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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史》

内容概要

本书以词风流变为主脉，以词派消长和各时期重大词创作活动及群体实践为骨干，从而经纬以大家、
名家创作成就的论评。评估则以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探觅其“因”和“变”的沿革流向为重
点。凡“史”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跳脱历史时代的顺序，时势人心则总是直接间接地影响或支配着文学
风气的演变，清词风气与时势人心这二者之间的感应同样契合如符。但词的历史毕竟不是社会政治史
，所以词史不可能全同于历史书的分期。特别是如嘉庆、道光时期的词风的流变，套用“近代史”的
习惯分期法会显得不切实际。 
    考虑到文学史或文体史不宜于考证辨析，所以本书中有相当一批词人的生卒行年，虽系笔者爬梳史
料所得，然一般一不作考辨性展开，拟另著专稿辑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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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迪昌
上海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南通师专中文科教师，南通中学语文教研室
组长，南通师范大专班教师，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韵文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诗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江苏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学
位办公室专家组通讯评委。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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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今释澹归·王夫之·屈大均及“岭南三家”方以智　　　(一) 今释澹归　　　(二) 王夫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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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词坛·秋水轩倡和及周在浚　　　(一) 龚鼎孳·附论梁清标等“大臣词”　　　(二) 秋水轩倡和·
周在浚·《词汇》之争·何采一　　第三节 “稼轩风”的南北鼓扬者　　　(一) “稼轩风”在清初重
振的背景·附论“科场案”流放词　　　(二) 傅世麦·刘榛·金人望　　第四节 结语第二编 “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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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艺术风格　　第三节 阳羡词人群　　　(一) 任绳隗·徐喈凤·史惟圆　　　(二) 万树·曹亮武·
陈维岳　　　(三) 蒋景祁与《瑶华集》　　　(四) 弘伦·史鉴宗·陈枋·董儒龙　　第四节 结语　第
二章 朱彝尊与前期浙西词派　　第一节 《乐府补题》的复出与“浙西”词风炽盛的背景　　　(一)“
浙西”词风炽盛的背景　　　(二)《乐府补题》与“浙西”成派的关系　　第二节 浙派宗主朱彝尊　
　　(一)浙派“先河”、朱彝尊词学启导者——曹溶　　　(二) 朱彝尊词的创作历程和风格演变　　
　(三) 朱彝尊的词学观　　第三节 前期浙派词人群　　　(一) 李良年·李符　　　(二) 沈埠日·沈岸
登·龚翔麟　　　(三) 汪森·陆桑·邵殡等　　第四节 结语　第三章 京华词苑“三绝”：曹贞吉·纳
兰性德·顾贞观　　第一节 曹贞吉　　　(一) 哀生悼逝的寄慨词　　　(二) 寄托遥深的咏物怀古词　
　第二节 纳兰性德　　　(一)哀感顽艳的悼亡伤逝词　　　(二)苍凉清怨的边塞行吟篇　　　(三) 余
论　　第三节 顾贞观及梁溪词人群　　　(一) 独抒性灵的顾贞观《弹指词》　　　(二) 严绳孙等梁溪
词人群　　第四节 结语　第四章 清初期词余论　　第一节 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　　第二
节 清初名家词辨补　　第三节 清初期词盛而复趋衰落的大势第三编 清代中叶词风的流变　第一章 “
浙词”巨匠厉鹗和中期“浙派”词人群　　第一节 厉鹗　　　(一) 厉鹗词的艺术成就　　　(二) 厉鹗
的审姜主张　　第二节 中期“浙派”词人群　　　(一) 杭嘉湖“浙派”词人群　　　(二) 扬州地区“
浙派”词人群　　　(三) 王昶及吴中“浙派”词人群　第二章 阳羡词风的派外流响与界内新变　　第
一节  郑燮《板桥词》的艺术风貌及其师承渊源　　　(一) 郑燮词的启蒙师——陆震”　　　(二) 《板
桥词》的艺术风貌　　第二节 阳羡词风的流韵余响　　　(一) 蒋士铨的《铜弦词》　　　(二) 黄景仁
和洪亮吉的词·附赵怀玉　　　(三) 姚椿的《洒雪词》　　第三节 阳羡词风的界内新变　　　(一) 史
承谦·史承豫　　　(二) 储秘书·任曾贻等　第三章 清中叶词坛的多元局面和后期“浙派”的嬗变　
　第一节 乾隆时期南北词坛的多元化态势　　　(一) 太仓诸王的“小山词社”　　　(二) 无锡顾、杨
二姓词人群　　　(三) 《清绮轩词选》与《昭代词选》等　　　(四) 甘肃词人吴镇的《松花庵诗余》
　　第二节 吴锡麒·郭摩与“浙派”后期的嬗变　　　(一) 吴锡麒的《有正味斋词》　　　(二) 郭糜
　　　(三) 吴翌凤·改琦和“后吴中七子”等　　第三节 乾嘉之际名家词补述　　　(一) 凌廷堪·江
藩·焦循　　　(二) 刘嗣绾·乐钧　　第四节 结语第四编 常州词派和晚近词坛　第一章 常州词派的
发展历程　　第一节 张惠言和“宛邻”词人群　　　(一) 张惠言的词学观及其《茗柯词》　　　(二)
“宛邻”词人群·郑抡元　　第二节 周济以及“常派”其他词人　　　(一) 周济的词学理论和创作　
　　(二) 董士锡以及宋翔凤等　第二章 道咸衰世的“词史”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幽愤心歌(上)
　　　(一) 邓廷桢和林则徐的词　　　(二) 龚自珍的词　　第二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幽愤心歌(下)　　
　(一) 周闲及其《范湖草堂词》　　　(二) 姚燮·蒋敦复等　　第三节 太平天国战争中的离乱哀唱　
　　(一) 蒋春霖的《水云楼词》　　　(二) 薛时雨及其他词人　第三章 晚清词坛名家综论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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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琦·项鸿祚·黄燮清·赵庆嬉等　　　(一) 周之琦　　　(二) 项鸿祚　　　(三) 黄燮清　　　(
四) 赵庆培等　　第二节 谢章铤和张景祁等　　　(一) 谢章铤与“聚红榭唱和”　　　(二) 张景祁和
叶衍兰　　第三节 谭献及其他同光词人　　　(一) 谭献及庄极　　　(二) 周星誉·李慈铭·叶大壮等
　　第四节 结语　第四章 文廷式·“清末四家”·王国维　　第一节 王鹏运　　第二节 文廷式　　
第三节 朱孝臧　　第四节 郑文焯·况周颐·王国维　　第五节 结语第五编 清代妇女词史略  第一章 
徐灿·顾贞立和其他清初女词人  第二章 熊琏·吴藻·附论贺双卿  第三章 顾春  第四章 余论后记重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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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史》

精彩短评

1、对研究清词很有帮助.
2、有材料有眼光，又有漂亮的文笔和深透的解读，还不免被套话带累了。虽然严先生用套话的时候
有自己的见解，用得也熟练，读来还是不舒服。这种心态就挺值得琢磨的。
有文学，有史。迦陵论词，第是绵密，深远不如。到严学生辈，则连文学也不论了。
对不同的风格体贴入微，只是有时论劲峭，从形式折入内容，稍觉不称。1482
3、清词研究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严先生的文笔大气，有史学家的眼光。
4、一大盛事
5、该书是严先生一生致力于清代文学研究的力作。是千年词史的最重要的一部。很多大家都对此书
评价相当高。严先生的书很有文采，有个性，读之受益匪浅，书中传递出不依古人著心史的精神，让
人感动。如果有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将或许会更好。
6、清初甚详，中期及晚近嫌薄了些。前后读了38天！
7、清代，词比诗要好
8、史归史，词是词
9、反复读
10、严老师的分析针砭时弊，永远值得尊敬！
11、严先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品尝出来的味道也非常不错哈。不过书价越来越贵，无语了。
12、很权威的一本书,内容自是不必说了,若喜欢清词这本书可让你受益良多.价格也很合理.总之是本值
得推荐的好书
13、深深叹服！
14、笔法极佳。主要读了嘉道及以后的部分。
15、不免落入胪列生平的窠臼，但对词风流变和抒情功能的强调仍见新意
16、每篇评注短小精悍，几乎一举囊括了每位词人最核心的关键点。
17、词学小圈子里闭门造车、互相吹捧之风也是够严重的，此书虽具开辟之功，材料眼光也都不错，
但怎么说也不值得9.2的高分吧。就做学问而言，把文章写得太甜腻、带有很多个人感喟其实不是什么
值得炫耀的事
18、文学史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人话”= = 不要&⋯⋯%￥的官方形态语言 这本书我看得还是很享受的
当然还只是简而言之的一家之言  诗词更多的是自己去领会
19、严氏《请词史》乃大家之作，发其精微，述其大意。个中感受，此处不便赘言。但总之，值得细
看。
20、是自己喜欢的马大勇老师推荐的马老师是严先生的弟子，真的很不错的书。研究清词的人绝对不
能错过的经典之作。这本书应该再清词上研究史上的丰碑之作，尤其如果严先生这本书的发掘，许多
清代不知名的词人不会浮出水面。
21、我只想说这书的文笔真是花哨，抒情发嗲，可与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有的一拼~
22、此乃清词史研究开山之作,严迪昌先生治学之严谨,从中当可窥见。此书出版甚早，而于今仍不失为
一极有参考价值之书，治清词者不容错过！
23、不错
送货速度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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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严氏的《清词史》终究没有让我失望！作者的文笔真妙，总觉得此书在以“词”论词。文学史的
撰写应该保证“史”的完整性，不仅有成就卓越的文坛大家，更应该发掘那些名微文美的“隐者”。
作者在绪论中所说：“‘史’的覆盖面应力求宽广，明珠淹没则是著史人尤不得推辞其咎的失职。”
诚哉此言！正如那些心思细腻，有些许忧愁，些许身世、家国恨的女词人。应该记住她们的情感并不
都是柔婉，一位女英雄就曾慷慨歌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们的创作成就是不
应该被历史尘封的。想想真的是“传与不传原偶耳，传者岂皆绝调？只达士、付之一笑。如此奇才偏
抹煞，想天涯、埋没知多少？布衣耳，有谁晓”。我想严氏的书之所以引用大量作品，也正是想更加
完整的描述清词的发展历史。于此可见作者用心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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