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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初散文名家辈出，各流派文论争鸣，上乘唐宋八大家之余绪，近接明代文风之印痕，开启有清
一代文章气格体式之先河，在渊源流变中为清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初散文论稿》作者浸淫清初散文研究多年，以深厚学力和独到的文学品鉴，选列了清初文坛
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近四十位散文名家，品其作品风格、评其文章得失、探其理论渊源、论其影响
地位。
作者全面展现了清初文坛名家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功用和理想的探索．从当
时甚为兴盛的文学评论的视角中，揭示了清初不同文派间的影响与碰撞、认可与排斥。
作者古文功底扎实、征引材料赅备。
叙、论兼具、文、学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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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修龄，苏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参与编著《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
局1996年10月版）、《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月版）、《散文通典》（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历代小品大观》（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版）、《近代诗论丛》（安徽
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版）、《翁同稣选集（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别集序跋
综录》（江苏教育出版社z2005年10月版）等，在海内外刊物发表明清诗文研究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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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盖此种文体于学术上之说明，最为宜矣。
①梁启超就学术而论其文，以为“此种文体于学术上之说明，最为宜”，顾文内容上以说理为主，少
有表现个人私欲；形式上不尚奇、不枝蔓，不专事摹古；风格雅正。
正是不同于清初的一般文家，“因此与当时所谓‘古文家’者每不相容”，而“美文，清儒所最不擅
长也”②。
梁氏所论，至少指出了顾炎武“纪实说理致用之文”多而“求美尚情悦人之文”少，但顾在清初文坛
上以学术大家的身份出现，其地位和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钱仲联先生对顾炎武推崇备至，称：“有清一代，首取顾炎武。
顾氏不但学术为一代开山，古文亦雄厚无敌，清初三大儒，黄宗羲、王夫之，俱逊炎武；黄氏文杂；
王氏以《读通鉴论》著名，旨在借题发挥，为反清服务，范围较隘。
”“三大儒”学问各有所长，而古文一道，顾氏称最，当有其理由在③。
　　一、发经世济国议论。
气沛理充　　顾炎武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为文多关世用，其《郡县论》九篇，专门讨论古今社会
赖以支撑、运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职守、特性及弊病，涉及各级官员、胥吏，关乎财富享用、法令施
行、科举取士，发表了许多震人耳目的创见。
如《郡县论》之一专论国家政治体制的确立：“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
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
日，不能。
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选择封建制还是郡县制？
封建制会导致王朝衰亡，郡县制会引发社会贫弱，顾炎武列举历史上朝代的更替，以为仅关注王制还
不够，关键要把握到制度的病源，即“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先秦早期的封建，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其专不在上；而“今之君人”，“
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法规森严，层层设防，唯“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其独断专行在
上。
‘顾炎武提出的构想是“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
法”，也就是以“封建”的分权诸法植人“郡县”的体制，中央政府将财经、司法、任免官员的部分
权力让给地方。
地方政府可有一定的自主性，“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④。
顾氏结合“二制”之长，自创己见，无论其有无实际运作的可能，但就行文而言，理据充分，有相当
的说服力。
　　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确立以后，选拔人才便凸现其关键作用，顾炎武对现行的生员制度进行了
激烈的抨击：“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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