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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上下两编采用不同的体例。
上编，重在描述辛稼轩在清代词史上之于词人创作方面的影响，故以地域影响并兼顾时间之流变为论
述视角，重点描述山左词坛和江左词坛的创作状况，尤以清初词坛为描述重心；下编，重在词学理论
中之于稼轩词的探讨及其对清人词学观影响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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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丽霞，山东淄博人，1966年12月生，1994年北京大学访问学者，1997年6月获杭州大学硕士学位
，2003年6月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刊物发表了《松江宋氏家庭与几社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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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术个性，还是从词史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来考察，“辛稼轩的词作为一派宗风的典范，是无法
突过的”①。
晚清词学大家况周颐即因自己q眭情少”，竟而“未敢学苏、辛”②。
作为一种内蕴十分丰富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智慧，在历代词论中，辛稼轩已被文学之河汇集而成词坛主
流并逐渐“经典化”了，辛词已占据词学研究的中心地带。
而且，词史上的经典作家无论如何排列，辛稼轩永远不会游离于外，这种“聚焦”的文化命运昭示了
这样一种文学事实：对稼轩词接受史进行逻辑梳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宋以后的词人几乎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稼轩风”的影响，无论创作上还是理论研究方面，辛稼
轩均成为历代词坛所关注的“焦点”，成为一个历久不衰的文化命题。
　　对稼轩人格精神的追寻。
明末谭元春将稼轩词作为自己心灵的自祭，他说：“余庐居多暇，常携《稼轩长短句》，散步于荒墟
平畴间，不哭而歌，壹似乎违礼者，然一人其中，形神栖泊，所谓闻犬声，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
耳。
⋯⋯稼轩一片烟月自肺肝中结出也。
方诸古人，其渊明之诗、云林之画、怀师之书、梅亭之四六、致远、汉卿之曲乎?”③稼轩词给他一种
心旷神怡的生命体验，他从中得到的是自我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稼轩词在谭元春这里被置换为基于其人格精神的道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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