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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赋学是对古典赋学的总结和超越，不仅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理论发展轨迹，而且形成了深具整
合性的宏大体系。
《清代赋学研究》即采用纵横结合的理论框架既从纵向梳理出清代赋学理论的历史演化进程，对清代
著名的赋论家和赋论专著以及清代赋学的理论特征作出阐释，同时又从横向辨析赋学与骚学、诗文理
论的关系以及和清代思想文化的推衍互动。
通过对清代赋学的宏观把握，深入考察近兰百年来赋学思想的发展嬗变，并从交化学的视角分析社会
心理、文人心态和文艺思潮对赋学发展的影响，观照作为其理论背景的清代文学与文化现象。
为清代文学理论史乃至古代文论的全面阐释提供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点和参照系，为清传文学史、美
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富有启示意义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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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福轩，1971年出生，山东济宁人。
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八年后考取浙江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于2003年、2096年获得文学
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师，浙江大学在站博士后。
曾参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古代文学卷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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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经世文统与赋学思想　　明末清初，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还是学术、文化
、士子心态均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嬗变时期。
就学术思潮而言，此时的学者，诸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归庄、刘宗周等人，有惩于
明末的空疏学风和士子习气的流荡靡返，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强调无论为学还是为文必
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有补于家国天下。
清朝立国之初又推尊程朱理学，强调文以经世，历朝帝王推崇文学创作，且大都有作品问世，特别是
康熙帝，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更是强调文以载道：“文者，载道之器。
所以弥纶宇宙，统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约而论之，靡不根底于群经，权舆于六籍。
”正是在帝王的提倡下，清初诗、文、词的创作都取得很大的成就，流派纷呈，争奇斗艳。
诚如徐珂《清稗类钞》中所言：“由于入关以后，一时文学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遗老，即世
祖、圣祖两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学鸿词科诸人，其人以理学、经学、史学、诗词、骈散文
名家者，亦率为明代所遗，而孙奇逢、顾炎武诸儒隐匿山林，又复勤于撰著，模范后学。
”就指出康熙以来理学、经学、史学和文学兴蒸蔚起的原因和事实。
此仅就辞赋创作而言，清初的赋作一沿明代的古体赋传统，所作多为骚体赋、文体赋、骈体赋（隶属
于古体赋的范畴）；而律体赋的创作，直到康熙十八年首开博学鸿词科，由于政治的介入与科举的推
动才与古体赋一道逐渐兴盛起来，并由此成为此后（主要指乾嘉与同光时期）清赋创作的主流；就赋
学理论来说，明末清初遥承元代祝尧《古赋辨体》、明代徐师曾的赋论，学人对体制僵化、内容贫乏
的律赋一般多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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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赋学是对此前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对赋学史上的诸如古、律赋之争等重大的赋学理论问
题均作出了理论阐发，并建构了富有体系的律赋理论与古赋理论。
回顾评述清代赋学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清赋研究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清代赋学研究》主要从国内与域外两个层面，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及80年代以来两个时段对清代赋
学研究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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