元文学的图景特征———

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文学的定

量分析》［３］，这两篇论文对“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的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而刘永志、

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０３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ＨＮＪＧ－２０２１－０６５７）；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

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成果（湘教通［２００４］２８４号）
作者简介：艾初玲（１９７４—），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第３期 艾初玲，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应用价值

唐春兰的《数字文学地图平台的教学应用研

究》［４］、葛筱筱的《试论“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教

学应用———以〈春夜喜雨〉教学为例》［５］则主要立

足于中小学课堂教学，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探讨

平台的使用方法和意义。总体而言，将“唐宋文

学编年地图”应用在教学中，尚处于探索的早期

阶段，该平台还没有完全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以传统的文本阅读

教学法为基础，参考已有的学术成果，适当向学生

推介并使用此平台进行辅助式教学，可以帮助学

生多维度、更立体更主动地学习唐宋文学，促进教

学的信息化、共享化。通过两年的教学实践与探

索，“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

体现了较高的应用价值，但平台设计的不足又给

师生带来了一定的遗憾，对使用体验略有影响。

１　文人行踪与作品地图化增强文学版图
空间印象

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注重文学、历史、哲学、

地理等各科知识的融合与理解，传统中国古代文

学教材的编写，一般侧重于静态总结文学创作的

内容以及艺术特色，对作者的行踪、作品创作的时

间和地点往往不作强调。而在唐宋文学的教学

中，又很有必要将文人行踪与其创作串联起来，让

文学与地理学交叉融合。唐宋文人在漫游、科考、

做官、贬谪或避乱等人生经历中，往往辗转于各地

并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比较为人熟知的大家有

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在讲授这些作

家的文学创作时，教师可以口头表达描述其人生

轨迹与创作概况，但因为语言的抽象性以及地点

与作品之间的割裂，难以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引入课堂教学，这些不足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构建理念是“同时呈

现作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地理信息，不仅从时间

维度展现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也从空间维度呈

现中国文学的地域特征，力图时空一体化地呈现

唐宋文学的发展图景。”［６］平台面板的设计以一

张中国地图作为基本架构，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以

及学习的需要，开发者又以时代为界限，把当代地

图、卫星地图、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等各时期

的版图信息分门别类导入，为方便读者，在顺序的

安排上，将当代地图和卫星地图分别置于第一和

第二的位置。根据地图区域，平台标记了与唐宋

时期文学创作有关的各个城市或地区名称。读者

只要选定某个城市或者地区进行点击，就能看到

一系列曾经活动及居住于此地的文学家创作的作

品。通过这样的历史地图界面，开发者将文学创

作的时间、地点、人物、作品、事件融为一体，把个

体作家一生的活动行迹可视化，以直观的空间画

面呈现于读者面前，改变了传统纸质资料文字表

述的静态性和抽象性，一幅幅时空一体的地理图

片，就是一个个作家、一个个城市或地区的文学创

作版图。下面以苏轼文学创作的讲解作为例证进

行分析。

苏轼从仕四十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外放贬

谪。教师在讲解苏轼的文学创作时，其贬谪经历

是必须介绍的内容之一，而借助于该平台，能将苏

轼的贬谪时间、地点与文学创作以地图的形式全

面清晰地展示出来，纷繁扁平的资料立马变得简

洁立体。

在苏轼“详情”一栏中，平台对他从１岁到６６
岁的行踪用文字作了梳理和表述，不过，让读者觉

得更为新颖和震撼的是，平台以一条条红线将苏

轼的行踪串联起来，以地图的形式生动展示了苏

轼飘荡的人生经历，如图１所示。
绿色气球是苏轼辗转飘零过的地点，从截图

可以非常直观地领略到他颠沛流离的人生苦况。

点击绿色气球即可跳出一张年表，记录着苏轼在

当地的行踪轨迹和文学创作情况。相比于教师喋

喋不休的表述，文学地图的方式更简单便捷，可以

让学生更深刻理解苏轼仕宦的飘荡不幸，这是传

统教学方式所不具有的特点和优势。

唐宋时期其他１６０多位诗人的行迹与创作情
况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呈现的。从教学实践的效果

来看，这种方式确实更新了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的

理念，树立了一种新的学习范式。通过对一幅幅

文学地图和创作年表的浏览与研究，学生既直观

看到了作家们在一定空间中的活动状态，也较为

全面地了解到每个地理空间的文人分布和文学创

作情况。这种时空一体化的全景方式，展示了唐

宋时期的文坛生态和作家的活动图景，构成了一

幅幅文学版图。由于平台对文学作品与地理空间

的关联构建得既简单又直接，学生每一次对平台

的点击，就是一次加强唐宋文学创作空间版图印

象的过程，就是一次对教材知识体系的拓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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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苏轼１岁到６６岁的行踪轨迹与创作情况导览

２　创作时间与创作地点相勾连培养编年
系地意识

在一般的年谱资料中，编者大多把注意力放

在作品创作时间的梳理上，往往忽视其创作地点，

而在本科阶段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编年和系

地意识更为淡泊。对比较熟悉的作家、作品和地

点，口头描述还能给学生留下必要的印象，但对学

生不够熟悉的相关知识作口头表述，其效果就差

强人意了。

唐宋时期，具体到某一城市或地区，曾经涉足

或在此地居住过的文人大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作

品，但因资料过于分散，想要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

是比较困难的，而要从编年和系地两方面去学习

更有不小的障碍。王兆鹏教授带领团队，历时 ８
年，在大量的典籍中仔细爬梳，将与地图中所标地

名有关联的唐宋时期作者名字、作品的创作时间、

创作年龄、创作背景、位置等信息一一收集罗列，

从人生经历和空间地理信息两方面比较完整地展

现了１６５位作家的信息。平台资料的呈现方式与
其结项成果《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的编写

理念是一致的，即“力图改变传统作家年谱重时

轻地的观念和以时间为中心的‘时间＋人物＋事件
（活动）＋作品’的四要素范式，而转变为时地并重
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活动）＋作品’五要素
范式。作家活动和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信息一

并考实”［７］。平台将创作时间、地点和作品等信

息相融合，形成时间与空间相互衔接的一个文学

地图，不仅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方便，而且也能在教

学中引导学生关注文学创作的时间与地点信息，

培养并强化编年系地意识，提高中国古代文学的

鉴赏水平与研究能力。

平台对每一位诗人创作资料的编排都突出了

既编年又系地的宗旨。以苏轼的教学为例，被贬

黄州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其作品数量之

多，质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学生点击苏轼文学

创作地图中的“黄冈”，首先获取的是地点信息：

“黄冈”，然后才是编年信息：“１０８０年，４５岁。”接
着平台按照时间顺序，将苏轼从 １０８０年 １月至
１０８４年在黄冈的具体时间、行迹、交游、官职、作
品（部分作品的创作地点、创作缘由和情境）等信

息一一展示。平台对苏轼被贬儋州时的创作情况

也采用了同样的编排模式，先系地再系年，凡是能

考证出具体创作时间和地点的作品，都从编年和

系地两个维度不厌其烦地加以显示。这样，通过

对苏轼以及其他文人创作情况的浏览，学生逐渐

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编年系地意识，这种意识被逐

渐强化之后，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地域与

文学创作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作业中，依然可以通

过“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应用进一步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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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年系地意识。作业的主题之一是研究唐宋时

期湖南贬谪文学的创作情况，学生需要从地点和

时间两方面对唐宋创作于湖南的作品进行梳理。

据统计，从６０３年至１３１５年，保存至今的诗、词、
赋、文作品，数量位于前五的地点依次是：长沙

（７８５）、永州（４５６）、衡阳（２２４）、岳阳（２１６）、常德
（１６２），将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以及数量相
结合，就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唐宋时期湖南贬谪文

学的基本风貌。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活动）＋作品”五要
素的编排范式在１６５位文人的资料收录中反复加
以强调，不断刺激学生形成中国古代文学资料编

辑应系地与系年并重的理念。通过对这个平台的

熟练使用，学生于潜移默化中既了解了学术研究

的前沿动态，也逐渐提升了从编年系地角度去解

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意识和能力。

３　经典版本与丰富资料相辅相成提升举
一反三的能力

对大部分本科生来说，在日常的学习中，他们

所接触的课外资料相对较少，对各种比较权威经

典的版本也不够熟悉，欲拓宽知识视野，学生一方

面也可以去图书馆借阅有关书籍，另一方面可以

在此平台进行更便捷的学习。

平台客观上呈现了大量的唐宋文学研究权威

典籍。如对苏轼文学作品和行踪的资料整理，录

入者明确列出了所使用的参考书目，它们有孔凡

礼《三苏年谱》《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苏

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词编年笺证》等。这种做

法，让学生在获取作品信息时有迹可循，有本可

依，遇到疑问时方便求证，也利于初步培养其学术

思维，确立对学术严谨性和权威性的敬畏与尊重。

由于教学课时的限制，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

时的取舍与单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构成了矛

盾冲突，解决的办法之一即是“唐宋文学编年地

图”的应用。学生如果想对唐宋文学发展有更全

面的了解，或者对某个文人比较感兴趣，这个平台

所收录的１６５位诗人的作品以及各种信息，能很
好地满足这些学习需求。如讲解杜甫时，尽管他

和湘潭有不解之缘，但对他在湘潭的行迹与创作

情况还是以课外拓展为主。平台在一两秒的时间

内即可提供如下信息：杜甫于７６９年来到湘潭，时
年５８岁，在湘潭共写作５首诗歌。以此推之，平

台收录的大量作家作品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

资料，能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培养他们的

自学能力。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借鉴了纸质注本的编

写体例，对所录作品的写作背景作了简要说明，对

句中难度较大的字词进行注音和解释，对同一首

诗歌因版本不同而有差异的语句也加以提示供读

者参考。此外，平台还补充了其他很多被一般注

本所忽略的信息，如对诗歌的体裁提示、韵部说

明、诗中被注词语的出处以及在其他文人作品中

的使用情况等等。这些资料与教材的注释形成了

很好的互补。诗歌页面还配有百度地图帮助读者

全面了解该作品创作地点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致情

况，编者以此方式将每一篇作品地图化，沟通古

今，打破时空局限。更加可贵的是，平台对所录诗

歌均作了较为详细的注解，极大弥补了选本资料

不全的不足。

总之，平台有效避开了传统纸质文本容量有

限的缺陷，利用信息技术，将唐宋时期海量的作品

及其相关资料浓缩在这个数据库中。平台对每位

作家作品集经典版本的收录、对每一位作家作品

的全面搜罗以及解读作品的独特方式和新颖做

法，在帮助初学者准确理解诗义的基础上，还能开

阔眼界，积累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进而提升

其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

４　平台功能设计的部分缺失对教学实践
的影响

尽管平台的开发给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带

来了新的学习方式和便利条件，但师生在使用过

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让人感受最

深的是信息繁杂糅合，部分功能缺失。

首先，作品数量较多的地点，信息繁杂，数据

庞大，缺乏有效归类，也没有相应的搜索引擎，学

习者不易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前文提到平台资

料的呈现方式是根据地点来勾连诗人的作品和行

踪，由于同一地区有很多诗人曾踏足停留，创作了

数量不等的作品，平台对每一位诗人在该地的创

作资料又力求作最全面的收录，因此，将同一地区

所有诗人的信息整合在一起时，数据相当庞大。

以杭州为例，“从公元６６７到１３１５年，共有９３位
诗人曾在此地停留，有诗１８４１首。”对这９３位诗
人的１８４１篇作品，平台只是简单地依照时间顺

５７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

序排列，将其全部放在同一个界面，学习者想对杭

州的作品进行针对性了解时，只能从第一位诗人

起一直向下滑动寻找，无法进行更简便的搜索操

作，这样的方式耗时耗力。

其次，平台暂时缺乏阅读自动暂停或保存功

能。因平台资料众多，学生在浏览中有时不能一

次性阅读完所有资料，这时就需要对当前的学习

阶段进行标记，以方便在下次使用时直接找到阅

读位置。而该平台暂时没有从技术层面解决这个

问题，这种操作功能的缺失给学习者带来较大的

困扰。像杭州、扬州这种诗人行踪密集的地区，学

习者每次想要定位到前面的学习位置就要重新仔

细翻滚界面，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师生的学习时

间和学习精力。

总之，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应用在中国古

代文学教学中，如何使它发挥更大的价值，这依然

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学习和探索的过程。目前，

该平台依然在不断扩充和完善，在“唐宋文学编

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延伸的基础上，王兆

鹏教授２０１９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
魏六朝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建设”获批立项，这将

对构建立体多维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图谱作出更

大的贡献，必将惠及更多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也会

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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