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清诗研究的力作'

000评夏勇#清诗总集通论$

! 周于飞

清代诗歌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耕耘!逐渐从乏人问津的冷门成了学术研究的热
门'尤其进入!.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开始投身于清代
诗歌研究!给这一领域带来了空前的活力'目前!清诗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与深入'不论
传统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还是流派+群体+地域+家族+女性+总集+文学思潮+文学接受研
究!乃至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均有一批有分量的成果面世'这其中!夏勇的%清
诗总集通论&#前身为浙江大学!"..年0月博士学位论文%清诗总集研究#通论$&$便是总
集研究领域的一部颇具代表性的著作'

清诗总集为数众多!十余年前!本师朱则杰先生在为%清史"典志"文学艺术志"诗
词篇&撰写%清代诗词研究综述&时!根据%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清史稿艺
文志拾遗&等著录!提出应有两千种以上存世'该数字后即为%清诗总集通论&所继承'经
过数年来的进一步调查!加之近些年杜泽逊教授主持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的竣工!以及
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相关成果渐次面世!这个两千种的数字恐怕应该修正为五千种甚至
一万种以上'但不论是两千+五千还是一万!我们可想而知这是一份极其丰厚的文学文化
遗产!也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复杂而又异常精彩的学术世界'然而!如此丰饶而厚重的
文学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遂使清诗总集成为清诗研究乃至整
个清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一处薄弱环节'此前学术界专门从文献学角度研究的!如日本
学者松村昂的%清诗总集叙录&!还只是简单介绍到约两百种'作者有感于这种现状!遂在
朱则杰师的指导下!以)清诗总集通论*为题展开研究!将自清初以来!直至当今的所有清
诗总集视作一个整体!从宏观的层次出发!综合文献+文学+文化等角度!在多维的学术文
化视域之下!对清诗总集研究的几项主要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
超越了已有清诗总集研究成果的格局和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该书的学术特征与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9大幅拓展了清诗总集研究的格局与视野'
这可以从清诗总集研究的历程中见出'现代意义上的清诗总集研究起步甚早!其标

志便是日本已故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先生发表于./!!年的%清诗:总集G就HI&#%关于
清诗总集&$一文'可惜自此之后!清诗总集研究并未顺势而起!而是和整个明清诗文研究
一样!长期处于冷落境地'直到./#/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成规模地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
如日本学者松村昂的%清诗总集.0.种解题&#后增订为%清诗总集.01种解题&$与美国学

!'&

''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科技大学龙山学术人才科研支持计划基金资助成果#.#WKc7.1!.1WKc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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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清诗研究的力作

者谢正光+中国香港学者佘汝丰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便是目前清诗总集研究领域中
问世较早+知名度较高+影响也较大的两部专著'!.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清诗总集研究
更是随着整个明清诗文研究的由冷转热而日益水涨船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已然越
来越多地成了硕博士论文的选题'考察这些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取径!主要有两种/一是
像王卓华%邓汉仪3诗观4研究&+王炜%3清诗别裁集4研究&等那样!或综合考察!或撷取若
干个切入点!集中对某一种清诗总集进行比较深入的个案探索'二是像邓晓东%清初清诗
选本研究&+史哲文%安徽清诗总集研究&等那样!采取中观视角!对一批带有关联性的清诗
总集进行点面结合的考察'此外还有像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刘和文%清人选清
诗总集研究&等那样!在较为宏观的层次上!将若干清诗总集视作一个整体!各自撷取不同
的具体论述维度与对象!进行总揽全局性质的研究'

具体就%清诗总集通论&及其前身%清诗总集研究#通论$&而论!显然属于宏观层次的
研究.并且其论域范围较之偏重于清代诗学研究的%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清人选清诗
总集研究&等来说!是更加宏大的'全书立足高远!从清诗总集的研究意义+繁荣表现+流
变过程+基本类型+编纂体例+文献价值+文学意义+文化内涵!以及对清诗总集研究的展望
等多个角度!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清诗总集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这就大大突破了
此前清诗总集研究领域惯有的局部或个案研究的模式!其研究视野之宏大!研究格局之宏
阔!堪称前所未有'全书无疑有着非常突出的填补学术空白+开拓学术视野的意义'

!9大规模丰富了清诗总集研究乃至清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认知'
综观全书!有大量文献第一次得到披露与考察!大量现象第一次得到梳理与勾勒!若

干规律第一次得到归纳与阐释'例如第一章第二节%清诗总集编纂的流变&获集中论述的
叶书辑%击衣剑&+汪锡纯辑%滑稽诗文集&+毕羁庵辑%立宪纪念吟社诗选&+汪诗侬辑%清华
集&等!便都是此前未经著录的典籍.清中叶时全国性清诗选本与地方类清诗总集编纂的
起落消涨!民国初年南社成员提出编纂%全清诗&的现象及其在清诗研究领域内的意义等!
亦由作者率先论述.至于整个清诗总集的编纂流变历程以及各类型之兴替!乃至其与清代
以来社会历史变迁之关系等!更是此前从未有人梳理过的'

09奠定了清诗总集研究的基石!将对该领域以后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该书采用通论形式!探讨基本问题!揭示主要特征!全方位地展现了有关清诗总集之

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及其价值!为论述清诗总集的文学意义与文化内涵打下了重要基础'
其一系列观点+方法与思路!对于推动整个清诗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引领此后的清诗总集
研究!都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该书多次直接提出清诗总
集内部若干领域的研究价值!余论%清诗总集研究的展望&更是直接设计了一批研究选题!
因而可以生发出相当多的研究选题.第二!该书的论述基本上言之有据!合理得当!其研究
思路与观点可供后续的清诗总集研究者所吸收与借鉴.第三!本书发掘了大量典籍!并对
清诗总集的各主要类型做了系统梳理!可供古籍整理与出版部门人员参考!并据以开列书
单'由于清诗总集涉及清代诗歌的各个侧面!例如诗人群体+流派+结社+八旗诗歌+女性
诗歌等等!因此该书的影响还将与日俱增'

当然!该书虽则成绩突出!但有待改进之处也有一些'这是古往今来任何著作都无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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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论坛"#!"./ 0$#总第.#辑$

避免的'对此!作者其实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该书%后记&里提到/)虽然眼前的这部
书稿较之当初的博士论文!其实已经有所长进!但依旧有大量材料+现象+细节与内涵或者
游离于我的视域之外!或者还需要进行更合理到位的归纳与阐发.同时书中已有的若干概
念+论断+信息等!恐怕也难免存在模糊+片面甚至错误之处'*例如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地
方类&!根据晚清人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认为乡镇总集)就目前来看!滥觞于
明方继学+陈宗阳辑%江南文献录&与佚名辑%江北文献集&*!二者分别面向明代浙江平阳
县的横阳江#今鳌江$以南+以北诸乡!可谓县级总集向乡镇总集的过渡.而)降至清代!乃
真正出现面向单个乡镇的总集*'这一论断其实就未必确切'作者曾向笔者提到!据他新
近查阅地方志材料后得知!面向单个乡镇的总集恐怕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而并非清初'
相信作者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会陆续对该书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与补充'

总之!该书选题新颖+意义重大!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并且有着少见的宏大规模!堪称
清诗总集研究乃至整个清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创获!其将对以后的清诗总集研究
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相关链接!1清诗总集通论2!夏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年#月第.版'

!".#年获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周于飞!女!./18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西南科技大学文
学与艺术学院讲师!从事清代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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