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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成于清代中叶的常州词派，以其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创作实绩，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
位和深远影响。
作为学者型的词人群体，常州派词人将治学的方法和思维运用到词学上，其词学道路，既富于理性之
精神，又具有探索性之品格。
他们在坚持词学本色论的同时，引入诗学中的比兴、寄托等表现手法，并进行了发挥与创新，在词学
的审美理想、功能论、创作论、鉴赏论、音律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他们标举两宋词人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和王沂孙等四家词，既为后学指出了一条学习的路径，也
使之成为常州派词学倡导的形象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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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志浩，江苏无锡人。
198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和中国诗学的教学与研究。
出版《中国诗学概论》、《古代诗词的创作与鉴赏》等专著，有四十多篇论文在《文学评论》、《文
艺研究》等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
专著与论文多次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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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派的早期成员及其构成特点　　第三节 常州派词人的风会与星散　　　　第三章 张惠言对常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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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与“无寄托”　　（二）“入”与“出”及“有寄托”与“无寄托”　　（三）“就景叙情”
与“即事叙景”及“无门径”与“有门径”　　第四节 审调度韵：词律的抒情类型与美听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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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常州词派的形成　　第一节　特定的时代境遇　　当我们将常州词派置于清代嘉、道年
间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时，就可以清楚地感到，常州词派的出现实在是与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时
代特点密切相关的。
　　雍正、乾隆年间，清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它的鼎盛期，然而就在这承平气象
的背后，统治者也在不由自主地培植着危及他们政权的种种不安因素。
广大江南地区相对的政治稳定，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明末以来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有了
持续的滋长。
从康熙年间就已经开始的土地兼并，到乾隆时已愈演愈烈，常州府的大地主徐学乾占地达一百万亩。
大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成为地主的雇工和城镇手工业者的主要来源，“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
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置于困，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
。
及五月田事迫，则又以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
及秋稍有雨泽，则机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
”农民与他们的生命之源——土地的逐渐分离，改变了小农经济固有的生产格局，推动了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形成。
江南米行业继纺织业之后又兴盛了起来，仅江宁一地贮粮在万石以上的粮行就有三十二家，这些资本
主义的因素，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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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州词派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有近十万的研究文字已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各类学术期刊上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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