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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华的博士论文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和他谊兼师友，自然由衷地感到高兴。
承他不弃，嘱我为序，义不能辞。
但限于个人学识，无力作全面评析，只能把初读论著的点滴感想略书于下，以求教各位专家与读者。
要提高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文学的宏观研究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但宏观研究总是以微观研究作为前提，没有大量切实的个案研究奠定基础，宏观研究也就只能成为一
种无根的游谈，文学史的研究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特别在当下学风普遍趋向空疏，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又过于急迫的情况下，我们与其提倡年轻
同志写大而无当的宏观论著，不如鼓励我们的同学多作一些扎实的专家、专书、专题性的个案研究。
这不仅有助于年轻学子得到严谨学风的锻炼，对于扭转学界空疏的颓风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正是有鉴于此，国华从自身的学术积累出发，也从作为江西人的地域优势考虑，选择蒋士铨这样一位
江右清代重要戏剧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以为这是一种明智选择。
为作家作个案研究，由于论域的相对局限，对于文献资料的开掘，有可能、也更要求愈加完备，这对
研究者而言，自然工作的难度也就更大。
《蒋士铨研究》为此作所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不仅认真研读了蒋士铨的全部存世著作，还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地方志和清人别集，并从中阐幽发
微，广征博引，既为目前通行的《忠雅堂集校笺》辑补了许多佚诗和佚文，又在前人基础上为蒋士铨
重新编撰了内容更为翔实的年谱。
正是由于文献资料上的力求竭泽而渔，因而弥补或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不足，有可能比前人更全
面，也更深入的论定蒋士铨的家世、生平、交游及著作。
这对蒋士铨研究实为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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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摆脱“文学代胜论”的传统束缚，揭开后人设置的重重帷幛，首次全方位的展示了蒋士铨众
体兼备、无一不工的多方面文学成就，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蒋士铨不仅是乾隆剧坛一位著名戏曲大家，
而且他还是一位清代中期优秀的诗文名家，可谓诗名与曲名并重，主脉与旁脉交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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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行年三十气淋漓，谈笑轻他尺寸基。
”（《再过河口天池庵题壁》）已达而立之年的蒋士铨并不满足这种唱和联吟的生活，为国施展才能
的心情尤为急切。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又一次赴京赶考，终于考中进士，名列第十三名。
“天街一骑滚香尘，蕊榜朝开姓字新。
报说和凝衣钵好，舍人名列十三人。
”（《登第日口号》）十年科场顿挫，终以成功告罢。
此时的蒋士铨却没有预期的那种兴奋和狂喜，更多的是历经磨难的慨叹与酸辛。
他百感交集，口占一绝云：“三十三龄老孝廉，紫薇花畔许留淹。
公车十载三磨折，才作青青竹上鲇。
”（《登第日口号》）金榜题名之后，蒋士铨满以为会得到皇帝的重用，青年时代的理想即将化为现
实。
尽管他殿试二甲又得第一名，朝考钦取第一名，皇帝还是按照常规，任命他为庶吉士，人庶常馆工作
。
庶吉士是清闲之职，而人庶常馆的进士要三年后才能散馆授实职。
因此，蒋士铨郁郁不欢，“几许飞扬志，当官尽扫除”，“尚习雕虫业，何由报主恩”（《寄辇云》
）。
三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任武英殿纂修官，分校顺天乡试，充《续文献通考》纂修官。
此时士铨声名震京师，名公卿争以识面为快。
对于这些，蒋士铨并不感到满意，忠君报国的道路似乎很渺茫，雄心壮志看来要付诸东流，他内心十
分悲愤，“酒杯罢遣愁眉唱，诗句频教老婢听”（《饮酒》）。
世态的炎凉，官场的险恶，生活的清苦，使他对民间百姓的疾苦有了更深层的体会，诗歌成了他抒发
愤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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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初秋，我有幸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齐森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回首三年读书生涯，心中涌动的是一种感激——真挚地感谢我的导师齐森华先生！
我之所以能够走上治学这条路，是与齐老师的教诲与提携分不开的。
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齐老师对我在学业与生活上的关怀与帮助入微备至，慈爱有加，恩师难忘，
师恩永志！
记得入学不久，就与齐老师商讨论文选题事。
我一度欲以“清代戏曲评点”或“中国戏曲评点”作为研究选题，把此想法与齐老师说后，齐老师很
赞同，并借了相关书籍资料予我参考。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放弃了，至今想来，还颇觉遗憾。
由于入学前在地方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在区域文化与江西历代名人研究方面有所积累，我注意到：号
称“乾隆三大家”而与袁枚、赵翼并举的蒋士铨，称得上是有清一代在全国文坛享有盛名的少数几位
江西籍作家之一，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大家，学界对其研究却很薄弱。
一个无可否定的事实是，仅以袁、蒋、赵三家研究作比较，有关袁枚、赵翼的研究论著，举不胜举，
反观蒋士铨的研究论著，却是屈指可数；长期致力于研究袁、赵的学者专家，不计其数，而能纵贯性
、系统性去长期深入探讨蒋氏文学创作的研究者，却是凤毛麟角。
鉴于学界对蒋士铨文学创作研究还处在一种缺乏系统全面、科学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现状，在征得齐老
师同意后，遂把《蒋士铨研究》定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拟对蒋士铨的诗歌、戏曲、词、古文及其评
点文学作一全面的综合研究与论述。
本书就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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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士铨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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