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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端，所辖海宁市、平湖市、桐乡市、海

盐县、嘉善县及秀城区、郊区，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

辉煌。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表明了这里也是

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几千年来，嘉兴人民创造了灿烂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孕育出大批文人学士；慧心巧手，绘制了

无数艺术瑰宝。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光照千载，泽被后世。文化之

邦，洵非虚语。 。

嘉兴的文艺繁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各种文艺样式丰富

全面，百花纷呈，无论是诗词、小说、文艺理论，还是戏剧、曲艺、民

间文艺、美术、书法，直到现当代的摄影、电影、电视等，都成就斐

然，在我国的各类文学艺术志史中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二是文

艺发展历史连绵几千载，“江山代有才人出”，在历朝的文艺史上，

都载有嘉兴文学艺术家的业绩，特别是明清以后，更是大家迭起，

蔚为壮观。正是有着这样天广地厚的人文渊源，进入近现代，才出

现了王国维、茅盾、丰子恺、徐志摩、朱生豪等彪炳史册的巨擘。

为了对全市文学艺术作一个总览，我们在市委、市府的支持

下，以史为经，以代为纬，编纂了本书，尽力概其貌，以志。在工作

中，虽努力多方搜集资料，条分缕析，对有些有分歧或传误的人名、

年代、书名等作了认真考辨，并几经增补，错漏之处仍恐难免。同

时，由于本志的性质和占有资料的关系，有些地方体例和内容的详

略可能不尽妥贴。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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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市文联所属各协会、市志办、市文化局、各

县(市、区)文秩、文化局及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

谢忱。

本书编成于1991年，待到今年付梓之际，已载入的文艺家这

几年里有不少新作佳作问世，一批未载人的新人新作脱颖而出。可

惜均未及添补，成了遗珠之憾。
‘

·2·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九九七年七月



目

． 第一编 文 学

第一章诗歌⋯⋯⋯⋯⋯⋯⋯⋯¨⋯⋯⋯⋯⋯⋯⋯⋯⋯⋯⋯(1)

第二节清代以前的诗歌⋯⋯⋯⋯⋯!⋯⋯⋯⋯⋯⋯⋯⋯”(2)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诗歌(顺治、康熙、雍正年问)⋯⋯⋯⋯⋯(6)

第三节 清代中期的诗歌(乾隆、嘉庆年间)⋯⋯⋯⋯⋯⋯⋯(16)

第四节 清代后期的诗歌(道光至宣统年问)⋯⋯⋯⋯⋯⋯(21)

第五节现、当代的诗歌⋯⋯⋯⋯⋯⋯⋯⋯．．．⋯⋯⋯⋯⋯(28)

第二章词曲⋯⋯⋯⋯⋯⋯⋯⋯⋯¨⋯⋯．．．⋯⋯⋯⋯⋯．．-．(37)

第一节 清代以前的词曲⋯⋯⋯⋯⋯⋯⋯⋯⋯⋯⋯⋯⋯(38)

第二节清代词曲⋯．．．⋯⋯一．．⋯⋯⋯⋯⋯⋯⋯⋯⋯⋯⋯(41)

第三节浙西词派⋯⋯⋯⋯⋯⋯⋯⋯⋯⋯⋯⋯⋯⋯⋯⋯(50)

第三章小说、散文、译作和文艺理论⋯二⋯⋯⋯⋯⋯⋯⋯”(54)

第一节古代的笔记小说⋯⋯⋯⋯⋯⋯⋯⋯⋯⋯⋯⋯⋯(55)

第二节 古代的通俗小说⋯⋯⋯⋯⋯⋯⋯⋯r⋯⋯⋯⋯一(61)
第三节 古代的骈文、散文⋯⋯⋯⋯⋯⋯⋯⋯⋯⋯⋯⋯⋯(64)

第四节现代小说、散文和译作⋯⋯⋯⋯⋯⋯⋯⋯⋯⋯⋯(67)

第五节 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一茅盾⋯⋯⋯⋯1⋯⋯⋯⋯(71)
第六节 当代小说、散文⋯⋯⋯⋯⋯⋯⋯⋯⋯⋯⋯⋯⋯⋯(76)

第七节文艺理论⋯⋯⋯⋯⋯⋯⋯⋯⋯⋯⋯“⋯⋯⋯⋯(83)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编 戏剧、曲艺

第一章声腔和地方剧种⋯⋯⋯⋯⋯⋯⋯⋯⋯⋯⋯⋯⋯⋯(90)

第一节声腔⋯⋯⋯⋯⋯⋯⋯⋯⋯“⋯⋯⋯⋯⋯⋯⋯⋯·(91)

第二节地方剧种⋯⋯⋯⋯⋯⋯⋯⋯⋯⋯⋯⋯⋯⋯⋯⋯(92)

第二章表演团体⋯⋯⋯⋯⋯⋯⋯⋯⋯⋯⋯⋯⋯⋯⋯⋯⋯(101)

第一节杭嘉湖水路班子⋯⋯⋯⋯⋯⋯⋯⋯⋯⋯⋯⋯⋯(102)

第二节专业剧团⋯⋯⋯⋯⋯⋯⋯⋯⋯⋯⋯⋯⋯⋯⋯⋯(108)

第三节 民问业余剧社(戏班)⋯⋯⋯⋯：⋯⋯⋯⋯⋯⋯”(121)

附录：牌下⋯⋯⋯⋯⋯⋯⋯⋯⋯⋯⋯_⋯⋯⋯⋯⋯⋯⋯(125)

水路班子工资形式及其演变⋯⋯⋯⋯⋯⋯⋯⋯⋯(128)

+嘉兴戏衣戏具厂⋯⋯⋯⋯⋯·．．．⋯⋯⋯⋯⋯⋯⋯⋯(130)

第三章戏台、剧院⋯⋯⋯一⋯⋯⋯⋯⋯⋯⋯⋯⋯⋯⋯⋯(132)

第一节’庙台⋯⋯⋯⋯⋯⋯⋯⋯⋯．．．⋯⋯⋯⋯⋯⋯⋯⋯(132)

第二节剧院⋯⋯⋯⋯⋯⋯⋯⋯⋯⋯⋯⋯⋯⋯⋯⋯⋯⋯(138)

第四章剧作家、翻译家、理论家和戏剧演员⋯⋯⋯⋯⋯⋯(142)

第一节剧作家、翻译家、理论家⋯⋯⋯⋯⋯⋯⋯⋯⋯⋯(143)

第二节戏剧演员⋯⋯⋯⋯⋯⋯⋯⋯⋯⋯⋯⋯⋯⋯⋯⋯(151)

附录：嘉兴市(地区)在省历届戏曲会演中参演剧目

与获奖名单⋯⋯⋯⋯⋯⋯⋯⋯⋯⋯⋯⋯⋯⋯⋯⋯(156)

剧目存录⋯⋯⋯··：⋯⋯⋯⋯⋯⋯⋯．．．⋯⋯⋯⋯⋯(157)

第五章’曲艺⋯⋯⋯⋯⋯⋯⋯⋯⋯⋯⋯⋯⋯⋯⋯⋯⋯⋯⋯(160)

第一节嘉兴市评弹团⋯⋯⋯⋯⋯一⋯⋯⋯．．．⋯⋯⋯⋯(160)

第二节 平湖钹子书和平湖县曲艺团⋯⋯⋯⋯⋯⋯⋯⋯(161)

第三节 嘉善宣卷和嘉善评弹团“⋯⋯⋯⋯⋯⋯⋯⋯⋯(163)

第四节 桐乡“三跳”和桐乡评弹团⋯⋯⋯⋯⋯⋯⋯⋯⋯(164)

第五节海盐、海宁评弹团⋯⋯⋯⋯⋯⋯⋯⋯⋯⋯⋯⋯(165)

第六节 曲艺演员⋯⋯⋯⋯⋯⋯⋯⋯⋯⋯⋯⋯⋯‘⋯⋯·(166)

·2。



’

第三编 音乐、舞蹈

第一章音乐··：⋯⋯⋯⋯⋯⋯⋯⋯⋯⋯⋯⋯⋯⋯⋯⋯：⋯一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民间音乐⋯⋯⋯⋯⋯⋯⋯⋯⋯⋯⋯⋯⋯⋯⋯⋯

第三节音乐家⋯⋯⋯⋯⋯⋯⋯⋯⋯⋯⋯⋯⋯⋯⋯⋯⋯

第二章舞蹈¨⋯⋯⋯⋯⋯⋯⋯⋯⋯⋯⋯⋯⋯⋯⋯⋯⋯⋯

第一节 民间舞蹈⋯⋯⋯⋯⋯⋯⋯⋯⋯⋯．．．⋯⋯⋯．．，⋯

第二节建国后的舞蹈⋯⋯⋯⋯⋯⋯⋯⋯⋯⋯⋯⋯⋯⋯

第三节舞蹈家⋯⋯⋯⋯⋯⋯⋯⋯⋯⋯⋯⋯⋯⋯⋯⋯⋯
’

，

第四编 电影、电视及摄影艺术

第_章影视艺术⋯⋯⋯⋯⋯⋯⋯⋯⋯⋯⋯⋯⋯⋯⋯⋯⋯(201)

．第一节．电影艺术⋯⋯⋯⋯⋯⋯⋯⋯⋯⋯．．．⋯⋯⋯⋯⋯(201)

第二节 电视艺术⋯⋯⋯⋯⋯⋯⋯⋯⋯⋯⋯⋯⋯⋯⋯(204)

第二章摄影艺术⋯⋯⋯⋯⋯⋯⋯⋯⋯⋯⋯⋯⋯⋯⋯⋯⋯(206)

，+ 第一节发展概况⋯⋯⋯⋯⋯⋯⋯⋯⋯⋯⋯⋯⋯⋯⋯⋯(206)

第二节摄影家⋯⋯⋯⋯⋯⋯⋯．．．!一⋯⋯⋯⋯⋯⋯⋯··(206)

第五编 民间文艺 ．

‘

第一章民间故事⋯⋯⋯⋯⋯⋯⋯·!⋯⋯⋯⋯⋯⋯⋯⋯⋯·(213)

第二章．．民歌⋯⋯⋯⋯⋯⋯⋯⋯⋯⋯⋯⋯⋯⋯⋯⋯⋯．．．⋯(216)

第三章民间文艺家⋯⋯⋯⋯⋯⋯⋯⋯⋯⋯⋯⋯⋯⋯⋯⋯(220)

第六编 绘画、书法、篆刻及工艺美术

第一章绘画⋯⋯⋯⋯⋯⋯⋯⋯⋯⋯⋯⋯⋯⋯⋯⋯⋯⋯⋯(223)

第一节古代的绘画⋯⋯⋯⋯⋯⋯⋯⋯⋯⋯⋯⋯⋯⋯⋯(223)

第二节现当代的绘画⋯⋯⋯⋯⋯⋯⋯⋯⋯⋯⋯⋯⋯⋯(230)

～．3．

、，、，、，、，、，、，、，、，

9

9

1

5

1

1

5

9

6

6

7

7

8

8

9

9

1

1

11

1

1

11

1

1，～，L，L，＼／L，L，k，～



第三节新时期的绘画⋯⋯⋯⋯⋯⋯⋯⋯⋯⋯⋯⋯⋯⋯

第四节嘉兴郊区农民画⋯⋯⋯⋯⋯⋯⋯⋯⋯⋯⋯⋯⋯

第二章书法与篆刻⋯⋯⋯⋯⋯⋯⋯⋯⋯⋯⋯⋯⋯⋯⋯⋯

第一节古代的书法与篆刻⋯⋯⋯⋯⋯⋯⋯⋯⋯⋯⋯⋯

．第二节 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书法与篆刻⋯⋯⋯⋯⋯⋯

第三章工艺美术⋯⋯⋯⋯⋯⋯⋯⋯⋯⋯⋯⋯⋯⋯⋯⋯⋯

第一节古代的工艺美术⋯⋯⋯⋯⋯⋯⋯一⋯⋯⋯⋯⋯

第二节现当代的工艺美术⋯⋯⋯⋯⋯⋯⋯⋯⋯⋯⋯⋯

第三节硖石灯彩与平湖西瓜灯⋯⋯：⋯⋯⋯⋯⋯⋯⋯··

第七编 文艺社团及文艺刊物
‘

第一章文艺社团⋯⋯⋯⋯⋯⋯⋯⋯⋯⋯⋯⋯⋯⋯⋯⋯⋯

第一节文艺社团简介⋯⋯⋯⋯一⋯⋯⋯⋯⋯⋯_⋯⋯

第二节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三节县(市)和企业文联⋯⋯⋯⋯⋯⋯⋯⋯⋯⋯⋯⋯

第四节其他文艺团体⋯⋯⋯⋯⋯⋯⋯⋯⋯⋯⋯⋯⋯⋯

第二章文艺刊物⋯⋯⋯⋯⋯⋯⋯⋯⋯⋯⋯⋯⋯⋯⋯⋯⋯

第一节《烟雨楼》⋯⋯⋯⋯⋯⋯⋯⋯⋯⋯⋯⋯⋯⋯⋯⋯

第二节各县(市、区)的文艺刊物⋯⋯⋯⋯⋯⋯⋯⋯⋯

附 录

(237)

(241)

(243)

(243)

(248)

(256)

(256)

(262)

(264)

市图书馆藏嘉兴籍文学艺术家著古籍要目⋯⋯⋯⋯⋯·：⋯·(297)

·4·

))))))))

8

8

O

6

8

3

3

4

6

6

7

8

8

9

9

9

2

2

2

2

2

2

2

2

，～，＼，L，～／＼

(／k，L



菱曩黧⋯。烹。⋯。差c|

第一章 诗 歌

诗歌在中国的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同样也在嘉兴文学中

占有突出地位。嘉兴在春秋时地处吴越之交，战国时属楚辖。吴歌、

越歌、骚声一直流传在民间，并给文人以深刻影响。唐朝以前，由于

时代久远，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唐朝开始，代有才人佳作传世。特别

是明代中后期后，资本主义开始在嘉禾平原及与之毗邻地区萌芽。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诗人诗作如林，奠定了“文化之邦”的基础。今

嘉兴图书馆所藏清代沈季友、胡昌基编辑的《榜李诗系》及续集，共

收集从古至清的嘉兴诗人近4000家，尚不含海宁市(因海宁当时

属杭州郡)。花隆年间沈德潜选编《清诗别裁集》，收取了自清初至

乾隆时的诗人900余人，嘉兴籍诗人占50多人。钱仲联先生编辑

的《清诗纪事》共收集整个清代6000余诗人，嘉兴籍占350多人，

且大多有诗集传世。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嘉兴诗歌在清代诗歌中

·1 ·



的重要地位。其中如朱彝尊、查慎行、吕留良、钱载、王昙、黄燮清、

沈曾植、王国维等都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嘉兴籍诗人形成的“秀水诗派”是清代影响深远、

规模巨大的几个诗派之一。纵观诗歌的内容、艺术，都具有鲜明的

特色和较大的成就，值得肯定。进入近代，嘉兴诗歌又具有反帝反

封建的时代特征。“五四”以后，诗人们致力于诗歌革新，从古典诗

歌向新诗过渡，其中徐志摩的新诗实践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解放

后，诗歌创作走向大众，古体诗词焕发青春，新体诗更加普遍，新一

代诗人茁壮成长。

第一节 清代以前的诗歌

嘉兴诗歌，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是春秋时期越国国君勾践的一

首诗。公元前493年，吴国攻破嘉兴，并俘虏了勾践。勾践在离开

嘉兴时作了《离别相去辞》，其句式情调与战国后期盛行的楚骚体

诗无异，实为楚辞先声。从其形式之娴熟，可知当时必已流行，惜无

更多记载。江南是吴歌的发源地。古人有言：“江南音，一唱直千

金。”晋时有民歌《阿子歌》，写古代嘉兴饲养鸭子的情况。由于时代

久远，唐以前的嘉兴诗歌保存不多。唐以后，记载日多。下面介绍

各时期的诗歌情况；

【汉代诗歌】
。

·

严忌(生卒年不详)：西汉辞赋家，本姓庄，因避汉明帝刘庄讳，

后人改为严。‘由拳(今嘉兴)人。有辞赋二十多篇，其中《哀时命》哀

伤屈原，被收入东汉王逸所编的《楚辞章句》。曾为梁孝王门客。世

称严夫子。其子严助(?二前122)也是西汉辞赋家，有赋三十余

篇，今不传：与淮南王刘安相交，因刘安谋反而被牵连诛杀。‘

·2。



．【唐代诗歌】
’

‘．． ．

唐代嘉兴诗人记载不多，但也有几位影响较大。

丘为：嘉兴人，生卒年不详。天宝进士，曾官太子右庶子，与王

维、刘长卿友善，卒年九十六。其诗大多为五言，内容多写田．园风

物，对唐前期五言格律诗的形成、成熟及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

作出了贡献。原有诗集，现已佚失，《全唐诗》仅存他十余首。其中

《湖中寄王侍御》写自己在嘉兴的隐居生活，表达了不慕富贵、甘愿

淡泊的志向。稍后的丘丹，也有诗传世。 ．、‘

‘

顾况(?一8067)：字逋翁，海盐人。至德进土，曾官著作郎。因

嘲讽权贵而被劾贬饶州司户，后隐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顾况善

诗、画。其画多为山水，其诗不为形式所拘，反映现实广阔，富有创

造精神，多用口语俚语，平易流畅。前人评为：“偏于逸歌长句，骏发

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

也；”(《皇甫浞序》)有《华阳集》三卷。其中如四言诗《囝》，写福建一

带官僚、地主勾结摧残拐卖儿童的触目惊心事实；乐府诗《公子行》

则又刻划一位公子王孙一天中的荒淫豪奢生活；还有写农村景物

的《过山农家》等，都是唐诗中的名篇。 ．

·、其子顾非熊，也能诗，有诗集一卷。．． ：

刘禹锡(772—842)：中唐有名的诗人，唯物主义思想家，“永贞

·革新”的积极参与者。刘禹锡祖籍非嘉兴，其父刘绪时为避安史之

乱，举家南迁。刘禹锡出生在嘉兴，并一直在嘉兴生活到19岁：嘉

禾平原的生活、文化环境，使他从小就热爱诗歌，为他清新、明朗、

豪迈的诗风和广阔的诗歌内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几十年后，他还

在诗中回忆：． ．

． 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 ·．

垂钩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

此事今同，梦想间，相看_笑且开颜。 ．一．

‘．

(《送裴处士应制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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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对江南的残酷剥削，使刘禹锡对江南人民的苦难有

了深切了解。这对他后来坚决参加“永贞革新”、不畏遭贬打击的顽

强精神也有深刻影响。 ．

【宋元诗歌】 ，

宋元时期，如康与之、朱敦儒、岳珂、赵孟坚等避居于嘉兴，留

下不少诗作。嘉兴籍的诗人主要有：

， 施德操：南宋初盐官人，与张九成、杨璇号为“三先生”。其写盐

官《广福禅院》诗句云：“潮从海月生时上，峰在云天尽处横。”

杨璇：南宋初盐官人。有写硖石西山的诗。

王彦和：南宋时桐乡人。曾有《题扇》诗为人称颂：“天边一线征

鸿没，山色浅深墨未匀。’别浦渔舟待归去，夕阳渡口两三人。”

陆德舆：桐乡人，南宋宁宗嘉定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至

元嘉禾志》收其诗。 ．一 ． 一 一·一

许斐：海盐人；南宋理宗嘉熙年问隐居秦溪，于水南种梅数

十，自号梅屋，有《梅屋诗集》。其中《笋蕨羹》：‘‘趁得山家笋蕨春，借

厨烹煮自炊新。倩谁分我杯羹去，寄与中朝食肉人。”讽谕感慨之意

自见。《泥孩儿》中有云：“岂知贫家儿，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

谁或顾生死?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更直接反映现实。

叶隆礼：嘉兴人，南宋理宗淳韦占问进士，官建康府西厅通判，改

国子监簿。其七律《烟雨楼》诗是较早写烟雨楼的诗，其中“棹歌远·

入秋波绿，塔影中分晚照红”，清新如画。另一嘉兴诗人唐天麟(南

宋理宗宝桔间进士)也有《烟雨楼》诗：“四时天色有晴雨，一片湖光

无古今。远塔连阴知寺隐，小舟穿柳觉春深。”
‘

常躲：海盐人，南宋理宗淳韦占进士，累官浙东安抚使。宋亡，

里居。《海盐县图经》收其诗。

张尧同：嘉兴人。有五言绝句组词《嘉禾百咏》，现存《苏小小

墓》、《天心湖》、《长水乡》等10首：当为后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

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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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正：海盐人。宋亡后隐居乡中，元世祖征召，称疾不出。有

《柘上遗诗》等。

赵孟坚、赵孟淳兄弟：宋太祖十一世孙，其先从高宗南渡，家居

于平湖广陈。宋亡不仕。两人皆善书、诗、画。堂弟赵孟颊曾从吴

兴来访，以其降元，孟坚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走后，

使人，涤其坐具。

赵善应：宋太祖七世孙，南渡后居桐乡洲泉。其《题宁师西阁》

诗；“漂泊南来几岁寒，追谈往事漫心酸。云烟暮隔中原望，归折梅

花忍泪看。”

吴镇(1280i1354)：嘉善人。元代画家、书法家、诗人，号梅

花道人。其题画诗、跋，后人辑为《梅花道人遗墨》二卷。虽不以诗

名，但诗风古朴，与画相得益彰。 、

一

【明代诗歌】

明代诗歌成就不大，纠缠于复古反复古之中。至明中后期始有

转机，为清诗繁荣作了准备：嘉兴诗歌也大约如此，较有名的有：

贝 琼：(131411378)：桐乡崇德人，明初被聘为编修《明史》，

后为国子监助教等。少年时曾跟杨维桢学诗，后有诗名。诗风“温

厚之中自然高秀”，“足以领袖一时”。有《清江贝先生文集》，其中诗

十卷，文三十卷。
‘ ’

朱妙端(1423--1506)：海宁女诗人。嫁教谕周济，才华不为其

夫所识。后随夫做官去福建等地。工诗，多佳句，有《静庵诗集》一

卷。现存四十余首。其中《咏虞美人》、《梅花灯笼》等诗，当时传闻。

也不乏忧国忧民、慷慨激昂之作。《玉镜阳秋》评其诗：“上方古人，

可接李清照、郑允端之武；下视近代，颇出陆卿子j徐缓之右。”

苏平、苏正兄弟：海宁人，1435年前后在世。与刘溥、汤允勃等

诗人齐名，时称“景泰十才子”。苏平有《雪溪渔唱》集，苏正有《云壑

集》。 ．

嘲震亨：万历时海盐人，曾．任知县、知州等职。家藏书万卷，日
． ·5‘



夕不倦研读。著有《海盐县图经》等。其选编的《唐音统签》是最早

的唐诗选集，成为清代《全唐诗》的基础。
’

其他尚有海盐张宁、董云、李璋、朱朴、钱琦、钱薇、钱芹、刘熠、

冯皋谟、斯学等，海宁祝淇、祝萃、许相卿、冯觐等，嘉兴王周、吴鹏、

包节、周履靖、项元淇、沈思孝、姚衮、冯梦祯、项穆、项兰贞(女)、沈

沏兰(女)、桑贞白(女)、殷仲春、李日华等，平湖屠熏、屠应竣父子、

孙玺、赵汉、赵伊、冯汝弼等，嘉善陆梆、方泽、支大纶、魏大中等，均

有诗作或诗集传世。．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诗歌

(顺治、康熙、雍正年间)

明代中后期，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率先在江、浙一带萌芽。嘉

兴地处江浙毗邻，大运河贯穿全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业发

达，成为明清时期的繁荣地区。文学也得到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

全国著名的一个“文化之邦”。特别是入清后，江山易代，物是人非，

嘉兴人民经历了抗清爱国斗争，遭受了“屠城”惨祸。“国家不幸诗

家幸，赋到沧桑诗便工。”生活的剧变给诗人以丰富的创作才思，使

诗歌创作成就灿烂。综观此时诗歌，有以下几个特点：

(1)诗歌题材内容广阔，反映出明末清初政治、经济、军事等各

方面情况。其中以反清爱国为主线，可称时代史诗。吕留良、朱彝

尊、曹溶、查慎行等都有这方面的杰作。
‘

(2)关心国家、百姓的命运，反映民间疾苦，始终是诗歌的主要

内容。“寇祸烈兹土，举目无故观。百里一空城，蓬蒿郁相蟠。”(曹

溶《悯荒》)“及早缫丝鬻市上，输完官税免征徭。噫嘻，谁怜勤苦农

家妇，依旧残冬布裹腰。”(邹天嘉《蚕娘吟》)“畿南夹路多青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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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九株无完肤。借问民间何所需，答言采取充朝铺。”(劳之辨《榆树

皮行》)这类诗句在每个诗人集中都可见到。

(3)诗人大多家学渊源流长，诗歌社团较多。如嘉善魏氏、李

氏，嘉兴朱氏，平湖陆氏，海宁查氏、许氏、陆氏，海盐朱氏、张氏等，

都是一门几世出诗人，成为诗歌家族。清初文人不满清朝异族统

治，结诗文社团较多，互相切磋，促使诗歌繁荣。顺治十年(1653)，

南湖举行“十郡大社”，朱彝尊与叔父朱茂啁、嘉善曹尔堪等参加。

另外，尚有萍社、澹鸣社、彝社、广敬社、澄社、经社等。

(4)艺术形式上创新，地方风韵浓郁。诗人们的艺术风貌多样，

宗唐学宋，神韵格调，各具特色。特别是大型组诗的出现，成为“方

志诗”，既有欣赏价值，又有认识价值。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百

首，平湖沈筠《乍浦杂吟》百首，桐乡张梦庐《菱塘棹歌》百首，平湖

黄金台《芦川竹枝词》，海宁杨象济《钱塘怀古绝句》百首，吴之振

《课蚕词》组诗等，广泛反映嘉禾平原的生活。

(5)诗人大多全面擅长，诗、词、文、画、书兼工，著作丰赡，在文

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较多。尤以前期朱

彝尊，中期钱载，后期沈曾植分别鼎立于清代300年间。简介如下：

【遗民诗人】 ·
．

’

明亡后，许多诗人坚持民族气节，成为遗民诗人，留下不少爱

国诗篇。，

李确(1591～1672)：人称蜃园先生。平湖人，崇祯时举人。明

亡后隐居平湖龙湫山，以教书tl给，82岁贫病饿死。有《九山游草》

等诗集(九山指雅山、苦竹山、汤山、观山、龙湫山、晕顶山、高山、益

山、独山，在平湖、海盐境内)j诗大多写九山纪游及哀悼为明殉节

人士。还与同乡宋尔恒等人组织忘机吟社。其《祷旱篇》反映当时

天旱民贫现实。今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评其诗“多感怆，令人

不忍卒读”。 ．‘

。

一

。 谈迁(1593—1657)：海宁人，明诸生，终生未仕，家道贫困。明
． ·7‘



亡后致力编史，六易其稿，成《国榷》五卷。两年后书稿被窃。五十

多岁发愤重写。经过四年努力，终又成书。诗作甚多，有《枣林诗

集》。其诗忧生念乱，长于咏史怀古，多哀怨之音，如《新城帅府行》、

《河上行》、《旗鼓行》等均是。 ‘

．

陈 确(1604--1677)：海宁人，明诸生，与黄宗羲同从师刘宗

周。明亡后，刘绝食而亡，陈、黄皆隐居不仕，专事著作。其哲学具

有反传统的朴索唯物主义思想。有《遗诗》一卷，诗风古朴流畅，寄

托深远。《哀江南》写南明史事；《硖山》写海宁周宗彝兄弟抗清事；

《荒年诗》、《盐州篇》》等写嘉禾人民苦难。“荒年不怕怕来年，典尽

衣资卖尽田。去岁债期今岁满，新冬租课旧冬捐。家家砻米仍无米，

色色沽钱不值钱。翻道荒年容易过，荒年已过更堪怜。”立意新颖，

沉痛哀伤。

彭孙贻(1615—1673)：海盐人，明拔贡，入清不仕。与其弟孙通

同工诗词。孙贻工哂、诗，著作车富，有《茗斋集》等。曾与同乡吴蕃

昌建瞻社，时称“武原二仲”。其父因抗清死难赣州，他千里求尸回

乡归葬。诗作如《寄如皋冒辟疆》、《虔台寒食怨》等写亡国哀痛，诗

风沉郁。诸体皆擅长，当为明末清初一大家。其弟更以词名。

殳丹生：嘉善人，明诸生，有《贯斋遗集》。明亡后隐居往来吴越

垌，垂老落魄，贫病而亡。其诗名播江、浙。妻、子、女一门能诗，家
庭之内更唱迭和。曾加入萍水吟社。诗各体皆擅，尤其是长篇歌行

体，多写当时时事。《吴江观倪文正公赠徐忠襄公诗画⋯⋯》写嘉兴

人民抗清事。 ．

周 贫：嘉兴梅里人，布衣，有《采山堂诗》集。

王，胡：嘉兴梅里人，布衣，有《春槐集》、《秋槐集》。

周、王及同乡朱彝尊、沈进、范路、钟渊映、李良年、缪泳及海宁

朱一是等以诗会友。他们生计贫困，却以诗闻名四方，形成梅里诗

派。其诗多反映清初现实及个人贫困失意。《清诗纪事初编》评：

“贫诗格老成，实过朱彝尊，彝尊但华好耳。读贫诗字字沉着，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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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脾。求之同时，异曲同工者，唯一吴嘉纪，足以匹敌之。”其《输

粟》愤怒抗议清兵掠夺嘉兴百姓：“东南民力尽，何以任驱驰?”王栩

也是梅里诗派中重要诗人。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桐乡崇德人。明末清初

著名思想家、学者、诗人。明亡时年17，曾散万金结客，欲抗清。顺

治十八年曾被逼就试为诸生，后隐居不仕。死后因曾静案而被剖棺

戮尸，阖门受诛。精研理学，也工诗，有《晚村先生文集》八卷及《东

庄诗存》七卷。诗多故国之思，诗风深沉古朴，深情苦语，令人感怆。

《乱后过嘉兴》写嘉兴屠城后的惨象，《田家女》写农民苦难，都是佳

作。其佳句如“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十年游侠千

金尽，九世仇雠一剑知”等，警新苍劲。

魏允楠：嘉善人，明荫生，入清不仕，有《维父集》。其祖魏大中

(1575—1625)万历进士，曾与魏忠贤阉党斗争，被逮下狱，与左光

斗等同时被害于狱中。其父魏学爿尹(约1606—1625)，也在文学上

有造诣。
‘

+

·

岳昌源：嘉兴人，后迁居菱湖，有《经野堂诗删》。岳昌源系岳飞

之后。岳飞之孙岳珂居嘉兴金陀坊，著《金陀粹编》等，后一直居嘉。

昌源性爱山水，一发于诗，常扁舟束书，与渔人芦子相狎，啸咏终

日；又通医。诗风流畅潇洒，直如其诗句“身如天马逸，心共野鸥

闲”。

女诗人柳是、黄媛介：柳是本姓杨，名爱，后改名，字如是，人称

河东君。嘉兴入。为明末金陵名妓，后嫁钱谦益为妾。能诗、词、文，

有《河上草》、《河东君集》等。柳于明亡后与抗清志士来往，说服钱

谦益与郑成功接应攻清。 ’
‘

黄嫒介与姐媛贞均有诗名，嘉兴人。明亡后家被劫，流落吴越

问。有《湖上草》等集。其中《和梅村鸳湖四章》、《湖上秋日》、《采

菱》等诗，清新沉郁，别有风味。
。

遗民诗人尚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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