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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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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的诗歌

清代前期的诗歌

１．清初文坛

钱谦益、吴伟业在明朝末年的诗坛上就很有名气，到清朝

初期也继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他们与龚鼎孳被人们称为“江

左三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但诗歌的风格和对

诗歌的诠释却又各具特色。

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年）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常熟

（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考取进士，官至礼

部侍郎，最终因为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罢免。在明末时期

他是一位东林党领袖，在当时也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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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也拥护福王，做了礼部尚书。后来又归

顺清朝，仍为礼部侍郎。但不久告病还乡，但还仍与一些反清

者有联系。在明末写的诗被收录《初学集》，清以后写的收录

进《有学集》；还有在晚年时期创作的《投笔集》，表达了一种把

清复明的思想。到了乾隆期间，他的作品遭到禁毁。

钱谦益是个性格复杂，思想也极其矛盾的人。在他身上

沿袭了明末文人恣肆放诞的习气，但又跳不出维护传统的圈

子；他常以“清流”自居，却又热衷于追逐功名而多次卷入政治

事件。其实在他的内心，忠君思想并不是很强烈与执著，他作

了一首诗《陆宣公墓道行》写道：“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

在何许？”他在归顺清朝之后，又从事反清活动，似乎希望能在

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反复无常的状态，

使他心理经受了痛苦的挣扎，也受了不少责骂，既被那些明朝

遗老们的斥责，又被清朝皇帝所讨厌。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明

末清初之际一些文人对人生的态度非常矛盾。

钱谦益尽管在政治上不太如意，但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

就，将一些明代的诗歌编辑成了一本书叫《列朝诗集》，并且通

过编写《小传》各家诗作进行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理论观点。

钱谦益的诗作，主要结合了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

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的特点，而形成自己诗歌的特点。他对生

活的见解及内心的情感极为复杂，但作为一个极为崇高的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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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党领袖，在向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对于自己表要展

现的自我形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思

考，是用来找到自己恰当的姿态。他曾作过一首诗《十一月初

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

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

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

梦还知否？万树西山早放梅。

崇祯年间，由于魏忠贤失势，钱谦益被朝庭召见，他本以

为能够入仕主政，却被人抓把柄而遭到贬斥。这时的他极为

失落，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诗中流露了怨恨的感，表现了故为

狂放之态，但语言却典雅、温和，能看得出他在刻意压制自己

的情绪。

他在对于国家兴亡的感慨中，感情更为真切一些。如《丙

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之四：

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

字帘前是六朝。

秦淮一景一物依旧，而前朝一切繁华如风一样散去，沉思

万千，哀情跃然纸上。

钱谦益诗歌的语言技巧高超，善于使用典故，词藻华丽，

正合清朝的许多诗人的口味，因为他们喜欢雅致的诗作。

吴伟业（１６０９—１６７２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今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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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人。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进士，官至左庶子。明覆灭

后曾与侯方域相约一起隐而不仕，但迫于清王朝的压力，还是

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多后即以母丧告假回乡。

吴伟业在文学方面十分出众，还是一个十分全面的文学

家才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歌继承了唐

朝的诗风，辞藻华丽，主要善于写七言歌行，尤其长于写时事

的古诗，其代表作有《永和宫词》、《圆圆曲》、《楚两生歌》，与唐

代白居易之《长恨歌》、《琵琶行》曲调类似。因此，后人对他的

“诗史”评论是“诗中有史”。吴伟业的诗歌明的灭亡为分界

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诗作风格是意气风发，诗

歌艳丽；后一阶段的诗作的风格是苍凉萧瑟。

吴伟业同时还是一位清初重要的戏剧家，代表作品有《秣

陵春》、《通天台》、《临春阁》等。他希望通过戏剧创作来寄托

自己的衷肠，更唱出了“伤心痛哭之调”，正如他在《〈秣陵春〉

序》自己所说：“一唱三叹，于是乎作焉，是编也，果有托而然

耶？果无托而然耶？余亦不得而知也。”他的戏剧作品收集在

《乐府杂剧》中。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平生以文章友朋为性命。”由此可

见他文章的热爱，多少还有些自负。他的诗作大多收在《梅村

家藏稿》，另外，他还是清初有名的画家，并有作品流传于世。

《四库提要》论吴伟业诗歌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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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吴伟业诗歌的突出特点是风

华绮丽，例如《田园杂兴八首》（其四）：

竹坞花潭过客稀，灌畦才罢掩松扉。道人石上支颐久，渔

父矶头欸乃微。潮没秋田孤鹜远，阁含山河断虹园。亭皋木

落黄州梦，江海翩跹一羽衣。

又如《无题四首》（其一）：

系艇垂阳暎绿浔，玉人湘管画帘深。千丝碧藕玲珑腕，一

卷芭蕉宛转心。题罢红窗歌缓缓，听来青鸟信沉沉。天边恰

有黄姑恨，吹入萧郎此夜吟。

吴伟业诗歌又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了明

末清初时期民不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如《避乱六首》（其

六）：

晓起哗兵至，戈船泊市桥。草草十数人，登岸沽村醪，结

束虽非常，零落无弓刀。使气挝市翁，怒色殊无聊。不知何将

军，到此贪逍遥？官军昔催租，下令严秋毫，尽道征夫苦，不惜

耕人劳。江东今丧败，千里空萧条。此地村人居，不足容旌

旄。君见大敌勇，莫但惊吾曹。

他创作的大量的作品则表达了眷念故国之深情，人情冷

漠的悲哀，如《过淮阴有感》：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

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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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他到了晚年之时，则偏重于表达失节的悔恨，凄婉动人。

如《贺新郎·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

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

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事，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

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

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

世事，几完缺。

吴伟业曾在临死前说：“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

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所谓“寄托良

苦”，一是指他的诗歌大多影射抨击时政，但迫于清廷的威慑

不敢直言；二是指他借诗歌表达自己失节的悔恨之心，希望后

人能读懂他内心的苦闷，能体察他矛盾的心情，从而唤起人们

的爱国热情。

在清初诗坛上，有两位有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诗人，那就是

施闰章和宋琬，被王士禛称为“南施北宋”。

施闰章（１６１８—１６８３年）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又

号蠖斋，晚号矩斋，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年）

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颇有政绩。康熙十

八年（１６７９年）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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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１６８３年）转侍读，不久病逝于京邸。

施闰章在清初时期以诗著称，他所作的《蠖斋诗话》中主

张“诗有本”、“言有物”，反对“入议论”，对唐诗很推崇，反对

宋诗。

施闰章比较关注现实的作品，如《上留田行》：

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农，犹衔怀中乳。

简明扼要的语言捞写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颇具震

撼力。另外，像《浮萍兔丝篇》、《牧童谣》、《牵船夫行》等，也是

这一类型的作品。

宋琬（１６１４—１６７４年）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今属山东）

人。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进士，授官为户部主事，后升迁为吏

部郎中，出为陇西道。顺治十八年提拔为浙江按察使，后来因

为山东的农民起义，仇家告他有牵连，因为入狱三年。出狱

后，长期在吴越之间流离，到康熙十一年又被朝廷起用，任职

为四川按察使。次年准备前往京城上任，但刚好碰到吴三桂

举兵占领成都，因他的家眷都在成都，心中极为担心，最后在

惊悸忧愁中去世。

他的诗作多抒发愁苦之情，从而反映了在清初的高压政

治下一部分文人的苦闷心情。如《初秋即事》：

病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孤灯寂寂阶虫寝，秋

风秋雨总不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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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琬和施闰章都是明末清初之人，经历了王朝的更替，但

他们在明朝没有做官，后来他在清初时，入仕为官，从传统道

德意义上来看，因传统的变节矛盾没有钱谦益、吴伟业那样尖

锐。但是，明清更替的巨变给他们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宋

琬曾在《赵絃斋中宴集限郎字》，写“南国山川悲庾信，大江烟

雨忆周郎”，“莫向尊前增感慨，汉京闻已讳长杨”，隐隐约约感

受到他的故国之思。

清初诗坛上，还有一批怀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坚决与清王

朝抗争到底的遗民诗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视角

的时代变化，体现了另一种人生价值观。这主要是以顾炎武、

屈大均为代表。

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原名绛，明亡后更名为炎武，字

宁人，亦自署蒋山佣，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

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在年少时候与同乡归庄

一起参加“复社”，清兵入关时，他曾在昆山、嘉定一带参与了

抗清斗争，后来为抗清奔波多年，始终不入清朝为官。有《亭

林诗文集》，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

顾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他的舆地学、音韵学研

究都有很重要的创获；他的重考据的研究方法，逐渐形成清代

朴学的一种风气。在文学方面，由于顾炎武不屑与文人自居，

所以很少有性情之作。流传下来的诗大概四百余首，基本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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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内容多记述明末清初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艺术表现方面，善用典故，语言简朴典雅，体现出了学者的

本色。总而言之，顾炎武的诗文比较注重史实，灵动性稍微差

了一些，但在艰难时世抒发的人生感慨，倒写得感人至深，如

这首《祖豫州闻鸡》：

万国秋声静，三河夜色寒。星临沙树白，月下戍楼残。击

柝行初转，提戈梦未安。沉几通物表，高响入云端。岂足占时

运，要须振羽翰。风尘怀抚剑，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年补，先

鸣意独难。函关犹未出，千里路漫漫。

这首诗表现的是咏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实则以此诗自

喻。他描写了肃杀的秋夜景色，征人抚剑整装的形象，表达了

诗人内心沉郁的情感。这首诗意味深刻，节奏平缓，他的诗歌

基本具备这样的特点。

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年）字翁止，一字介子，广东番禺（今

广州）人。曾加入抗清武装，抗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

北上游历，与顾炎武等人交往。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

三家”，而以屈最为杰出。有《翁山诗外、文外》、《道援堂

集》等。

屈大均与顾炎武虽然都是以“遗民”自居，但各有各的气

质。顾炎武大有整顿一代士风和文风的宏图大志，他的诗古

雅持重，屈大均则自许为英雄之士，他的诗奔放流畅，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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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

屈大均在诗风和人格上对李白都极为推崇，他写了一首

《采石题太白祠》，赞扬李白：“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

前。”他有些诗也具有李白的风范，如《鲁连台》：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

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首联潇洒飘逸，尾联的明快豪放，真是“神似太白，不独形

似”。

在清初被称为“遗民诗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阎尔梅、

钱澄之、杜濬、陈恭尹、吴嘉纪、归庄、王夫之、黄宗羲等，这里

就不一一论说。

２．康熙、雍正年间的诗人

从康熙初期到中期，出现了能够适应时代变化而成为新

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王士禛。

王士禛（１６３４—１７１１年）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

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明朝灭亡时，他年仅１０岁，没有太多

的历史沧桑感，但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又必须把个人的命运与

清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了解他的诗歌创作的前提。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王士禛中进士，后升迁至刑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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