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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中文版)》:关于此研究对象，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如下条则：第一
，作为研究钱氏吴越国历史最基本最重要史书的《吴越备史》，其版本现存于中国大陆者共有二十三
个；这二十三个版本分三个源流：一为清钱遵王家藏述古堂本，二为吴重熹所跋抄本即四库全书本，
三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吴越备史》的精善版本为四库全书本，而非前贤认为的四
部丛刊本和学津讨原本。第二，钱氏吴越国的著述情况是：作者49人，著作125种2381卷，另有29种不
知卷数，2种12卷为清人新编；就著作的卷数多寡而言，僧人、王室、幕僚三类作者差别颇大，分别
是1311卷、685卷、385卷；吴越国的著述就作者人数、著作的种数与卷数而言，在十国中均列名第三
：人数次于南唐和后蜀、种数次于南唐和前蜀、卷数次于南唐和楚国。第三，钱镠对两浙地区的历史
贡献既表现于政治上制定了尊奉中原，虔诚事大的国策，从而使无数百姓躲过了杀身之祸，也表现于
经济上扩建城池、发展水利的作为，从而为两浙发展奠定了千年之基；其中谨遵事大国策时所表现的
在帝王宝座前的戒惧心理和矜持态度，历史上唯有曹操可以媲美，尤为值得留意。第四，吴越国王室
文人的代表是钱镠；以民为本、爱民保民是钱镠诗歌的主导思想，建功成名、敬天畏命是这种思想的
表现形态；大笔勾勒、场面壮阔、乐观开朗是钱镠诗歌艺术上的三个显著特色；钱镠诗歌艺术特色的
成因有三个：一，戎马倥偬使写战乱景象的时间受到限制，二，文艺末事的态度使写诗的心情受到影
响，三，杀伐果决的个性使写诗的冲动减少；钱镠诗歌突出的民本思想和一贯的乐观主义使吴越国王
室文学与南唐二主的感伤主义文学相比，不惟了无愧色，亦且傲视群伦。第五，吴越国幕僚文人之成
就显著者集于钱镠为王时期，其代表为罗隐、罗邺、罗虬、吴仁璧；罗隐、罗邺、罗虬三人之诗，从
思想性到艺术性，皆有龙、虎、狗之别，吴仁璧堪称七言律绝之作手，惜乎死于非命；吴越国幕僚文
人，成就有限，不及南唐国、西蜀国之幕僚文人，亦不及吴越国王室文人；吴越国幕僚文人文学创作
的不景气状况原因复杂，以察举代科举这种倒退三百年的人才遴选政策恐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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