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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词探微》详细论述了：清词如何脱离明词窠臼，通过不断构建新的词学理论、词人群体的创
作实践和交流，逐渐形成多个特色鲜明的清词流派，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对清词在中国词
史中的地位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清词超越元明，有所开拓、创新，词人以及词作的数量均为历史最
高，颇有中兴之势。
　　作者这些年主持《全清词》的编纂，努力把编书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
。
事实上，这也体现了先师程千帆先生的学术思想。
1982年，程先生在接受《全清词》的编纂任务时，就以他对学科建设的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不能仅限
于编一部书，而要以此为基础，进行全面发展。
因此，我在主持这项工作时，就有一个基本设想，戏称为“五个一工程”：“编出一部书，培养一批
人，推出一批副产品，建设一个学术方向，建立一个学术中心。
”在编《全清词》的过程中，一些年轻人程度不同地参与进来，一方面，编纂《全清词》所积累的资
源，使得他们能够具有资料上的优势，进而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从各方面
弥补了编纂工作的不足，进一步丰富了文献，也提高了其准确性。
我所指导的已经毕业和正在就读的学生中，共有15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都是以清词为研究对
象的。
我的同事所指导的论文，也不乏以清词为研究对象的。
在编纂《全清词》的过程中，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推出了一批副产品，而南京大学中文系在清词研究
暨词学研究上的学科性建构，也已隐然成型。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清词无疑是公认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我们不仅要为这个增长点提供资料上的
支撑，而且要以研究的实绩来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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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详细论述了清词如何脱离明词窠臼，通过不断构建新的词学理论、词人群体的创作实践和交流，
逐渐形成多个特色鲜明的清词流派，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对清词在中国词史中的地位作了
客观的评价，指出清词超越元明，有所开拓、创新，词人以及词作的数量均为历史最高，颇有中兴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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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辑 反思与总说二十世纪清词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清词在词史上的新创与发展第二辑 传承与批
判清代词评中的明词观明人词谱及其在清初的反思马洪的历史命运与朱彝尊的尊体策略杨慎词学与《
草堂诗余》第三辑 复兴与深化 云间词派的复古与清初的词学复兴清初词坛的“词史”意识王士稹扬
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孙默的词学活动与《国朝名家诗余》《今词初集》与清初词坛建构第四辑 转关
与进境浙西别调与白石新声张惠言的词学观与儒家阐释传统张惠言的赋学与词学周济的推尊词体与开
示门径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与“在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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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词在词史上的新创与发展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关于清词的在词史发展上的复兴之说，已
经得到学术界公认。
所谓复兴的内涵，应该是指词在经过两宋的大盛之后，所出现的又一个高峰。
但是，相对于唐宋词来说，清词意味着什么？
复兴的意思是指引申，还是指超越？
这些都没有得到细致的辨析。
本文认为，复兴的含义，无疑有发扬唐宋词传统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超越，是新的时
代因素和美学因素的注入。
　　一、关于清词价值的传统体认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到了清代以后，逐渐进入了尾声。
从严格意义上说，传统的文学体裁，如诗文词曲赋等，都已经成熟，也分别都经历了各自的高峰期。
然而，由于古人对文体的认识不同，因此，这些所谓已经成熟的文体，仍然体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
因而在清代被体认的状态仍有不同。
　　以经常被相提并论的诗和词这两种姊妹艺术来说，进入清代，中国古近体诗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
个非常高的程度，人们对待前代的遗产，往往有着非常恭敬的心态。
在清代，宗唐宗宋，交相起伏，一部清代诗史，甚至可以认为是对唐宋诗的取向之史，所以齐治平《
唐宋诗之争概述》就差不多把清代视为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在清代，如果一个诗人的作品被称作有盛唐之风，或者有山谷气韵，那无疑是非常崇高的评价。
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清代诗人说自己比唐宋高明，在清人心目中，唐宋诗无疑是两座并峙的高峰，他们
或许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这两座高峰有所轩轾，或有所取舍，但很少有人敢说超越了自己所尊崇的
某一座高峰（当然，这只是就普通情形而言的，并不排除一些特例）。
　　清代词人则不然。
虽然就规范而言，如果说在清代文学的发展中，清代诗人中有着唐宋诗之争的话，则清代词人则有着
南北宋之争，仍然体现出非常浓郁的复古倾向。
但是，清代的词人却无疑体现出更大的自信，往往求新求变，认为能够超越唐宋，展示全新的风貌。
这一倾向，从清代初年就已经出现了。
试看毛奇龄《中州吴孙庵词集序》：“今人不必不胜古人。
而今之人有言胜古人者，则姗笑之。
不惟姗笑之而已，且从而诮之让之。
即幸而遇知之者，以为是果能近古人者也，而人之视之，仍不啻如今之人。
人无不以闾巷之人视予者，则知予本不能逮古人也，而予之视今之人，亦未敢有逾于古人者，是岂予
之识无以越于今人之卑卑者乎？
抑亦天下果无人而无有当于古人之贤名也？
”这位浙中才人所提出的观点，体现了难得的厚今薄古，有胆有识，很像同时批评家叶燮《原诗》所
展示的气度。
这可以说是一个信号，把清初词学复兴过程中，许许多多孜孜努力而未能宣之于口的想法，大胆地提
出来了。
　　发展到清末，经过近三百年的实践，人们的认识更为系统，更为全面。
试举有关文献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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