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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如何服务“全民阅读”

党大恩

（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摘　要：如何理解“全民阅读”，服务“全民阅读”，是高校图书馆需要研究的重

要课题。高校图书馆必须履行其社会职能，丰富馆藏，自我发展，扩大开放范围，建

立对外分馆，实施校民一体，创新网络查阅等，才能服务于学校和社会，推动“全民

阅读”向纵向方向发展。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

作者简介：党大恩（１９６０—），男，陕西合阳人，编审，现任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馆长。

党的十八大把开展“全民阅读”作为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重要举措列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中。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全面阅读”

时，李克强指出：“书籍和阅读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全民的阅读量逐年增

加，也是中国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将

之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还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

量。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的国民阅读水平，

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很多国家已经把阅读视为国家综合实

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将其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高校图书馆作为阅读资源最丰富

的组织形态，如何更好地引领和服务“全民阅读”，值得我们每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

深思。研究高校图书馆为“全民阅读”服务模式，并加以推广，对开展“全民阅读”、

提高全民素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认识高校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的意义

１．服务“全民阅读”是高校图书馆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能

“开展社会教育”和“开发智力资源”是国际图书馆联合会的共识。高校图书馆

是图书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高等教育机构，当然不能例外。根据知识经济

时代的要求和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特点，“开展社会教育”和“开发智力资源”的内涵

即：在积极为“全民阅读”提供文献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引领和服务“全民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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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所以，服务“全民阅读”是高校图书馆履行社会职能的“份内事”，在新形势下

更是如此。

２．服务“全民阅读”是新形势下对高校图书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２０２０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２０４９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为此，必须尽快提高我国国民的阅读率和阅读质量，

使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得更快。新形势下，对文献资源和人才资

源都较为丰富、又兼具社会教育职能的高校图书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迫切要求，

即：为尽快提高国民素质，不但要尽力为全民阅读提供文献资源，并且要更进一步

做到积极服务“全民阅读”。

３．服务“全民阅读”是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任何机构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与特定的社会需要紧密相连的，高校图书馆也不

例外。引领和服务“全民阅读”，既是社会发展对高校图书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迫

切要求，也是高校图书馆服务职能创新的契机和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高校图书

馆努力践行“开展引领全民阅读服务”，更新服务观念，深入改革管理体制，要更加

着力于培养高水平人才，更加科学地统筹安排校内外服务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使

校内外服务在互相促进中形成一个整体，有力地促进高校图书馆的深层次改革，从

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全民积极落实十八大精神的新形势下，走

出一条校内外服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功之路，极大地促进高校图书馆的自身

发展。［１］

二、我国国民阅读及高校图书馆为之服务的现状及优势

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远远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数据显示，日本人均年阅读图书为４０本、韩国１１本、法国２０本、以色列６４本、俄

罗斯５５本、美国５０本，而我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 ４．２５本；２０１１年

４．３５本；２０１２年４．３９本；２０１３年４．７７本。国民阅读现状堪忧，与世界强国差距很

大，全民阅读情况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趋势日益加剧。许多有识之士

呐喊振呼，２０１３年两会期间，百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议案，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

国家战略，倡导设立国家读书节，并呼吁早日立法。

２０１４年发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超七成国民认为读书很重要；

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读书很少；超六成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超

六成以上的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这说明国民阅读的愿望还是比

较强烈的，但效果不好。原因有很多，有硬件设施方面的；有时间方面的；有经济方

面的；有出版方面的；也有快餐文化泛滥方面的等。其中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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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就是一主要原因。没有布局合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很难想象会有学习型社

区、城镇和社会的形成，所以图书馆的建设和布局是开展读书活动的基础。我国图

书馆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了公共馆、高校馆、科研馆、儿童馆

等，各个馆基本上互不来往。长期以来，公共馆承担了国民阅读需求的重任。据权

威部门的资料统计，我国１０００多所高校图书馆拥有藏书６．６亿多册，而公共馆为４

亿册；高校馆拥有网络版电子期刊６５％，公共馆仅为２８．６％；高校馆拥有联机数据

库３０％，公共馆仅有２．９％。我国公共馆人均图书占有仅为０．２７册，平均约４０多

万人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而美国平均约１．７万人拥有一所图书馆。从这组数据中

能明显地看出，公共图书馆难以独立满足社会阅读的需求。如果占社会文献资源

总量６０％的高校图书馆能向社会开放，无疑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阅读需求，对全民

阅读推广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而且我国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文献利用率偏低的现

象，藏书流通率平均低于４０％，相当于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的馆藏在睡觉；而寒暑

假期间，高校图书馆也基本闲置，这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

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大学图书馆都向公众开放。我国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也陆续有多所高校图书馆开展了形式不一的社会化服务，但由于数

量不广、力度不够、层次不深、宣传不到位等原因，至今仍形不成气候。高校图书馆

要转变服务理念，在为本校师生服务的同时，也应该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这不仅

是图书馆事业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２］

高校图书馆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成为读书活动的主要

阵地，也是倡导全民阅读的主要力量，以高校图书馆为主导开展阅读服务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

１．高校图书馆不仅具有丰富的馆藏纸版资源，而且还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这

些都为阅读服务奠定了丰厚的资源基础

远程访问技术的发展为校外读者提供了方便，也大大拓展了高校图书馆的读

者群，为开展阅读活动提供了方便。只要有网络的地方，读者就可以通过远程账号

检索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另外，一些高校图书馆手机服务功能的开通，也为边远地

区的农村居民提供了条件。

２．高校图书馆造就了大批经验丰富的图书馆员、高素质的大学生读者和各学

科教授专家等人力资源

图书馆员不仅熟悉本馆的纸版馆藏资源，还能掌握本馆和网上免费的数字资

源，可成为阅读推广的倡导者，提供并有针对性地组织大量多载体的有用资源，量

体裁衣为阅读对象提供资源服务，指导阅读活动的实施；大学生学科齐全，而且年

轻有激情，可成为阅读服务的中坚力量，成为有力的组织者和志愿服务者；各学科

的教授专家掌握着各自最权威、最前沿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可为阅读对象提供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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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面的咨询和指导。［３］

三、高校图书馆在为“全民阅读”服务创新中实现发展新亮点

１．服务“全民阅读”，扩大开放范围

高校图书馆的“全民阅读”活动，需要向群众和社会扩大开放范围，才能真正实

现全民受益。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一改原来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局限性、

被动性，想方设法在服务方式、服务理念上求得创新，从而确保高校图书馆学科化

服务的优质高效。要拓展公益性服务范围，调动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积极性，增

加、增强图书馆的服务功能，让普通民众能够真正投入到高校图书服务中来，让“全

民阅读”得到有效的开展；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全民阅读”在知识摄取上是被

动的，有时出现了新的书籍、新的期刊，或新的专业学术论文，大学生、教师、乃至普

通民众都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这就需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主动将信息通过各种方式，及时传递给大家。

２．服务“全民阅读”，建立对外分馆

有时高校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的时候，因为图书馆场馆面积有限，图书馆

在校园内不方便等因素，束缚了高校图书馆的对外开放，这时就要推行创新管理，

设立校外分馆，推动“全民阅读”。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创新，如果想走在前列、立于

潮头，要想先进就必须要在管理上下一番真功夫。管理见不见成效，是图书馆的立

命之本，只有科学创新的管理，才能确保管理上优质畅通。另外，抓管理就要堵塞

漏洞和不足，防止在工作人员身上出现漏洞和不足，要在管理程序和管理制度上查

找漏洞和不足。待弥补了不足，堵塞了漏洞之后，再着手于图书馆的管理创新。设

立校外分馆，即高校图书馆的分支管理，其主要目的是更好地方便群众，更方便地

对外开放，更快捷地完成“全民阅读”工作。

３．服务“全民阅读”，实施校民一体

在高校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活动时，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就是不能

在针对民众和学生的出现两层皮的现象，而是要推进校民一体化进程，就是针对学

生和针对普通老百姓，服务都是一样的。这也是在个性上的标新、服务上的创新。

所谓个性，就是在管理、服务、知识三者成功创新的基础上，确保本高校图书馆自身

具有的个性，就是每一所高校的图书馆都要有自己标新立异的地方。同时，在图书

馆学科化知识服务上更要体现出不同于同类图书馆的地方，这就是个性，而不是特

色，个性与特色有机融合，但又是独立和不冲突的。高校图书馆的个性标新，可以

借鉴和传承本高校的传统文化底蕴；可以在知识服务上下功夫、找突破点，寻求不

同于其他高校的学科化知识服务；可以从图书馆的书藏布局、知识框架、书馆格局

等方面予以标新立异，敢当独一无二的高校图书馆。总之，在校民一体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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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的活动中，就是要始终坚持“快捷、高效、优质、高速”的原

则，让学生和百姓都能享受到在高校图书馆读书的快乐。

４．服务“全民阅读”，创新网络查阅

推行网络查阅，或者是网络阅读，将是高校图书馆推行“全民阅读”活动中的一

项创新性服务，也是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机制、服务机制上的一个重大的创新。高校

图书馆机制的创新，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的创新，是需要长时间探索和完成的课

题。同时，机制创新又是一篇大文章，它需要组织优化图书馆各个组成部分、各个

要素之间的组合，要切实提高效率、提升运行质效，增强图书馆整个组织机构的竞

争能力。要做到机制整个涵盖内容的创新，其中包括制度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创

新、竞争机制创新、经营机制创新、发展机制创新、约束机制创新等等，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高校图书馆推行创新网络查阅，必然会对“全民阅读”起到推波助澜的重

要性作用，也会确保图书馆机制的长效性，充满活力和生命力。

５．服务“全民阅读”，建立图书馆联盟

高校图书馆通过与公共图书馆联网，构建公共阅读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

优势互补，作为一个基层网点进入到社会信息资源建设工程中，融入社会大信息系

统。不但能增强其亲和力，而且能提升其服务功能，为社会读者提供更多的电子阅

读文本，与公共图书馆形成合力，共同解决社会读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问题，大大增强为全民阅读提供文献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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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大诗人屈复生平及文学成就述略

赵怀忠

（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摘　要：清初大诗人屈复，陕西蒲城人，一生安贫乐道、志存高洁，著书立说无

数，其诗以“寄托说”闻名，托事于物，因事寄兴。

关键词：清初；诗人；屈复；生平；文学成就；寄托说

作者简介：赵怀忠（１９５８—），男，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

一、生平思想

屈复，生于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年２月１９日），初名北雄，后更名复，字见心，号悔

翁，晚号逋翁、金粟老人。蒲城（今属陕西）人，出生在县城内北街。祖父屈瑛任明

朝礼部儒官。父亲屈必旦生于明万历４７年，２５岁时遇甲申之变，吴三桂引清兵入

关，明亡后隐居不仕，常谓读书应以保持名节为务，教子甚严，读书守正，布衣终生。

国事、家事，在屈复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家风熏陶下，屈复产生了

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决心不辱志节，不仕清朝。甫三龄，生母冯氏谢世。８岁入私

塾，从单肃于崇寿寺，谈吐惊人。１９岁时屈复参加县童子试得了第一名。然无意八

股，拜访富平李因笃，留谈旬日。李称：“三秦之秀，尽在是矣。他日成就，非余所能

量也！”造访眉县李柏，留谈月余，李柏步行二十里送屈复出太白山。（屈来泰：《皇

清征君显曾祖考晦翁府君行述》）他放弃功名，浪游各地，足迹踏遍了河南、山西、河

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奔波５０余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并四至京师，三下江南，所到之处惟游访名胜古迹，先贤轶事，从不晋谒官人。乾隆

元年（１７３６），屈复已六十九岁，清廷举办“博学鸿词”，以招来四方之士，一时天下英

雄云集。刑部右侍朗杨超曾，虽不认识屈复，却十分仰慕他的学问和品德，特上疏

推荐其应试。屈复借口年老多病，坚不应召，也不登杨超曾门第面谢。特作《感遇》

三十首以明志：巢许辞天下，夷齐辞一国；区区一微名，辞之不可得。诗见《弱水集》

卷三。屈复７２岁时尚在北京蒲城会馆撰书，终生未归故乡。

蒲城的风情哺育了蒲城人。自古民风淳朴，刻苦好学便是蒲城风情之精髓、人

才辈出之根本、大气之所在。大气乃礼仪所养，礼仪乃植根学风之盛。清初大诗人

屈复，就是一个决不与世俗同流、永葆民族气节的蒲城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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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复并非明代遗民却终身未应科举考试，以布衣终老。一生浪迹天涯，仆仆奔

走于南北道途，以诗闻名。他以贞隐之士自命，而视杨超曾之荐举为“点污”，措词

之激烈，较拒绝参加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的明遗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身世可能有

难言之隐。

“夫吾家，自汉迁关中至今已忘乎为楚人矣。……遥望荆郢，郁葱之气，涌耀夕

阳乱流间，莫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国耶？”这是屈复１７３８年在《楚辞新注》

自序中回忆１６９４年远游南楚，追寻湘源，凭吊远祖的情景。

汉初，大臣刘敬建议：“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氏）、楚昭、屈、景莫与。……臣

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汉书·卷４３》）汉高

祖刘邦于公元前１９８年接受建议，“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由氏关中。”（《史记·

卷８》）

屈复为家族祠堂所撰的两副对联即可见他追念远祖恩泽：“溯尧舜禹汤文武、

贤圣相承，莫不源源根本，安敢忘湘水衡山，入函谷一时垂统，历汉晋唐宋元明，千

戈是继，依然叶叶成林，庶几协黄河华岳，享蒲城百代先祠。”和“汉以来迁关中大

姓，计岁月三千，文光剑气，轩盖簪缨，滔滔滚滚，余数行诗书泽间，渡率由潜德丰

功，流风可法，己不必远涉湘沆，何须论郢水诸君，遥遥华胄；秦之右称海内清门，壮

河山百二，翠柏苍松，崔嵬磊珂，振振诜诜，留一片孝悌基合，祠用享长条奕叶，谱系

足征，虽久经枝华洛，宜共附漫泉宗子，落落盘根。”（注：屈复系出华阴，后分蒲城洛

川）

康熙三十年前后，陕西连续五年荒旱，人口余半。翌年，其父饥寒毙命，贫不能

葬。直至一年半后，方入土为安。２７岁那年，屈复变卖部分家产，作《别先君墓》

《别病妇》等诗，背井离乡，开始了他浪迹天涯的一生。

《蒲城县新志·屈复传》说他：“往往灶不举火，而谈诗不少衰。下笔千言立就，

警句奇辞，大率自饿腹中涌出”。生活的困厄，并没有阻遏他对艺术的追求。［１］

屈复一生曾数次寓居北京，在京时与各界知名人士多所往还，堪称传奇色彩的

是怡亲王允祥曾欲聘为记室，屈复三辞怡贤亲王岁致千金之聘，表明自己志存高洁

及安贫乐道的决心。三辞前后达２１年，足见其志坚、其德重。屈复为人如此，故其

所言置信度很高。

二、文学成就

１．屈复以创“寄托说”而闻名

屈复的“寄托说”是针对王渔阳首树的“神韵说”（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正为其真谛）、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要人们效颦汉魏李唐诗

风，专门为清统治者歌功颂德，三呼万岁）、袁枚的“性灵说”（吸取了明袁宏道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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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主张抒写胸臆，辞贵自然，反对以理学束缚诗歌，坪击神韵说及格调说，但因生

活所囿，多为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而提出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李元度说：“其

论诗，於兴赋比外，专以寄托为主。”（《国朝先正事略·文苑》卷３８）闽县郑坤亦曰：

“先生论诗专以寄托为主，谓陶之饮酒，郭之登山、左之咏史，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

而借题发挥之，未可刻舟求剑也。”（《清名家诗人小传》）寄托是我国诗歌的传统表

现手法。所谓寄托，即创作要言之有物。“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亦同理。诗倘无弦

外之音，不能让人回味，实乃败笔。但屈复的寄托还带有时代特征，他生活在“康乾

盛世”，然这是一个极其专制的时代，文字狱史不绝书。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因

戴名世在《南山集》中记永明王事迹而案发，戴被处死，已死的方孝标被开棺碎尸。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试题，因被雍正皇帝认为

系对他有斩头之意而戮尸袅首。这年还钱名世案，七年的吕留良案，乾隆年间，胡

中藻以“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为试题被附会为攻击乾隆年号而成刀下冤魂。这些案

件动辄剿灭九族甚而加上学生称灭十族。在此高压下，许多文人钻进故纸堆。

为了以诗歌为武器，同统治者作斗争，屈复采取寄托说。如他的《弱水集》即取

弱水倒淌河，不与统治者合作之意。他的诗比兴多，赋少。他长于托事于物，因事

寄兴。对于时事，取譬引类，含沙射影。大至山川名胜、江河湖海，小至燕雀蛐蛛、

蚊蝇蚤虱，都因物名题，“或阐发幽潜，或借抒胸臆”（《行述》）。如他的七绝“燕赵

女儿桃李花，双垂红袖抱琵琶。春风楼上弹新曲，谁为明妃怨汉家？”明写昭君，暗

挞汉奸文人投靠新主。［２］

屈复熟悉历代兴亡史实，自负有经世才略，曾说：“随行一卷惟黄石，烂在腹中

三十年。”（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屈复诗的风格浑劲朴真、悲凉郁勃，现存五言

七言近体和古体２２００多首，全部收集在《弱水草堂诗集》中。内容大多咏史记事，

旅游酬答，在不少作品里表达了他的故国兴亡感慨。如《过流曲川》记述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吴三桂屠杀他家乡义兵十多万人的史事：“井底蛙声竟何在？十万游魂哭夜

月。满地闲花新落愁，至今河汉皆东流。”诗中对被害民众表示悼念，对起义士兵作

了赞颂。屈复在他众多的诗中，写了许多优国忧民的诗篇。其中４９岁时写的五言

乐府诗《纵阳姚烈妇》向人们描写了一个“窈窕倾国，飘若惊鸿翔”的美貌女子，误嫁

荡子后与三岁的儿子相濡以沫，然有恶少含图她的美色，她不为所诱，自缢身亡，死

后还被赠以荡女恶谥。读来一唱三叹，荡气回肠，足以与《孔雀东南飞》相媲美。他

的《雨雪》则与杜甫“三吏”、“三别”相辉映。在苏州作的《泊唐港》写江水患肆虐、

夜禁严酷，提出“兵祸甚于绿林”的“盛世危言”。《六十生辰》中说：“石转志莫移，

电流空自讼。永怀劬劳思，此日能无痛？”显示他的志节和对故乡及亲人的怀念。

其他如《送故乡亲友下第旋里》７首、《送陈宗五旋里》１０首等诗也都写了不忘恢宏

的抱负和有家难归的心境。

—０１—

理论研究·事业建设



屈复论诗主张“寄托”。由于清廷文网颇密，文人动辄得咎，因此诗人许多委屈

难言之处，只能以诗寄托出之。屈复也不得不像庄子一样，“以谬悠之说，荒唐之

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騏”（《庄子·天篇》）。即使这样，杭世俊《词科掌录》

对其《明妃怨》、《杂诗三首》也没有放过，指名道姓问其寄托为何物？屈复曾感叹是

要置他于死地。即使屈复生前幸免于难，死后《弱水集》也被列为禁毁书目，从此被

埋没一百多年。

清代诗坛盟主沈德潜、袁枚、杭世骏等对屈复大多不满，称他“过自矜许，好为

大言”［３］，一笔抹杀，致使屈复后来声名不彰。

２．人们对于屈复文学成就的评价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蒲城秀才贺克璋作书记于万全县幕，读收有屈复２２１７首诗

的《弱水集》后感慨：“是集不传，关中其无人矣！”筹金刻印。马授畴、陈长镇为之评

注、资助，同时，付梓屈复的８卷《楚辞新注》。翌年秋，屈复至郯城，马授畴为《弱水

集》（２２卷）作序。

乾隆八年，屈复南下广陵，友人刘藻、高士钥等阅《唐诗成法》、《王溪生诗意》８

卷后感叹：“此后学之规范也！”遂筹资刻印。

《四库全书总目》评道：“复颇工诗，故能求诗人言外之意，与拘言论涉理路者有

殊。”

巢可托、马授畴评其诗“当与少陵、青莲（注：指杜甫、李白）并，《离骚》一注，尤

得三闾真义”（《行述》）。

《清史列传·文苑传》评其著作：“偿注《离骚》，自以新意疏解之，颇得骚人言

外之旨；说李义山诗，一洗穿凿附会，常谈论诗于赋、比、兴之外，专以寄托为主。

……其诗浑劲质朴，独开新面，托意不凡。郑方坤、王昶甚称之。”

《辞海》１９７９年版称其“乾隆初以博学鸿词征，不赴，能诗”。

张耀先“谓近世关中人物称三李（注：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周至李閧），俯君

志节近二曲、雪木（李閧顺及李柏）殆非子德太师（李因笃）所克埒，而振奇磊落壁立

千初之概，当与古人参席焉”。

《蒲城县新志·人物·文学》评其成就“诗道自明季以来、王、李（王世贞、李攀

龙）运衰，钟袁（钟谭、袁宏道）派作。至渔阳主盟，标唐贤三味以新天下之耳目，赵

秋谷（赵执信）从而诱之。而复以穷愁布衣，联镳其后，沉郁顿挫，悲壮苍凉、笔惊风

雨、词泣鬼神。益合少陵、放翁、李崆炯（李梦阳）之佳者一炉而冶”。

江南许元基评为“国朝第一、信不虚心也”。

郑坤说：“今读其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知先生之托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穷

诘者、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足为外人道也。”（《清名家诗人小传》）

另外，《清史列传》、《中国名人大词典》、《二南遗音》（刘九碗著）、《味静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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