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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颖于2003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读研期间就以优异的成绩显示出较强
的学术攻坚能力。
不过，对她选择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我仍然有几分担心，因为要在这个题目上做出新意，确非
易事。
除了要熟读《阅微草堂笔记》以及纪昀的诗文著作外，还要在浩如烟海的清史典籍中搜集有关文化、
文学和小说的资料，并对所有这些小说作品以及历史文化状况进行考辨、分析，要在开题报告通过后
的一年半时间内做好这些工作，其困难的确不小。
然而，结果超出我的意想，亦使我惊喜，她把10多万字的论文写出来了，重要的是基本达到了开题报
告的预期，获得了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好评。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是两年前博士论文的修订本。
王颖认真吸收了答辩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补充和修改，使其学术质量有了一个明显的
提升。
这部专著也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些意见也许会有争议，但它富有特色和创见，却是显而易见
的。
祈望这部专著的出版能引发学术界讨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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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颖，女，黑龙江省密山市人，1999年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3年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小说戏曲等。
现工作单位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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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乾隆时期的文治与小说　　清朝自建国始，统治者就将“文治”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
天聪三年，皇太极谕：“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
”清朝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使其特别需要利用汉族文人和汉族文化，以助政权得到天下汉人的认同与
支持。
“文治”首先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吏，通过得士心来获得民心，以治天下。
其次，清朝统治者也想通过“文治”，对天下文人思想进行规范和统一，打击异端思想，巩固统治地
位。
 清朝“文治”在乾隆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乾隆帝自身对于汉族文化甚是沉醉，一生之中作御制诗10万余首，“每一诗成，使儒臣解释，不能即
答者，许其归家涉猎，往往有翻阅万卷而不得其解者。
帝乃举其出处，以为笑乐”。
又喜好鉴别书画，酷爱书法。
虽然乾隆帝反感旗人沾染汉习，但对于治理天下而言，他坚持以“文治”来控制夫下百姓的行为与思
想。
　　乾隆初期，朝廷的各种文治政策基本上沿着康雍时期的轨迹进行，但中期以后，乾隆帝开始建立
所谓盛世的“文治武功”，并醉心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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