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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域性文艺流派形成和演进的特点
———以桐城派为中心说开去

钱念孙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５３)

〔摘　 要〕以清朝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形成和演进历程为中心ꎬ梳理和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域性文

艺流派生存发展的不同形态及特点ꎮ 提出地域性文艺流派的跨地域特征和超地域影响、地域性文艺流派创立的

自觉性与非自觉性、地域性文艺流派赓续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等问题ꎬ在桐城派与江南众多地域性文艺

流派的参照比较中ꎬ考察和探寻桐城派及江南地域性文艺流派产生发展的缘由及规律ꎬ以为今天文艺发展提供

借鉴之资ꎮ
〔关键词〕桐城派ꎻ地域性文艺流派ꎻ特点和规律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１. １１. ００９

　 　 中国地域性文化流派的产生ꎬ若追溯早期渊

源和雏形ꎬ可以上溯到春秋末期孔子在鲁国聚徒

讲学而创立儒家学派ꎬ战国时齐威王在临淄(今
山东淄博)设置的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纵论天

下大事等ꎮ 西汉刘歆«七略诸子略»把先秦和

汉初的诸子思想ꎬ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
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诸多流派ꎬ这些

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术影响主要集中在以

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中原地区ꎮ
江南地区〔１〕地域性文艺流派兴起的时间相

对较晚ꎬ宋元时期只有零星出现ꎬ明清两朝才逐

渐风生水起而蔚然可观ꎮ 这与中国文化演进先

在北方中原地区兴盛ꎬ然后逐步南移至长江流域

的整体趋势相吻合ꎻ也与历史上西晋覆灭和北宋

沦亡ꎬ分别迁都建康(今南京)和临安(今杭州)
建立东晋政权和南宋王朝ꎬ从而助推南方经济文

化崛起密切相关ꎮ
本文以明清时期江南区域众多地域性文艺

流派为参照背景ꎬ简要梳理桐城派形成和演进过

程中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ꎬ略窥地域性文艺流

派产生发展的特点ꎬ以就教于方家ꎮ

一、地域性文艺流派的跨地域特征和超地域影响

作为绵延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最大散文流

派ꎬ“桐城派”名称首见于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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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之末ꎬ桐城姚姬传先生鼐ꎬ善为古文

辞ꎬ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ꎬ而受法

于刘君大櫆ꎬ及其世父编修君范ꎮ 三子既通

儒硕望ꎬ姚先生治其术益精ꎮ 历城周永年书

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ꎬ其在桐城乎?”由

是ꎬ学者多归向桐城ꎬ号“桐城派”ꎬ犹前世所

称“江西诗派”者也ꎮ〔２〕

曾国藩对“桐城派”名称由来及师承脉络的

描述是符合事实的ꎮ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

序»里也说:
曩者鼐在京师ꎬ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

曰:“为文章者ꎬ有所法而后能ꎬ有所变而后

大ꎬ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ꎬ独士能为古文者

未广ꎮ 昔有方侍郎ꎬ今有刘先生ꎬ天下文章ꎬ
其出于桐城乎?” 〔３〕

由这两段论述桐城派的经典话语ꎬ并对照桐

城派发展史实可知:(一)“桐城派”名称的由来ꎬ
主要缘于其代表性作家如方苞、刘大櫆、姚鼐等

都是桐城人ꎬ是以主要作家的籍贯名之ꎮ (二)
桐城派虽然标以地域名称ꎬ但其人员构成和产生

影响却并不局限于一地一域ꎬ而是异地“学者多

归向桐城”ꎬ以至让人惊呼“天下文章ꎬ其出于桐

城乎”ꎮ
就第一点而言ꎬ一定历史时期内带有地域名

称的文艺流派ꎬ常常或多或少地与描绘、研究地

方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特色相联系ꎮ 桐城派与

此不同ꎬ它更主要是康乾时期同出于安徽桐城的

官宦文人ꎬ具有共同讲求“义法”的文论主张和

创作倾向而形成ꎮ 如郭绍虞所指出:“桐城文之

成派ꎬ即因桐城文人之文论有其一贯的主张之

故”ꎮ〔４〕纵览桐城派的作家ꎬ虽然后期不乏一些侧

重描写家乡风物和学术源流的作品ꎬ但早期和中

期ꎬ如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姚莹

等人的著述ꎬ皆视野开阔ꎬ纵横捭阖ꎬ笔端所涉所

议ꎬ时空和事项远非拘囿于桐城一域ꎮ〔５〕 这就是

说ꎬ桐城派主要作家的作品ꎬ虽然总体共同追求

文从字顺、言简有序、清雅秀美、于平易琐细中见

曲折情致的创作风格ꎬ但不论是从描写对象或语

言特征看ꎬ地域特色并不明显ꎬ甚或难以在其中

寻觅地方特色ꎮ 此与今天所说的一些地域性文

学流派ꎬ如以老舍、邓友梅为代表的“京派”ꎬ以
孙犁、刘绍棠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等ꎬ注重以地

方语言描绘地域社会风习ꎬ不论是为文旨趣还是

文体风格等ꎬ均相距甚远而大不相同ꎮ
就第二点而言ꎬ桐城派虽以地域命名ꎬ但归

于其流派的成员却并非限于一地之疆界ꎬ而是多

半来自桐城以外的五湖四海ꎮ 据刘声木«桐城文

学渊源考»及其«补遗»不完全统计ꎬ桐城派鼎盛

之时ꎬ天下文士争相归之ꎬ其有名有姓的成员多

达 ９００ 余位ꎬ包括女子 ２ 名ꎬ日本人 ２ 名ꎮ 以安

徽桐城为中心ꎬ桐城派势力远涉江苏、山东、江
西、河北、湖南、广西、天津、上海等地ꎮ〔６〕 以主张

“性灵说”而蜚声乾隆时期文坛的袁枚ꎬ当年就

称赞方苞的古文:“不相菲薄不相师ꎬ公道持论我

最知ꎮ 一代正宗才力薄ꎬ望溪文集阮亭诗”ꎮ〔７〕袁

枚在这里认为ꎬ方苞虽然才力不足ꎬ但其文章仍

不愧为“一代正宗”ꎮ 最为典型的是江苏常州、
武进一带兴起的清代重要散文流派阳湖派ꎬ其执

牛耳者张惠言即说:
余友王悔生ꎬ见余«黄山赋»而善之ꎬ劝

余为古文ꎬ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ꎬ为之一

二年ꎬ稍稍得规矩ꎮ〔８〕

阳湖派重要作家陆继辂也说:
钱鲁斯(伯坰)亲受业于海峰之门ꎬ时时

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 (敬)、张皋闻 (惠

言)ꎮ 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ꎬ专志

以治古文ꎮ〔９〕

这两段话里提到的王悔生即王灼 (字悔

生)ꎬ钱鲁斯即钱伯坰(字鲁斯)ꎬ两人皆刘大櫆

亲炙弟子ꎬ又都是阳湖派首领张惠言、恽敬作文

之导师ꎮ 不仅张惠言、恽敬、陆继辂自言其作文

踵续桐城步履ꎬ而且吴育、张曜孙、包世臣等皆

言:“常州(阳湖派)文学传自桐城”ꎮ〔１０〕

至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又一散文流派湘乡

派ꎬ步趋桐城轨迹而光大之ꎬ各类史籍记载更多ꎮ
曾国藩自言:“其(指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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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少年好之ꎮ” 〔１１〕他又称赞姚鼐:“姚先生持论宏

通ꎬ国藩之粗解文章ꎬ由姚先生启之也ꎮ” 〔１２〕 桐城

派后期重要人物马其昶说:“曾公论文ꎬ私淑方

(苞)、姚(鼐)ꎬ而友梅氏(曾亮)ꎮ” 〔１３〕 曾国藩弟

子薛福成也说:“以文正之贤ꎬ不能不取义法于桐

城ꎬ继乃扩充ꎬ以极其才ꎮ 然桐城诸老所讲之义

法ꎬ虽百世不能易也ꎮ” 〔１４〕 钱基博的«中国文学

史»则指出:湘乡曾国藩“自称私淑于桐城ꎬ而欲

少娇其懦缓之失ꎬ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ꎬ以音响

为辅ꎬ探源扬、马ꎬ专宗退之ꎬ奇偶错综ꎬ而偶多于

奇ꎬ复字单词ꎬ杂厕相间ꎬ厚集其气ꎬ使声彩炳焕

而戛焉有声ꎮ 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ꎬ可名为

湘乡派ꎮ 一时流风所被ꎬ桐城而后ꎬ罕有抗颜行

者ꎮ 门弟子著籍甚众ꎬ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

纶号称能传其学ꎮ” 〔１５〕桐城派对湘乡派形成和发

展的影响ꎬ实乃彰明较著之事ꎮ
这种以地域命名的文艺流派ꎬ具有非地域性

特征和超地域影响的现象ꎬ虽然于桐城派身上表

现较为突出ꎬ〔１６〕但绝非只有桐城派个案ꎬ在其他

文艺流派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表现ꎮ 如江

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阳羡派、娄东派

(绘画)、虞山派(绘画)、湘乡派、吴江派(戏曲)、
临川派(戏曲)等ꎬ皆是以其领袖人物的籍贯命

名ꎬ但基本成员往往相当数量并不在同一地区ꎬ
其作品的主题和语言也没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ꎬ
却产生跨地域和超地域以至全国性的影响ꎮ

当然ꎬ大多数以地域命名的文艺流派ꎬ其代

表人物和基本成员常常都是同一地区的人ꎬ其作

品的地域性特征也相对较为明显ꎮ 如清代颇有

声誉的新安画派ꎬ其主要画家渐江、查士标、王之

瑞、孙逸ꎬ均是安徽歙县或休宁县人ꎬ休宁原本歙

县地ꎬ三国吴时称海阳ꎬ隋唐时两地迭为新安郡

治ꎬ故后人多称他们为“海阳四家” “新安派”或

“新安画派”ꎮ 新安画派不仅代表性人物ꎬ其众

多成员如程邃、郑旼、戴本孝、汪家珍、汪然、方士

庶、江注、祝昌、姚宋、吴定、汪朴等等ꎬ也都属于

古新安郡治(即徽州府)人ꎮ 他们的绘画风格虽

然并不一致ꎬ但描绘对象却多半是以黄山为主题

的山水画ꎬ其地域性特征一目了然ꎮ 其他地域性

文艺流派ꎬ如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以钱

谦益为领袖的虞山诗派、以吴伟业为首领的娄东

诗派、以朱彝尊为开创者的浙西词派等ꎬ其人员

构成也主要是当地文人墨客ꎬ跨地域和超地域的

影响相对有限ꎮ

二、地域性文艺流派创立的自觉性与非自觉性

明清时期ꎬ江南地区经济富庶ꎬ文化兴盛ꎬ文
艺流派也如杂花生树ꎬ草长莺飞ꎮ 翻检多种中国

古代文艺及地方史志资料ꎬ粗略计算ꎬ苏浙皖三

省明清两朝以地域命名的文艺流派多达五十余

个ꎮ 就其流派形成状况看ꎬ大体有两种情形:
(一)有些流派在创建之初ꎬ其首领及主要人物

就有明确宗旨和创作原则ꎬ并团结组织认同其文

艺观念的人结社成派ꎬ这可谓是自觉性文艺派

别ꎻ(二)有些流派只是某些文艺家有着基本相

同的文艺主张和创作倾向ꎬ在长期切磋交往和赓

续传承中自然形成某种文艺群体ꎬ至于“派”的

称谓ꎬ常常是后人根据他们的成就和特点予以概

括命名ꎬ这可谓是非自觉性派别ꎮ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ꎬ桐城派的形成显然属于

后一种情况ꎮ 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派ꎬ关键在于

有一个共同尊崇、一贯坚持的文论主张ꎬ这就是

方苞首倡的“义法”观点ꎮ 对于“义法”的内涵ꎬ
方苞曾在«又书货殖传后»中作扼要解说:

«春秋»之制义法ꎬ自太史公发之ꎬ而后

之深于文者亦具焉ꎮ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

物”也ꎬ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ꎮ 义以

为经而法纬之ꎬ然后为成体之文ꎮ〔１７〕

简而言之ꎬ这里所谓“言有物”之“义”ꎬ主要

指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ꎻ所谓“言有

序”之“法”ꎬ更多指写文章应遵循的基本方法ꎮ
方苞的“义法”之说ꎬ既包涵“道”与“文”的统一ꎬ
又包涵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ꎬ意在引导人做到

道德文章的合一ꎬ即他所说的“学行继程朱之后ꎬ
文章介韩欧之间”ꎮ〔１８〕 方苞倡导古文“义法”ꎬ针
对的是时文(八股)之弊ꎮ 他在«答友书»中说:

—００１—

　 ２０２１. １１学人论语



“世之人才ꎬ败于科举之学千余岁矣ꎬ而时文则又

甚焉ꎮ”他提出古文“义法”ꎬ正在于纠正时文(八
股)以一定模式为依傍ꎬ规天下之步趋ꎬ汩作者之

灵性ꎬ陈陈相因ꎬ堕为庸腐滥调之弊端ꎬ因而得到

当时不少人的认同和拥护ꎮ
紧随方苞之后ꎬ刘大櫆和姚鼐进一步阐发和

完善古文“义法”说ꎮ 刘大櫆提出“义理”观点ꎬ
认为“义理”并非仅指程朱理学等儒家思想ꎬ文
章所写的人和事本身即饱含“义理”ꎬ“专以理为

主者ꎬ则犹未尽其妙也”ꎮ 在他看来ꎬ“义理、书
卷、经济者ꎬ行文之实”ꎬ犹“匠人之材料”ꎬ但仅

有材料ꎬ“而不善实施ꎬ终不可以成大匠ꎮ 神气音

节者ꎬ匠人之能事也ꎮ”他既肯定思想和材料的意

义ꎬ又强调方法和技巧的重要ꎬ 所论较为周

密ꎮ〔１９〕姚鼐则将“义理、考据、辞章”融为一炉ꎬ总
结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ꎬ以及“阴阳刚柔”的文学风格论等ꎬ使方苞

的“义法”说逐步深入和完备ꎬ更加贴近作文的

艺术规律ꎬ并基本形成较为系统的桐城派古文理

论体系ꎮ 桐城派“三祖”方、刘、姚ꎬ尽管其学识、
才华及文学见解也互有差异ꎬ但他们都以古文

“义法”为核心接续探讨ꎬ使这一基本命题不断

延伸和拓展ꎬ为桐城派发展构筑起坚实的理论基

础ꎮ
在创作方面ꎬ桐城派作家大体遵循以 “义

法”为核心的文论思想ꎬ追求清正雅洁的文风及

创作倾向ꎮ 他们的古文作品ꎬ立意守正ꎬ有伤人

伦风化不苟作ꎻ布局严谨ꎬ结构缜密而层次有序ꎻ
语言清畅ꎬ古韵盎然而简明易读ꎻ抒写自由ꎬ虽宗

秦汉和唐宋古文ꎬ却不像拟古派那样因袭字句泥

古不化ꎬ而是有着切实的内容和艺术个性ꎮ 正如

郭绍虞所说:“桐城文素以雅洁著称ꎬ惟雅故能通

于古ꎬ惟洁故能适于今ꎮ 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

代古文中坚的理由ꎮ” 〔２０〕桐城派周围能够聚集那

么多作家ꎬ能够绵延清朝文坛二百余年ꎬ其几代

领袖人物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地提出和修正“通于

古又适于今”的文论主张ꎬ并不断推出相应的创

作实绩ꎬ吸引众多文人士大夫心悦诚服而归之ꎬ

乃是重要缘由ꎮ
不过ꎬ桐城派之成派ꎬ并非某个人或某几个

人自觉有意的组织ꎬ而是逐步自然形成的非自觉

性的社会文艺群体ꎮ 方苞倡议“义法”之时ꎬ所
考虑的更多是适应清朝统治者政治文化的需要

及弘扬唐宋古文传统ꎬ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创立一

个颇有声势的文派ꎮ 刘大櫆时期ꎬ方、刘等桐城

文人虽然已有不少嫡传和私淑弟子ꎬ在文论主张

和创作实践方面也取得相当的成绩ꎬ但他仍未起

意和提及亮出一面什么派别的旗号问题ꎮ 及至

姚鼐称雄文坛之际ꎬ尽管实际归附“桐城”者已

人多势众ꎬ颇具成“派”的气象ꎬ姚鼐也只是借周

永年、程晋芳之口ꎬ提到所谓“天下文章ꎬ其出于

桐城乎”赞语ꎬ而没有公然挂起“桐城派”的招

牌ꎮ 李详在«论桐城派»中就认为:“乾隆中ꎬ程
鱼门(晋芳)与姚姬传先生相习ꎬ谓‘天下之文

章ꎬ其在桐城乎’ꎬ此乃一时兴到之言ꎬ姬传先生

犹不敢承ꎮ” 〔２１〕 鲜明举起文派旗帜ꎬ并以“桐城

派”名之而相号召者ꎬ是本文开头说到的曾国藩ꎮ
作为一个自发形成的文派ꎬ桐城派溪流自康

熙年间缓慢潺湲而下ꎬ至姚鼐中晚年乾嘉时期已

呈现风行草偃、水到渠成之胜景ꎮ〔２２〕 姚鼐去世之

后ꎬ虽有“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
姚莹勉力支撑ꎬ但无奈清王朝国运逐渐衰败ꎬ它
也随之步入走下坡路之颓势ꎮ 当是时ꎬ道光咸丰

年间崛起于政坛的“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ꎬ不
仅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建立赫赫“武功”ꎬ也
想在“文治”上大展身手崭露头角ꎬ力挽桐城派

于“文蔽道衰”的危机之中ꎮ 他一方面为“桐城

派”命名挂牌ꎬ对“桐城三祖”赞誉有加ꎬ另一方

面以桐城派私淑弟子自诩ꎬ〔２３〕 亲自挂帅组织起

桐城派分支“湘乡派”ꎮ 他在«欧阳生文集序»
中ꎬ不仅历数桐城派的滥觞渊源ꎬ而且对姚鼐及

其以后的发展ꎬ作出清晰的描述: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ꎬ门下著籍

者ꎬ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

东树植之、姚莹石甫ꎬ四人皆高第弟子ꎬ各以

所得ꎬ传授徒友ꎬ往往不绝ꎮ 在桐城者ꎬ有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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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存庄ꎬ事植之久ꎬ尤精力过绝人ꎬ自以为

守其邑先正其法ꎬ 之后进ꎬ义所无让也ꎮ 其

不列弟子籍ꎬ同时服膺ꎬ有新城鲁仕骥絜非、
宜兴吴德旋仲伦ꎮ 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ꎬ
硕士既师其舅ꎬ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ꎬ乡人化

之ꎬ多好文章ꎮ 硕士之群从ꎬ有陈学受艺叔、
陈溥广敷ꎬ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ꎬ皆承絜非

之风ꎬ私淑于姚先生ꎬ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

学ꎮ 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ꎬ月沧之乡人ꎬ
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

甫ꎬ皆步趋吴氏、吕氏ꎬ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

言ꎬ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ꎮ〔２４〕

从此描述可知ꎬ桐城派不论是前期或中期ꎬ
基本都是在师徒传授和友朋推荐的影响下ꎬ逐渐

自然发展壮大的ꎮ 曾国藩高扬“桐城派”大旗ꎬ
并以“湘乡”及“阳湖”等各地相关文人名士策应

呐喊后ꎬ桐城派作为一个文派的自觉意识明显增

强ꎬ不仅一度出现抬头振兴的征兆ꎬ而且各种考

察和研究桐城派的著述也如春之草芽ꎬ层出不

穷ꎮ 当然ꎬ这只是就宏观大势而言ꎬ若细察桐城

派流变ꎬ尤其是它与湘乡、阳湖等支派的关系等ꎬ
在基本创作倾向一致的前提下ꎬ其间的歧见和矛

盾也是显而易见不应忽略的ꎮ 至于末期曾国藩、
林纾等人赋予桐城派更大程度守护旧制的宗派

色彩ꎬ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向

衰落和消歇ꎬ虽有历史铁律的必然性ꎬ也包含一

些值得探讨的课题ꎮ
明清时期江南地域性文艺流派ꎬ有不少与桐

城派一样ꎬ属于先期自发而没有明确的派别意

识ꎬ逐渐流派意识觉醒ꎬ有意围绕某种文艺主张

深入阐发和积极创作ꎬ由派中成员或派外识者点

出名称张扬之ꎬ从而得到更多人认同并为文艺史

所确认ꎮ 也有一些地域性文艺流派萌生之初ꎬ其
领袖人物等就提出明确创作主张ꎬ呼朋引类联络

志同道合者唱和呐喊以扩大影响ꎮ 如以钱谦益

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虞山派ꎬ就以反对明七子复古

模拟ꎬ倡“情真”“情至”而名响一时ꎬ可谓较为凸

显体现了自觉性流派的特征ꎮ 还有一些地域性

文艺流派ꎬ如以朱彝尊等为首领的浙西词派ꎬ原
来只是一群词人相互酬唱赠答ꎬ同调标榜ꎬ并没

有什么成立派别的主张ꎬ后来其核心成员龚翔麟

把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皞日和他自

己共六人的词ꎬ选编合刻一本«浙西六家词»ꎬ渐
渐始有“浙西词派”之称并激扬光大ꎮ〔２５〕 戏曲和

绘画领域里的许多派别ꎬ如越中派、吴中派、昆山

派、徽派ꎬ以及宣城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等

等ꎬ原先并没有多少派别意识和明确的派别名

称ꎬ多半是近现代研究者依据某一地方剧种或某

一地域绘画群体予以命名ꎬ加以概括总结的ꎮ
上面为叙述和把握的简便ꎬ将地域性文艺流

派归纳为几种类型ꎬ实际上ꎬ地域性文艺流派现

象相当复杂ꎬ若深入研究ꎬ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ꎮ

三、地域性文艺流派赓续发展的内部条件

和外部因素

　 　 明清时期江南地域性文艺流派ꎬ大半延续时

间不长ꎬ似乎较难跳出民谚所说“富不过三代”
的命运ꎮ 如兴起于清初词坛的阳羡派ꎬ因创始人

陈维崧为阳羡(今江苏宜兴)人而得名ꎮ 陈崇尚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ꎬ才情横溢ꎬ踔厉骏发ꎬ词
作多达 １６００ 余首ꎬ“气魄绝大ꎬ骨力绝遒ꎬ填词之

富ꎬ古今无两”ꎬ〔２６〕 当时有任绳隗、徐喈凤、史惟

圆、万树、曹亮武等大批词人与其应和唱答ꎬ名声

煊赫一时ꎮ 但随着陈维崧 ５７ 岁去世ꎬ就不可避

免地陷入“人亡政息”的窘境ꎬ即便有人把蒋士

铨、郑燮等视为此派之余绪ꎬ终因创作成就平平ꎬ
难以接其流脉而产生较大反响ꎮ

如果说ꎬ明清时期江南地域性文艺流派绝大

多数与阳羡派一样ꎬ常常赓续时间三五十年ꎬ至
多也难逾百年ꎻ那么ꎬ桐城派则破天荒地前后绵

延二百余年ꎬ堪称明清文艺史乃至整个中国文艺

史上一个少见的“寿星”ꎮ 桐城派初起于康熙大

治之时ꎬ发展于雍、乾盛世ꎬ于嘉、道、咸时期还大

张旗帜ꎬ同、光、宣三朝仍有余威ꎬ直至民国后白

话文运动兴起方告终结ꎮ 桐城派为什么能够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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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如此久远?〔２７〕 这不仅是桐城派研究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ꎬ也是探寻地域性文艺流派承续发展绕

不开的话题ꎮ
作为一个文派ꎬ桐城派绵延久远的首要条件

是ꎬ它构建了一套可供遵循和传承的写作古文的

理论体系ꎮ 桐城派为文的核心是讲究义法ꎮ 方

苞的“义法说”ꎬ主要阐发“本经术而依事物之

理” 的思想规范ꎬ以及作文的谋篇布局之法

度ꎮ〔２８〕刘大櫆补之以“神气说”ꎬ从品藻音节入手

探测古人之文起承转合中精神气脉ꎬ寻求文章整

体精神气势与字句音节和谐呼应的为文津梁ꎮ
姚鼐在方、刘古文理论的基础上ꎬ综合分析天与

人一、道与艺合、文与质备、古与今宜ꎬ以及阳刚

阴柔ꎬ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艺术范畴ꎬ整理建构

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话语系统ꎮ 由此ꎬ桐城派古

文理论从偏重在史传文体里悟出的“义法说”、
偏重在写作技艺角度讲授的“神气说”等狭窄地

带走出ꎬ沿循“有所法而后能ꎬ有所变而能大” 〔２９〕

之途径ꎬ使其理论在更加系统、规范、适用的同

时ꎬ具备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和覆盖范围ꎬ因而

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影响ꎮ
桐城派为文恪守思想的正统性ꎬ是其能够长

期立足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ꎮ 清朝统治者从维

护自身统治出发ꎬ自康熙起就尊奉程朱理学ꎮ 康

熙甚至把朱熹理学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非此

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ꎬ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ꎬ
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ꎬ非此不能外内为一

家ꎮ” 〔３０〕在清朝ꎬ“学校之中ꎬ一以程朱之说为宗ꎮ
试士四书五经义ꎬ有不合于程朱者ꎬ考官不得

录ꎮ” 〔３１〕桐城三祖方、刘、姚ꎬ皆崇尚程朱理学ꎮ
不仅“望溪先生之文ꎬ体正而法严ꎬ其于道也ꎬ一
以程朱理学为归ꎮ” 〔３２〕姚鼐也明确说:“夫古人之

文ꎬ岂第文焉而已! 明道义ꎬ维风俗以昭世者ꎬ君
子之志ꎻ而辞足以尽其志者ꎬ君子之文也ꎮ” 〔３３〕 姚

鼐大弟子方东树更是程朱的虔诚信徒:“见后人

著书ꎬ凡与朱子为难者ꎬ辄恚恨ꎬ以为人性何以若

是之弊也ꎮ” 〔３４〕曾国藩作为“中兴第一名臣”ꎬ于
桐城派处颓势之时出手强力振兴ꎬ也是看中桐城

派所秉持正统思想及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ꎬ有助

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ꎮ〔３５〕 桐城派思想的正统性ꎬ
也受到广大文人士子的欢迎ꎬ因为正统思想加上

学问和文章ꎬ便意味着铺就了中举仕进迈入庙堂

的台阶ꎬ这也是桐城派文士主持的书院和学校常

常生徒众多的原由所在ꎮ
桐城派人才济济ꎬ名师高徒俊彦辈出ꎬ是其

能够保持长久兴旺的又一关键因素ꎮ 桐城派奠

基人方苞的文章ꎬ曾被袁枚誉为“一代正宗”ꎬ康
熙也曾“嘉赏再三曰ꎬ此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ꎬ
不能过也”ꎬ并“命与诸皇子游ꎬ自诚亲王从下ꎬ
皆呼之曰先生”ꎮ〔３６〕刘大櫆小方苞 ３０ 岁ꎬ但他以

布衣到京师时ꎬ颇负时望的方苞读其文章ꎬ便称

为“今世韩欧”ꎬ并说“如方某ꎬ何足算耶! 邑子

刘生ꎬ乃国士尔”ꎮ〔３７〕 姚鼐比刘大櫆小 ３４ 岁ꎬ自
幼才华出众ꎬ刘大櫆晚年有«寄姚姬传»诗作说:
“我昔在故乡ꎬ初与君相识ꎮ 君时甫冠带ꎬ已具垂

天翼ꎮ”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ꎬ〔３８〕

年龄均比姚鼐小 ４０ 至 ５０ 余岁之间ꎬ不论是理论

阐释还是创作实践ꎬ皆有突出成就ꎮ 其后的曾国

藩ꎬ比姚门四杰中最长者方东树小 ３９ 岁、比年龄

最轻者梅曾亮小 ２５ 岁ꎬ而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
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ꎬ又比曾国藩小 １０ 多岁

至 ３０ 岁之间ꎮ 此后还有吴汝纶弟子马其昶、姚
永朴、姚永概等卓有成就的大家ꎬ以及林纾、严复

等名流为桐城派张目ꎬ而这时已改朝换代跨入民

国时期了ꎮ 从清初到清末ꎬ桐城派阵营始终人才

辈出ꎬ为其生命之树常青不断开枝散叶ꎬ增添花

繁叶茂的胜景ꎮ
桐城派重视教育ꎬ扬“派”有术ꎬ是其保持生

机活力和扩大影响的核心手段ꎮ 桐城派主要成

员中虽不乏为官者ꎬ但绝大多数以教书为职业ꎬ
有些甚至自愿摘下官帽而谋取教职ꎮ 方苞 ２０ 多

岁开始教书ꎬ出狱后为官内阁兼教皇子读经ꎮ 刘

大櫆当过教谕ꎬ终身以教书为业ꎮ 姚鼐中年辞去

京官ꎬ先后主持梅花、紫阳、敬敷、钟山书院等 ４０
年ꎬ“士子以得及门为幸”ꎬ其弟子数以千计ꎮ 姚

门弟子梅曾亮曾主讲扬州书院ꎬ另一弟子方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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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海门、韶阳、庐阳、泖湖、松滋、东山等书院讲

席ꎮ 吴汝纶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任冀州知州ꎬ
见直隶莲池书院有缺ꎬ主动弃官执掌莲池书院ꎬ
后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ꎮ 据«桐城文学渊源考»
记载ꎬ桐城派中以教书为主要职业或从事过教学

活动者达百余人ꎮ 桐城派不仅推重教育ꎬ还注重

编选读本和教材ꎮ 方苞曾代和硕果亲王编纂«古
文约选»ꎬ刘大櫆编有«历代诗约选» «唐宋八家

古文约选»ꎬ姚鼐编有«古文辞类纂» «评选海峰

诗集»ꎬ黎庶昌、王先谦编有体例不同的«续古文

辞类纂»ꎬ曾国藩编有«经史百家杂钞»ꎬ吴汝纶

更是编有«评点古文约选» «评点方望溪集» «评
点姚惜抱集» «评点梅伯言集» «评点曾文正公

集»等等ꎮ 桐城派重视教育ꎬ名师大家众多ꎬ弟子

门生更如繁星闪烁ꎬ不仅壮大桐城派的声威ꎬ还
使其瓜瓞绵绵ꎬ才俊辈出ꎮ 而他们编选读本和教

材ꎬ不仅起到提供范文、树立偶像、学有标杆的效

果ꎬ更为编织派别传承谱系、拓展派别影响发挥

良好作用ꎮ 这一点ꎬ王先谦在 «续古文辞类纂

序»中描述颇到位: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ꎬ主张

后进ꎬ海峰承之ꎬ遗风遂衍ꎮ 姚惜抱禀其师

传ꎬ覃心冥追ꎬ益以所自得ꎬ推究阃奥ꎬ开设户

牖ꎮ 天下翕然ꎬ号为正宗ꎮ 承学之士ꎬ如蓬从

风ꎬ如川赴壑ꎬ寻声企景ꎬ项领相望ꎮ 百余年

来ꎬ转相传述ꎬ遍于东南ꎮ 由其道而名于文苑

者ꎬ以数十计ꎮ 呜呼ꎬ何其盛也ꎮ〔３９〕

以上所谈ꎬ基本全是桐城派绵延久远的内部

原因ꎬ没有明确说到外部因素ꎮ 其实ꎬ有些内部

原因的内容牵扯到外部因素ꎬ或者说ꎬ其做法本

身就是对外部社会要求的适应和回答(如桐城派

恪守“义理”即思想的正统性ꎬ就是对清朝舆论

控制较严等社会因素的应对和反映)ꎬ因而也是

对外部因素间接阐释ꎮ 毋庸置疑的是ꎬ相对稳定

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比较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ꎬ无
疑有助于地域性文艺流派的萌生和繁荣ꎮ 作为

特殊时期ꎬ有时社会改朝易代和政治风云激荡之

际ꎬ也常常引起处士横议ꎬ民情激愤ꎬ学术和文艺

流派勃然蜂起ꎬ而统治者此时往往也会加强社会

舆论管控和压制ꎮ 这些外部社会演进情势对文

艺流派形成发展的制约作用昭然若揭ꎬ〔４０〕 关键

是作为体现某种社会思潮和审美倾向的文艺流

派ꎬ如何在接纳与抗拒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形

态)的过程中ꎬ寻求到双方能够彼此包容相处ꎬ或
双方都愿意修正调适的平衡状态ꎮ 处于这个状

态之中ꎬ文艺流派相对较易生存发展ꎻ而打破这

种状态ꎬ文艺流派则难免走入困境或夭折ꎮ 当

然ꎬ遇到社会易代或原有正统思想改弦更张之

际ꎬ某些学术和文艺流派乘势而起风靡一时ꎬ也
不乏先例ꎮ

这里值得追问的是ꎬ为什么同处于清朝社会

舆论总体管控较严的情形下ꎬ桐城派能够在众多

文艺流派中出类拔萃ꎬ成为有清一代延续时间最

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艺流派? 其核心要

点仍在于:(一)具有贯穿始终的共同文论主张、
审美倾向和丰硕的创作实绩ꎬ这是桐城派与其他

文派相区别而高标立世的鲜明标识ꎮ (二)以思

想的正统性自觉担负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和使

命ꎬ这是它几乎与清王朝相伴始终而屹立不倒的

政治支撑ꎮ (三)崇教兴学培植力量保证人才济

济和代有栋梁ꎬ这是它超越其他流派而经久不衰

的队伍基础ꎮ 当然ꎬ编选范本、评点文集ꎬ彪炳创

作成就等ꎬ也是桐城派凝聚人心、拓展声誉ꎬ使其

得以长久发展的有力手段ꎮ 这些ꎬ对于我们考察

地域性文艺流派形成和演进的特点ꎬ无疑具有一

定的借鉴参考意义ꎮ

注释:
〔１〕“江南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概念ꎬ究竟包括哪些地方?

从古至今ꎬ并无定论ꎬ但约定俗成ꎬ也有大体范围ꎮ 本文所说“江

南”ꎬ主要指长江中下游一带ꎬ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等地区ꎮ 参见钱念孙:«江南地理文化与才子型君子人格»ꎬ
«群言»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ꎻ«长三角文化论丛»编委会编:«长三角

文化与区域一体化———２０１９ 年“长三角文化论坛”论文集»ꎬ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０ 年ꎮ
〔２〕«曾文正公文集»卷一ꎬ四部丛刊本ꎮ
〔３〕«惜抱轩诗文集»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１４ 页ꎮ

—４０１—

　 ２０２１. １１学人论语



〔４〕〔２０〕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６２７、６２８ 页ꎮ
〔５〕姚鼐大弟子方东树就指出:方苞、刘大櫆、姚鼐作为尊崇

儒家道统思想的一代文士ꎬ“盖非特一邑之士ꎬ亦非特天下之士ꎬ
而百世之士也ꎮ 虽其人气象不侔ꎬ学问造诣不侔ꎬ文章体态不

侔ꎬ要其足通古作者之津ꎬ而得其真ꎬ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
(见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五«刘悌堂诗集序»)ꎮ

〔６〕参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ꎬ徐天祥点校ꎬ
合肥:黄山书社ꎬ２０１２ 年ꎮ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也说:
“桐城古文ꎬ传于阳湖、金陵ꎬ又数传而至湘、赣、西粤”(«中国近

代文论类编»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６４７ 页)ꎮ
〔７〕〔清〕袁枚:«仿元遗山论诗»ꎬ见«小仓山房诗集»卷二

十七ꎮ
〔８〕〔清〕张惠言:«茗柯文初编»二编卷下ꎬ«文稿自序»ꎬ光

绪十年刊本ꎮ
〔９〕〔清〕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十六ꎬ«七家文抄序»ꎬ

光绪四年兴国州署刊本ꎮ
〔１０〕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９０ 页ꎮ
〔１１〕«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ꎬ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ꎮ
〔１２〕«曾文正公文集»卷二ꎬ«圣哲画像记»ꎬ四部丛刊本ꎮ
〔１３〕马其昶:«濂亭集序»ꎮ
〔１４〕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二ꎬ«寄龛文存序»ꎬ光绪刊本ꎮ
〔１５〕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下)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９４２ 页ꎮ
〔１６〕之所以称桐城派为文艺流派ꎬ不仅在于其作为散文流

派本身归属文艺流派ꎬ更在于桐城派实际上是兼有文派、学派、
诗派及艺派的综合体ꎮ 这一点ꎬ吴孟复先生专著«桐城文派述

论»已有论及ꎬ参见第二章“桐城文”与“桐城学”、“桐城文派”与

“桐城诗派”等部分ꎮ 该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出版ꎮ
〔１７〕«方苞集»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５８ 页ꎮ
〔１８〕〔清〕王兆符:«望溪先生文集序»ꎮ
〔１９〕«刘海峰文集»卷首«论文偶记»ꎮ
〔２１〕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ꎬ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６１ 页ꎮ
〔２２〕关爱和:«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

贡献»(载«文艺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即说:姚鼐辞官南归的次

年(１７７６ 年)作«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ꎬ“文中虽未及‘桐城派’

的字样ꎬ而‘桐城派’已呼之欲出了”ꎮ
〔２３〕曾国藩自言:“其(指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ꎬ国藩少年

好之ꎮ”“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ꎬ其学皆不纯于礼ꎮ 然

姚先生持论宏通ꎬ国藩之粗解文章ꎬ由姚先生启之也” (见杨怀

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ꎬ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９５ 页)ꎮ
〔２４〕«曾文正公文集»卷一ꎬ«欧阳生文集序»ꎬ四部丛刊本ꎮ
〔２５〕参见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ꎬ武汉:武汉大学

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３４３ 页ꎮ
〔２６〕〔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

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７１ 页ꎮ
〔２７〕徐寿凯曾著«桐城文派绵延久远原因蠡测»一文ꎬ对此

问题作过探讨ꎮ 参见«桐城派研究论文选»ꎬ合肥:黄山书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８６ － １００ 页ꎮ

〔２８〕由于方苞作文严守法度ꎬ难免有刻板之弊ꎮ «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望溪集提要»评价他的文章说:“上规«史» «汉»ꎬ
下仿韩欧ꎬ不肯少轶于规矩之外ꎬ虽大体雅洁而变化太少ꎬ终不

能绝去町畦ꎬ自辟门户ꎮ”
〔２９〕«惜抱轩诗文集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ꎮ
〔３０〕康熙:«朱子全书序»ꎮ
〔３１〕〔清〕方宗诚:«书小学论后»ꎮ
〔３２〕〔清〕韩梦周:«书望溪先生文集之后»ꎮ
〔３３〕«惜抱轩文集»卷六ꎬ«复汪进士辉祖书»ꎮ
〔３４〕«仪卫轩文集»卷一ꎬ«行略»ꎮ
〔３５〕参见王献永:«桐城文派»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６ 页ꎮ
〔３６〕〔清〕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ꎮ
〔３７〕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ꎬ又见姚鼐:«刘海峰先生

八十寿序»ꎮ
〔３８〕姚门四杰还有一说以刘开替姚莹ꎬ也有一定道理ꎬ如此

可说“姚门五杰”ꎮ
〔３９〕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卷首ꎬ光绪八年虚受堂版ꎮ
〔４０〕钱念孙:«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新探»

一文对此问题曾作探讨ꎬ该文首发«文艺论丛»第 １７ 辑ꎬ上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ꎻ又见钱念孙:«重建文学空间»ꎬ合肥:安
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３２ － ２５７ 页ꎮ

〔责任编辑:李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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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域性文艺流派形成和演进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