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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海新编写的《水萍山鸟：张岱及其诗文研究》以张岱及其诗文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人生轨迹与文
学创作进行重新探讨，在选题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基于开阔的视界，从晚明至清初时代与文学的演变这一历史角度，重新审视张岱在明清之际的文
学地位，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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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海新，生于1973年11月，河北省磁县人。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现就职于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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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岱认为王世贞没有很好地得到司马迁作《史记》的“真经”，司马迁作那些列传，“皆以无意
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银钩铁勒，简练之手，出以生涩。
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毛，则睛中一画，墨汁斗许，亦将安所用之也”。
而王世贞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以为“非我作史，更有谁作”，反倒作不出来史书，“是皆其能为史
之一念有以误之也”。
从《石匮书自序》我们可以看到张岱立下作史书壮志的思想轨迹，他对明代史书撰著所存在的诸多问
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就著述所要具备的各种条件进行了准备，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完成王世贞的
遗志。
从张岱研究的角度而言，王世贞的史学著作予张岱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重要一环。
张岱对于世贞的判断并非是由于自己的信心膨胀所至，其在文中十分谦逊地表示：“余之作史，尚不
能万一弁州，敢言东坡？
⋯⋯余故不能为史，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固无所辞罪。
然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
”　　张岱把自己的史书名为《石匮书》，可见其上踵司马迁的志向，同时也是继承高祖、曾祖两代
人的事业，打算修成一部明史。
他自述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
成帙。
⋯⋯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
从这些叙述来看，“这一个”史学家的张岱和优游岁月中的“另一个”张岱似乎构成了一种较大的反
差，不过，实际上并不奇怪，一是张岱的复杂正在于其亦庄亦谐，二是古代文人的复杂在于并非只专
于一门，何况，人的爱好又有多、专之分，在倾心史撰之名山事业的同时，无碍其游山玩水、吟风弄
月，三是人清后的张岱和晚明的张岱亦有很大的转变，包括境遇、经济，当然还有心境。
《石匮书》的成书过程本身也伴随着国家情势、作家经历的变化而获得品质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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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著以张岱及其诗文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人生轨迹与文学创作进行重新探讨，在选题上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书稿基于开阔的视界，从晚明至清初时代与文学的演变这一历史角度，重新审视张岱在明清之际的文
学地位，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郑利华　　　　作者对存世的张岱著述进行了全
面整理，作了大量的版本比较和异文校勘的工作。
特别是发现了一种新本《和陶集》，为深入研究张岱提供了文本的依据。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霍有明　　　　本著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岱，并给予恰如
其分的评价，其创新的勇气、意识，以及目前所取得的成果，都值得肯定。
尤其是对于国图藏本《张子文秕》、《张子诗秕》的考察校勘，对于张岱四十多首“和陶诗”的发掘
，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孙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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