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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清初著名的艺术家郑板桥(燮)的家世、生平和诗、书、画、篆刻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作了详尽的
缕述，并将郑板桥放在“思想家”的坐标系上，观照、阐述其“怒不同人”与“难得糊涂”的人生信
念，物物平等、物我平等的自然主义观念，“民吾同胞”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萌芽，循天之道的社会
理想，尊商和艺、商互优的意识，概述郑氏不断发现、总结辩证的艺术创作规律，分析其不可重复的
独特艺术个性与佳人难再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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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同书江苏大丰市人，1938年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作家、诗人。
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秘书长、《江海诗
词》副主编。

主要研究明清小说(重点《水浒》、《聊斋》、《红楼梦》)，古今中外诗歌；并创作诗歌、散文、小
说等。
曾在国内外各种报刊发表论文、评论、诗歌、散文数百篇。
出版的著作有《施耐庵之迹新解》(中国文联，1989)、《聊斋谈美》(香港中华文化，1991)、《水浒．
白驹．施耐庵》(台湾贯雅，1992)、《菜根谭．容斋随笔》(新校订本)(南京大学，1994)、《激扬斋诗
话》(新疆大学，1995)、《一把珠花》(诗集)(中国文联，1990)、《梦里依稀慈母泪》(散文集)(新疆大
学，1993)等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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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上篇 寒儒家世 坎坷仕途
　第一章 故里、家世以及童年、青年时代
 　第一节 兴衰骇人的扬州与水乡“桃源”兴化
 　第二节 清贫家世 凄苦童年
 　第三节 书画脱颖的青少年
 　第四节 婚恋和“无一营”的生计
　第二章 坎坷中举 艰难待官
 　第一节 穷秀才逃债流寓
 　第二节 中举丧亲 悲喜交集
 　第三节 新进士扬州卖画
　第三章 宦海生涯十二年
 　第一节 “三县”的能员廉吏
 　第二节 文昌县令
 　第三节 知县任外的得失
　　⋯⋯
中篇　奇想怪行　济世惠民
下篇　诗文怪杰　书画奇峰
附录
索引
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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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是勉友、促友，关心当时文风，立志改革，努力实践，兴利除弊。
这主要是对江七，一如当年对杭世骏。
不仅寄以诗，还特作书信，明确意旨。
这封写于“乾隆戊辰九日，潍县顿首”的信，一开头就提出：“学者当自树其帜”，不可“听气候于
商人”，“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以免“损士品而丧士气”，更不能“趋风气”。
诗文要像经史庄骚曹陶李杜一样，以大乘法，“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
，并表示自己愿和他们共同努力，“燮虽不肖，亦将戴军劳帽，穿勇字背心，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
于大纛之下。
岂不盛哉！
岂不快哉！
”郑板桥希望找志同道合之人，也来个“文起八代之衰”。
 （三）为无名才俊立传。
郑板桥在官时写了《绝句二十一首》，着意为草草小民立下诗传，在组诗后记中说：“凡大人先生，
载之图书，传之左右史，而星散落拓之辈，名位不高，各怀绝艺，深恐失传，故以二十八字标其梗概
。
”这组诗，写了高凤翰、图清格、李觯、莲峰、傅雯、潘西凤、孙峨山、黄慎、边维祺、李锴、郭沅
、音布、沈凤、周景柱、董伟业、保禄、伊福纳、申甫、杭世骏、方超然、金司农二十一人，多为诗
人、书画家，人各一首，每首前有小引，记该人的姓氏、别号、籍贯、特长。
诗都是截取该人最精采的一个侧面（特长）加以描绘，并融进自己感情，以自己作衬托。
如第一首写高凤翰“病废后⋯‘左笔’”奇特，索书者特多，使高应接不暇，“短札长笺都去尽，老
夫赝作亦无余”，连郑板桥学写的，代高应付索书者的都无剩，可见高凤翰的书画之神妙。
郑板桥诗集中为无名才俊立传的，还有陈孟周、颜秋水等。
陈孟周是个盲人，但学了郑板桥告诉他的《忆秦娥》、《菩萨蛮》，就依调填了两首。
青出于蓝，赢得郑板桥的赞赏，特为全文录出，并充满激情地赞誉。
可见郑板桥爱才之心、爱才之情。
 （四）整理编辑写刻慎郡王和自己的诗集。
郑板桥在县官任上还做了两件编辑的事，一是继续完成在慎郡王府未完成的慎郡王诗集的编辑写刻工
作，并写好了“跋”。
另一件事就是不断编辑自己的诗作。
他的《诗钞》基本上是两大部分，一是出仕前的，二是为官时的。
《诗钞》中却分三集，后两集分别在“诗钞”下标“范县作”、“潍县刻”，可能全集都是在县官任
上陆续编辑写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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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板桥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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