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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诗坛盟主袁枚，任县令7年，勤政廉洁，率民抗灾，博得“大好官”之美誉；只是始终觉得
怀才不遇，又不甘心做大宫之奴，加之放荡不羁而遭人攻讦，终于在34岁之际毅然辞官。
从此隐居南京随园约五十春秋，优哉游哉度过潇洒风流的一生。
他于诗坛独树“性灵”之帜，成为性灵派主将，结交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共创诗坛新格
局。
提携后学，广招弟子，尤多闺秀门生，构成诗坛新景观。
晚年老当益壮，四方出游，天台寻胜，雁荡观瀑，黄山揽云，桂林探洞⋯⋯足迹遍神州，诗篇近五千
首（含集外诗）。
他走过了一条先仕后隐的人生道路，显示了独立不羁的个性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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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英志，1944年11月生，吉林长春人。
196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2年于苏州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苏州大学出版社编审，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
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明清诗学研究，其研究注重诗论与创作相结合，已出版著作约三十部、论文百余
篇。
其《清人诗论研究》开新时期清代诗学研究之先河；《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新探》被评为新时期古典文
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其《性灵派研究》、《袁枚评传》被评为具有开创性的力作；其主编的《袁枚
全集》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
其《中国古代山水诗史》清代山水诗编则开拓了清诗研究的新领域。
其主编的《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入选第二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颁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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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人将信将疑地回去了，不知这位袁老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过了两天，袁枚传唤二人重新到衙。
袁枚指着案上的卷宗说：“这些旧卷宗我全部丢弃，以前的事统统不管。
我今日发给你们一人一份地契，荒地各开垦一半，土地归你们所有。
但以后要按规定交纳土地税，如果你们再争斗，则没收地契，从重处罚！
” 此判合情合理。
二人有了地契，一半荒地就名正言顺地归为已有，不能不心悦诚服，于是叩谢了袁县令，领了土地证
，笑呵呵地回家了。
 此事不胫而走，袁枚判案有方，声望日高。
 六月的一天，溧水城来了一个骑驴的老头儿。
他头戴一顶草帽，好像是走亲戚的。
但走得慢悠悠的，凡路上遇见老翁、老妪，即下驴去问路，问后又似乎无意地问：“听说此地知县是
新来的，不知是否贤明？
” “袁知县是少年翰林，如今只有二十七八岁，但判案最聪明。
⋯袁知县心地慈厚，治理有方，超过上任百十倍！
”老头儿一路问了好几个百姓，几乎众口一词地夸奖：“吾县袁知县，实在是大好官！
”老头儿听得喜上眉梢，问明了县衙之所在后，鞭策着毛驴，得得地向县衙奔驰而去。
到了县衙大门，也不下驴，直闯而入。
衙役拦阻不及，跟在后头发火。
 袁枚妻王氏忙出内室来察看，待老头儿下得驴来，摘下草帽，王氏惊喜不已，竟是公公袁滨驾到。
原来袁滨自接到袁枚外任溧水县令的消息后，放心不下，所以不请自到，要看看儿子的业绩。
 不一会儿袁枚接到衙役报告，从外赶回，见到父亲忙下跪，道：“孩儿不孝，不知父亲大人驾到，有
失远迎，请父亲恕罪。
” 袁父笑眯眯地说：“孩儿快起！
为父一路私访，皆说儿是循良之官，为父真是惬意，胜过吃山珍海味。
儿如此有出息，真乃袁家之福气也！
” 袁枚见父亲高兴，自亦欣喜，又恰到好处地讨老父欢心说：“这全亏父亲大人当年教诲孩儿以法治
人。
”此话说到擅刑名之学的袁滨心坎上，忍不住大笑起来。
 当晚袁枚设宴为老父接风洗尘。
不久袁枚母亲亦来到溧水探望儿子。
 袁枚夏季五月宰溧水，待到秋季七月，上司忽然发来调令，命袁枚改任江浦县令。
溧水经过两个月的治理，如今民风渐正，民心已安。
袁枚对这穷县亦产生感情，真合不得离开这外放生涯的第一站，如同“鸟因枝稳恋残春”（《自溧水
移知江浦，留别送者》）。
但调令既到，只能服从，全家打点行装，准备动身。
 溧水吏民对袁枚这位年轻有为的知县更恋恋不合，两个月的治理成效，使大家对来日充满更大的期望
，现在一旦知晓好官调任，都觉得心情沉重。
袁枚启程之日的清晨，下了一场暴雨。
雨停后，袁枚全家登车出发。
还未走到城中心，就看见前面路两旁，黑压压一片人，原来是许许多多吏民夹道送行。
不少人因无雨具，被刚才的大雨淋湿了。
其中一些老太太见车子过来擦着眼泪。
车驶近百姓，人群中走出一位须髯雪白的长者，双手捧着一件长袍，敬献给父母官袁枚。
 袁枚赶紧下车接过来，展开一看，长袍上用金丝线绣着县城成百上千个姓名，金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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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是一件“万民衣”，是城中几位巧手的姑娘、媳妇连夜合力赶绣出来的。
袁枚披在身上，百姓们齐声欢呼，一片喝彩。
车中二老见了，老眼湿润，为儿子骄傲。
 袁枚则热泪夺眶而出。
袁枚步行随车，一路作揖，走了好一段路，才上车驶去。
在车上还频频向两侧百姓拱手相谢，说：“枚愧领了！
乡亲的情义枚终身不敢忘。
请回吧！
”坐在车上抚摸着“万民衣”，袁枚感慨万千。
刚才的一幕，是自己离京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百姓是这样淳朴善良，自己不过刚干了点事，却受到这样重如泰山的回报，翰林院有何可留恋呢？
于是随口吟咏道：“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
”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扫除了外放以来心头的愁云。
 车行到郊外，见稻苗已长高，满眼翠绿，袁枚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开始考虑江浦县的事情。
突然听到车夫一声“吁——”，车子停了下来。
袁枚头伸出车窗，向前张望，只见车前路上跪拜着一个青年。
袁枚有些惊奇，忙说：“快起，你是何人？
” 此人站起来后，细细道来：他是江苏高淳的秀才，叫李名世。
一个月前因事曾到溧水，偶然路过县衙，而旁听了袁枚审案。
见袁枚审判清楚、公正，十分钦佩，觉收益良多。
于是索性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每当袁枚审案都去聆听。
半月前才回家，还向其父母、乡亲宣传。
近日得悉袁县令另有高就，故奉父命特赶来送行。
 袁枚未料自己调任，此青年还老远赶来，平静的心潮又翻动起来，立即拱手致谢：“有劳公子专程相
送，枚感激不尽。
期望以后在江浦迎候公子。
” 李秀才一边点头，一边从袖中取出一封银子，足有五六十两重，献给袁枚说：“此来受家父之命，
敬献白银一封，聊表寸心，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 袁枚慌忙谢绝：“无功焉可受禄，使不得，使不得！
”袁枚父母亦在旁插话：“公子情意可领，银子不能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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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真正开始去了解袁枚及研究其著作，是1979年师从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钱仲联教授攻读
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学位以后。
此前已粗读了袁枚的《随园诗话》，觉得大有美学价值，不乏精华，并非如郭沫若所言那样陈腐不堪
，再查阅“文革”前的有关论文，对袁枚诗论亦颇多持否定态度者。
因此，欲做“翻案文章”，硕土论文以《袁枚“性灵说”新探》为题。
为写此论文，除继续深入研究《随园诗话》之外，亦翻阅了《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尺牍》
、《子不语》等袁枚其他著作，知他在诗歌与古文、小说创作上亦成就卓著，从其著作中了解到袁枚
不仅才学非凡，且具有反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更觉袁枚此人不可小觑，大有研究余地。
    由研究袁枚性灵说诗论引发，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对清代诗论作较全面的研究，1986年出
版了第一本专著《清人诗论研究》，但对袁枚的研究并未放弃，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续诗品注评》、
《袁枚与随园诗话》、《袁枚诗选》三部著作，进一步探讨了袁枚及其诗学。
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应江苏古籍出版社之邀，1991年开始主编校点本《袁枚全集》，广泛搜集、校订袁
枚著、编的诗文集及有关资料二十余种，从而对袁枚其人其书有了更深人、全面的把握。
此书一套八巨册、413万字，价格自然不菲，但未料到1993年出版后不到一年即售罄（1997年又再版）
，有不少专家学者及普通读者来信托我想办法代购。
袁枚在读者中竟有这样的影响与魅力，让我吃惊，亦增强了我继续研究袁枚的信心与兴趣。
    此后的心愿是想写一部学术性的《袁枚评传》，而恰巧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丛书编委会约我写其中的《袁枚评传》一书，可谓正中下怀。
只是由于忙于手头的《性灵派研究》等书稿，一时未动笔。
    未料在1996年夏，《性灵派研究》写了大半时，王锺陵先生命为其主编的“中国文人传记丛书”写
一本《袁枚传》。
它不是学术著作，是文学性传记，与《袁枚评传》完全是两码事。
此书属于我“计划外”的写作，而且是陌生的体例，但又是具有诱惑性的题材。
是否接下这个任务，令我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诱惑”占了上风，终于毅然答应了。
    因为对袁枚的材料较熟，以前有过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所以写来比想象的’要顺手，断断续续伏
案挥笔，一年多竟然草成。
撰写文学性传记乃初次尝试，没有经验。
但我以为传记首要是真实，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都必须有根有据，容不得胡编乱造。
当然文学性的人物传记应该进行艺术加工，可以合理想象，但只限于细枝末节。
这一原则可以古代司马迁的《史记》、现代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楷模。
本书就是遵循这个原则来撰写的纪实性与文学性兼具的袁枚传记，力求可信而耐读。
    此书原名《红粉青山伴歌吟——袁枚传》，颇受欢迎，如今已很难觅到。
现在东方出版社愿意重新出版此书的插图本，我对内容也进行了修订增补，已经是新的版本，兹改名
为《文采风流——袁枚传》。
    此书的写作与修补都得到内子周嫣女士的帮助，她做了大量的收集、扫描图片，整理、复印资料等
工作，特在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王英志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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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采风流:袁枚传》编辑推荐：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袁枚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这位阳春之子
、旷世奇才，走完了人生的四季，于冬季回归自然。
噩耗传开，大江南北挽诗如雪片般飞传，许多故旧门生回首仓山，黯然销魂，痛惜中国18世纪中叶的
诗坛盟主、一代风流才子如一颗巨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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