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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地域性
曾礼军

  　江浙等地自六朝始就是文学世家的聚集区，经唐宋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清代两浙文学世家

既有其地域的自足性，又有其地域的外联性。就其内部而言，浙东与浙西无论是文学世家数量、类型还

是世家文学传承，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时又呈现出文化的一体性，有着独特的地域特征。

　　

　　浙东重“醇雅”浙西尚“博雅”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共225家，基本上聚集在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绍兴府

和宁波府，这五府共有186家，占全省的80%以上；浙西地区又远多于浙东地区，浙西共有135家，浙

东则有90家，两者所占比例分别约为60%和40%。可见，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浙东

与浙西两个区域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类型看，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可分为文学主导型、艺术主导型和学术主导型，其中文学主导型占绝

大多数。在类型上，浙东与浙西的文学世家有鲜明的地区差异。浙东文学世家多为学术主导型，如余姚

黄宗羲家族、会稽章学诚家族、鄞县万泰家族和全祖望家族、定海黄式三家族、瑞安孙诒让家族等。对

浙东文学世家来说，文学是经史学术的余事，强调文学对经史的依附性。浙西文学世家则多为文学主导

型，兼有艺术主导型。前者如海宁查慎行家族，秀水朱彝尊家族、钱载家族、李良年家族等；后者如钱

塘潘庭筠家族、仁和钱树家族等。浙西文学世家以文学或艺术为本位，以学术为余事。

　　

　　浙东与浙西的世家在文学传承上也有较明显的地区差异，浙西尚“博雅”，文化观念更具开放性，

而浙东重“醇雅”，文化观念更具正统性。最典型的就是章学诚与袁枚的对立。袁枚主性灵说，并且广

收女弟子，此举遭到章学诚的激烈批判。章学诚认为：“从来诗贵风雅。即唐、宋诗话，论诗虽至浅

近，不过较论工拙，比拟字句，为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

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

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这体现了浙东“醇雅”与浙西“博

雅”两种不同地域文化观念在个体家学中的对立。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呈现出东西差异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理环境。清代两浙文学世家基本

上集中在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然而浙西的杭嘉湖又处于江南的最核心区域——环太湖地带，处于多

省交界处，且杭州为省府所在地，这不仅使浙西更为宜居，而且有助于浙西世家的外向联动和交流，形

成包容型文化。二是经济发展。两浙的平原经济都较为发达，但浙西经济更具独特性，以蚕桑业为基础

的工商业异常发达，出现了许多资本雄厚的豪商巨贾。商业经济发达不仅有利于家族生存，而且促进了

家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三是文化传统。从科举和藏书两项主要文化指标看，浙西都强于浙东。据《清

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统计，清代浙江省共有进士2808名，杭嘉湖绍宁五府共2553名，占总数的

90.9%；浙西与浙东所占比例分别是62.9%和37.1%。而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清代浙江

私人藏书超万卷以上者共有137人，杭嘉湖绍宁五府共有101人，占全省的73.7%；浙西与浙东所占比例

分别是62%和38%。四是学术渊源。自宋代以来，“浙学”就表现出“东”强“西”弱的特点，章学诚

对两浙学术特点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而他自己也强调“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学

术上的“东”强“西”弱恰好与文学上的“东”弱“西”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

东西差异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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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浙文学世家的文化一体性

　　

　　尽管清代浙东与浙西文学世家的次生地域特色相当鲜明，但两者又不完全是对立的，相反，浙东与

浙西文学世家在文化整体上有着水乳交融的一体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化源头上具有同源性，家学传承上

具有趋同性。

　　

　　从文化源头看，黄宗羲无疑是清代两浙文化理论重构和阐释的先驱，为两浙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

理论基础。在哲学思想上，黄宗羲所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学脉绵延不断。在文学观念上，他一方面提

出“史亡而后诗作”，认为诗歌具有“保存‘心史’即精神史”的重要功能，重史的基础上凸显了文学

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宋代诗文的价值作出全新的估量，突出了宋代诗文的独特文学意义。这种文

化观念十分易于被曾处于抗清前沿阵地的清代两浙地区及其文学世家个体所接受和传播，有着广阔的文

化生存空间。与此同时，黄宗羲又辗转讲学，广授门徒。不仅宣传了其学术文化思想，而且通过其学生

门徒的接受消化，直接成为两浙文学世家个体家学的文化源头。此外，黄宗羲的家族联姻也为其学术思

想的传播拓展了新途径。

　　

　　从家学传承上来看，两浙许多世家在乾隆以后具有由文学主导型走向学术主导或艺术主导型的特

点。这种走向与两浙特定的地域有着密切关联。由于浙江是反清的前沿阵地，浙江成了清代文字狱的重

灾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秀水李氏世家，清初的

李良年、李绳远、李符等人承其家学以文学名世，称为“前三李”；进入乾隆时期，李良年曾孙李集开

始以经学名世；此后，李集子李旦华亦留心经术，而李旦华子李遇孙、从子李超孙、李富孙皆以经学著

称，称为“后三李”。李氏家族也由文学世家走上了学术世家。这种家学趋同性发展，除了外在因素

外，还有其内在因素，即两浙普遍重经史的文化传统。张仲谋指出清代浙派诗学具有“宗宋、主性情、

重学问”的特点，这正是两浙文化传统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显然，两浙家学由文学走向学术不是无源

之水，在特定的外在条件刺激下，自然是水到渠成。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文化一体性是其地域文化自足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两浙文学世家作为整体而区

别于江南其他区域文学世家的重要特征。同时，由于浙西地区处于环太湖流域，两浙文学世家除了有其

自足性地域文化外，还能广泛沟通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交流。这样，清代两浙文学世家拥有自足性与开

放性的双重文化特征，有着独特的地域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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