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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常州词派研究文选》是《常州词派研究丛书》之一，收辑1922年至2009年国内学术界研究常州
词派的主要论文。
　　常州词派始于嘉庆二年（1797）常州张惠言编辑《词选》。
常州词派是清代嘉道时期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流派。
康乾时期，中国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
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
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著力，流弊益甚。
常州词人张惠言反琐屑钉鋀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
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欲挽此颓风。
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
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社会急速变化、内忧外患的历史要
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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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对待豪放派作家的态度上，陈氏与周济的观点若即若离。
《大雅集》录东坡词七首，录稼轩词九首，数量的多寡，反映出陈氏未摆脱周济正变观的束缚。
在具体评论中却说东坡“纯以神行，不落骚雅窠臼。
太白之诗，东坡之词，皆是异样出色。
”（《大雅集》卷三）评稼轩《摸鱼儿》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则云：“怨而怒矣，姿态飞动，极沉
郁顿挫之致”（《大雅集》卷二）这是在《词则》全集中首先使用“沉郁顿挫”四字评语，也就为后
来的“张皋文《词选》⋯⋯以苏、辛为正声，却有巨识”（《白雨斋词话》卷三）张本。
　　什么是正，什么是变？
周济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通过对《词辨》的分析，大体以《花间》为标准，即合于《花间》者为正
。
陈廷焯修正了这种正变说。
《词则总序》说：“长吟短讽，觉南豳雅化，湘、汉骚音，至今犹在人间。
”明显地是追随张惠言《词选序》中“风骚比兴”的传统。
至于谈到变的原因，他认为是“镜以地迁，才有偏至”造成的。
因此，“或临风高歌，或绮说邪思，或歌咏江山，规模物类，虽不必语于大雅，亦人生肆志之一端，
不可尽废”。
于是他选录《放歌》等三集，以见词的变风。
这就比不落言诠的周济更具体地示人以规矩。
　　不过，《词则》的正变说并不如《词辨》那样严格。
相反地，他认为“求诸大雅，固有余师，即退而之他，亦即可于《放歌》、《闲情》、《别调》中求
大雅，不至人于岐趋”（《大雅集序》）。
不过，他的解释不合今人的思想，如《闲情集序》云：“兹编之选，绮说邪思，皆所不免。
然夫子删诗，并存郑卫，知所惩劝，于义何伤？
名以‘闲情’，欲学者情有所闲，而求合于正，亦圣人‘思无邪’旨也。
”　　从此可以看出：《词则》的编选是仿照《词辨》的体式；但在具体作家的评论上，却又接近于
《词选》。
这是一部表露编者词学思想变迁的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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