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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雍乾时期在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而此“盛世
”又在最后一个封建政权统治下实现。
康雍乾时期亦可称为文学发展之全盛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传统文学样式得以进一步发展，新兴文学
样式亦走向成熟，达到巅峰。
文学创作在这短短一百年内几乎重演了近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因而得以突显。
明清易代特别是清朝人主中原，亡国之悲加上民族之恨，使清代初年的汉族文人经受灵魂之洗礼，世
运对文学产生前所未有之影响。
时过境迁，易代之天翻地覆淡化为过眼云烟，文人自我实现之紧迫和个体生存之困境，使文学呈现多
种风貌。
而灵心主导其间。
乾隆时期考据学之兴起，使学问和文学之关系得到重新审视。
　　 本书是关于研究“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康雍乾时期文
化政策之转变与儒理治世政策之确立、儒学复兴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文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另类
生存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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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军，男，1969年生，山东郯城人。
2001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1年7月到临沂师范学院工作。
2006年至200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
近几年来主持各级各类课题5项，出版《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禁忌与放纵》等学术专著4
部，主编或参编各类编著16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有多篇被《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等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各级科研奖励4项。
在各类报刊上发表随笔、评论60余篇，出版《心灵桃花源》等随笔集3部，长篇报告文学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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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困惑与彷徨：明清之际士人的人生际遇和文化选择　　一“归儒”与“惊隐”：遗民诗
人文化选择困境的文学呈现　　所谓的忠诚坚贞，本属个体的形而下的行为，在儒家伦理中被提升到
道德的高度。
对浸淫于儒家文化中的士人来说，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是对节操的严峻考验，但从没有像明清易代那
样让士人产生如此的矛盾和困惑。
明清之际，汉族士人面临着几条道路的选择，或出仕新朝，或以积极的方式进行反抗，或以隐居的方
式进行消极的抗争。
抉择的艰难，缘于思想理念和生存的困境。
受以心学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对身心的关注，关于家国关系的思考，对民生的重视，殉国与殉
朝廷的分辨，如此等等，令由明人清的士人对出与处有了新的理解。
归庄《历代遗民录序》分遗民为“已仕”、“未仕”两类①；黄容《明遗民录》之序言将遗民分为“
深潜岩穴，餐菊饮兰”、“蜗庐土室，偃仰啸歌”、“荷衣箨冠，甘作种瓜叟”、“韦布介士，负薪
拾穗”等类型。
②张自烈于《复陆县圃书》中云：“心苟同，迹不必皆同。
使尽如土室之离母，寝车之不蹈地，诈盲之不见妻，识者必谓之固，必非避乱守身之正。
”①再加上谋生之艰难，真正的隐居需要坚强的毅力和面对贫困的勇气。
即使是不与新朝合作的汉族文人，亦多以游幕维持生计，而所游之幕主，或为所谓的贰臣，或为仕于
异朝的新贵，以“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原则，本应采取排斥之态度。
所以即使如顾炎武等被后人视为民族气节之象征的文人，亦与所谓的贰臣交往，对其出仕新朝采取宽
容之态度。
曾以逃禅表达对清朝之抗争的屈大均，一边积极参加抗清之行动，一边与所谓的贰臣交往，如王士稹
、龚鼎孳、程可则、朱彝尊等皆对屈大均之文学才华表示赞赏。
像坚守气节的文人方文即表示，或仕或隐，皆为个体之自由选择，虽有高下之分，而与善恶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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