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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明代七子派接受史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的演进”（１２ＹＪＡ７５１０５１）。

作者简介：史小军（１９６６—），男，陕西岐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方蓉（１９９２—），女，安徽

铜陵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编者语：这一期发表的两篇文章，皆取径于事物的历史发展，探求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史小军教授及

其学生在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中爬罗剔抉，博观约取，总结了清人学术对明人的继承、反思和综合，呈现出清

代诗文批评对明代七子派评论的基本面貌。朱供罗、李笑频副教授则对《文心雕龙·隐秀》明代补文的来龙

去脉进行了翔实考证，整理出其始见于天启二年，至清代被认定为伪作，近人因而删除的清晰线索，并确认了

与补文来源有重要关系的宋代朱孝穆之真实身份。

清代诗文评中的七子派论评研究

史小军，方　蓉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广东 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明七子派的接受经历明中后期、明末，到清代达到最高峰。清代诗文评中关于明七子的论述可谓数不

胜数，对前朝的反思和总结是清朝学术建立起来的基础，对七子派的评论也是在继承了明人论说基础上，如

对摹拟之风、复古取径和方法的批评，增加了对门户之习的批判。对于学唐学宋问题，清人的反思也是经历

了最初的宗宋到后期的兼取唐宋，显示了清人理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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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术，如前辈学者所指出的，是建立在对中
国古代学术的整理和总结的基础上的。清代可以称

为批评史上的集大成的时代，其诗学带有集前代诗

学遗产之大成的特征。由于“清代学术总体上是在

一个痛感汉文化的堕落和明代学风普遍失望的心态

下发轫的，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经世倾向和反思

意识”［１］１１，对于明代学术的反思便构成了清代诗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对七子派的论评为重点，七子

派的接受在清代可谓达到了高峰。清代诗学资料十

分庞杂丰厚，“仅严格意义的诗话已知就有一千四

百七十余种”［１］１３，此外，各种序跋、选集、书信、笔

记、方志、碑传等涉及的诗文评更是难以尽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