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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桐城虽非江南腹地ꎬ却与江南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作为江南政治教化的施行者ꎬ桐城张氏以

及方苞、姚鼐众多弟子、友人接续在江南为官ꎬ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教化之风ꎻ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二十余年ꎬ弟子

及再传弟子遍及东南ꎬ桐城派作家可视为江南人才的培养者ꎻ«古文辞类纂»的编纂和刊刻、流传ꎬ对归有光的追

认及对阳湖派的导引ꎬ桐城派三祖等成为江南文脉的继往开来者ꎮ 就此而言ꎬ桐城派堪称清代江南文化的引领者ꎮ
〔关键词〕桐城派ꎻ江南文化ꎻ引领者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０. ０８. ０１４

　 　 江南ꎬ从字面意义上看即长江之南ꎬ其范围

广大ꎬ长江中下游以南、五岭以北的辽阔地域皆

可称之为“江南”ꎮ 在早期ꎬ江南与塞北、西域、
中原等地理名词相似ꎬ皆用来表示特定的地理方

位ꎮ 由于江南的范围过大ꎬ其内部各地的社会经

济、民俗文化差异明显ꎬ唐时即以今天的闽、浙二

省及苏、皖南部为“江南东道”ꎬ余下则为“江南

西道”和“黔中道”ꎮ 宋代以“路”代“道”ꎬ其“江
南东路”以江宁府为首府ꎬ宣、歙等地皆为其辖

区ꎮ 明末顾炎武等曾提议“联苏、松、常、镇ꎬ并浙

之嘉、湖、杭、严八府属一督抚以保江南腹心”ꎬ将
苏南、浙西视为江南“腹心”ꎮ〔１〕 可见ꎬ无论是地

理方位意义上的“江南”ꎬ还是行政区划层面上

的“江南”都是不断变化的ꎮ 现代学者对此问题

亦有探讨ꎬ如李伯重从“经济区域”的视角出发ꎬ
指出“就明清时代而言ꎬ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

南地区ꎬ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ꎬ即明清的

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

出的仓州”ꎮ〔２〕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者则以为就空间范围言ꎬ江南有“大江南”
“中江南”和“小江南”三种广狭不同的指向ꎮ 其

中“大江南”接近“江南”字面意义上的范围ꎬ“中
江南”包括“浙江省和上海市之全部以及江苏和

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地区”ꎬ“小江南”则是

环太湖流域的核心地带ꎮ〔３〕 这其中的“小江南”
又与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较为接近ꎮ 很显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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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富庶之地ꎬ正所谓“苏常熟ꎬ天下足”ꎬ同
时江南亦是文化重镇ꎬ人文渊薮之区ꎬ明清时期

的江南甚至被认为是文学创作最为繁荣的地区ꎮ
桐城ꎬ介于江淮之间的一座小城ꎬ虽然不属“八府

一州”江南腹地ꎬ但桐城隶属安庆府ꎬ而安庆府地

处“九江之北ꎬ三楚之南ꎬ南滨大江ꎬ 北界清

淮”ꎮ〔４〕清初的苏、皖均属江南省ꎬ两省“事实上

盖为不可分之一文化区域也”ꎮ〔５〕以江宁、安庆为

中心的江南文人交往场所理应成为桐城派作家

活动的主要区域ꎬ且“自明以来ꎬ安徽文人客居金

陵、扬州、松江为一时风尚”ꎮ〔６〕方苞、姚鼐作为桐

城派创始人和集大成者ꎬ都长期寓居江宁ꎬ一大

批桐城文人在江南地区为官施教布道ꎬ他们参与

了江南文化的建设ꎬ甚至成为清代江南文化发展

的引领者ꎮ

一、江南教化的施行者

张英«龙眠古文初集序»说:“桐邑居大江之

北ꎬ其地介吴、楚ꎮ 其县治倚龙眠山麓ꎬ岭岫绵

亘ꎬ百泉奔汇ꎮ 其山之秀异特出者ꎬ则又有二龙、
浮渡、白云诸峰ꎬ雄奇崪峍ꎬ峙于境内ꎮ 平湖百

里ꎬ潆洄曲折而与之俱ꎮ 其地灵之结聚ꎬ风气之

蟠郁ꎬ洵江南之奥区也ꎮ 生斯地者ꎬ类多光伟磊

落之士ꎬ数百年间ꎬ名公卿大夫、学人才人ꎬ肩背

相望ꎮ” 〔７〕这篇序言描绘了桐城境内的山水风光ꎬ
其中山有龙眠、二龙、浮渡、白云等ꎬ可谓雄奇崪

峍ꎬ水则百泉奔汇、平湖百里ꎬ真是潆洄曲折ꎮ 桐

城虽居大江之北ꎬ却被认为“洵江南之奥区”ꎮ
“奥区”即“腹地”之义ꎬ可见桐城颇有江南风物

的特点ꎮ 佳山水给此地带来“地灵之结聚”ꎬ而
“风气之蟠郁”又使得人才辈出ꎬ地灵而人杰ꎬ这
才使得桐城可以方驾江南奥区ꎮ 作此序者张英

(１６３７—１７０８)ꎬ安徽桐城人ꎬ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
进士ꎬ官至工部、礼部尚书ꎬ文华殿大学士ꎬ为康

熙朝名臣ꎮ 张英并非一人显贵ꎬ其家族被雍正称

为“江左第一家风”ꎬ且张氏弟子多学问精深ꎬ为
官之余ꎬ在诗文书画诸多领域ꎬ均有很高造诣ꎬ成
就斐然ꎮ 翁方纲«张氏四世讲筵纪恩诗序»曰:

仕宦以词臣为荣ꎬ而词臣又以讲官为尤

荣也ꎮ 其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相继为之者ꎬ
斯称难矣ꎬ至于祖孙父子四世相继为之者ꎬ则
今桐城张氏ꎮ 自大学士文端公、少宗伯药斋

公、侍讲中畯公、少詹事檀庭公ꎬ接踵入直ꎬ为
自古罕有之盛矣ꎮ〔８〕

自康熙至乾隆朝ꎬ张氏一门四代中张英、张
廷瓒、张廷玉、张廷璐、张廷瑑、张若潭、张若需、
张若霭、张若澄、张曾敞等十人接踵为朝廷日讲

起居注官ꎬ其中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若澄更

是入值南书房ꎬ成为康雍乾三朝皇帝“文治策略

的直接推毂者”ꎮ〔９〕 张廷玉历事三朝ꎬ居官五十

载ꎬ执词林二十七年ꎬ主揆席二十四年ꎬ纵观历

史ꎬ实属罕见ꎮ 尤其是他辅佐雍正皇帝ꎬ惩治腐

败ꎬ澄清吏治ꎬ改善民生ꎬ促进了社会发展ꎮ “雍
正帝颁布遗诏ꎬ‘命他日配享太庙’ꎬ打破了清代

汉族大臣不配享太庙的朝规礼法ꎬ终清一代ꎬ也
仅此一人ꎮ” 〔１０〕 除了在朝廷上的影响ꎬ有研究者

指出ꎬ“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这些风雅正统的

主持人ꎬ均受过张英家族的知遇之恩ꎬ他们能进

入文学坛坫护卫‘清真雅正’的大纛ꎬ与张英家

族实有一定的因果关系ꎬ这同样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张英家族与清代文学风尚的内在因缘”ꎮ〔１１〕 除

“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外ꎬ张廷璐尤为值得注

意ꎬ甚至和江南文教的关系更为密切ꎮ 张廷璐

(１６７５—１７４５)ꎬ字宝臣ꎬ号药斋ꎬ张英第三子ꎬ张
廷玉之弟ꎬ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一甲第二名进士

(榜眼)ꎬ授翰林院编修ꎬ入值南书房ꎬ迁侍讲学

士ꎬ此后辗转各地为学政ꎬ乾隆十年(１７４５)ꎬ病逝

于桐城ꎮ〔１２〕从张廷璐的生平经历看ꎬ其主要为学

官ꎬ且主要在江苏、浙江等地ꎮ 查«清代职官年

表»ꎬ雍正七年(１７２９)ꎬ张廷璐自詹事改江南学

政ꎬ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ꎬ留
任江南学政ꎬ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ꎬ迁礼部侍郎ꎬ留
任江南学政ꎮ 张廷璐任满两届六年ꎬ张廷玉奏请

乾隆帝“另简贤员”ꎬ乾隆帝面谕曰:“江苏学政ꎬ
紧要甲于天下ꎬ张廷璐久于此任ꎬ声名甚好ꎬ已著

有成效矣ꎮ 朕即位之初ꎬ岂肯舍此可信者而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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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员耶?” 〔１３〕直至乾隆三年(１７３８)ꎬ刘吴龙代领

江南学政ꎬ张廷璐回礼部左任ꎮ〔１４〕 张廷璐三督江

南学政ꎬ历时近十年ꎮ 学政ꎬ全称为 “提督学

政”ꎬ为地方文化教育的行政长官ꎬ其职责为“掌
学校政令ꎬ岁、科两试ꎮ 巡历所至ꎬ察师儒优劣ꎬ
生员勤惰ꎬ升其贤者能者ꎬ斥其不帅教者ꎮ 凡有

兴革ꎬ会督、抚行之”ꎮ〔１５〕 学政三年一任ꎬ张廷璐

在首任江南学政期满后ꎬ以礼部侍郎衔继续提督

江南学政ꎬ足见朝廷对江南文教的重视ꎬ也颇能

看出朝廷对于张廷璐督学江南的信赖ꎮ «清诗别

裁集»称:“药斋公不干进ꎬ不务华ꎬ以介自矢ꎬ以
诚感人ꎮ 视学江苏九年ꎬ如和风著物ꎬ万类萌动ꎬ
既久ꎬ士林犹歌颂之ꎮ 宜发言为诗ꎬ比于水之潆

洄ꎬ春之和盎ꎬ读者心醉气夷而不自知也ꎮ” 〔１６〕 沈

德潜极力颂扬张廷璐提督江南学政时“以诚感

人”及“和风著物”的惠政ꎮ 据«(同治)苏州府

志»载:“(沈德潜)为诸生学诗于吴江叶燮ꎬ燮数

称之ꎬ新城王士正亦致书于燮ꎬ称许德潜诗ꎮ 桐

城张廷璐督学江南ꎬ尤器之ꎮ 乾隆初举博学宏词

试罢ꎬ三年始举于乡ꎬ年已六十六矣ꎬ明年己未成

进士ꎮ” 〔１７〕可见ꎬ沈德潜为张廷璐督学江南所取

之士ꎬ两人有师生之谊ꎮ 沈德潜为诗守“温柔敦

厚”之教ꎬ或与受张廷璐等人影响不无关系ꎮ 乾

隆五年(１７４０)ꎬ江苏学政缺员ꎬ乾隆帝仍欲派张

廷璐补缺ꎬ张廷玉以张廷璐患病代辞ꎬ乾隆帝则

以张廷瑑代之ꎬ张廷玉再辞ꎬ乾隆帝未允ꎬ并称:
“廷瑑为人谨饬ꎬ兼能阅文ꎬ必称任使ꎮ” 〔１８〕 张廷

璐连续九年三任江苏学政ꎬ这在清代为仅有之

事ꎮ 张廷璐在通州分设考棚ꎬ免通州士子奔波跋

涉之苦ꎬ任内有不少惠政ꎬ“有相士之特识ꎬ兼有

爱士之虚衷”ꎬ去任后ꎬ江阴士人建“桐城书院”

以为纪念ꎮ 张廷瑑督学江苏任内ꎬ“务殚竭精力

以殊别高下ꎬ较阅常至夜分不倦”ꎬ尽心尽责ꎬ故
“所拔多绩学能文、能自守其业者”ꎮ〔１９〕 张廷璐、
张廷瑑兄弟二人在江苏学政任上十余年ꎬ对江南

人才教化起到重要作用ꎮ
明清易代ꎬ清廷曾以江宁为中心设立江南

省ꎮ 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ꎬ分江南省为江苏 (含上

海)、安徽二省ꎮ 因为历史上的合二为一和地域

上的相接相邻ꎬ“江南各省士族与经商者移居江

南ꎬ其中以安徽迁来者居首”ꎮ〔２０〕 桐城文人因着

舟楫之便和赴考需求ꎬ更是多有往来苏皖之间

者ꎬ甚至有举家迁居江南者ꎮ 如桐城方氏家族ꎮ
明末避乱ꎬ方象乾与方拱乾兄弟ꎬ携家迁居金陵ꎮ
方拱乾生孝标(进士)、亨咸 (进士)、育盛 (举

人)、膏茂 (举人)、章钺、奕箴———方孝标生云

旅、登峄 (贡生) 等———方登峄生方式济 (进

士)———方式济生观永、观承(进士)、观本———
方观承生维甸(进士)ꎮ 方象乾生方帜(贡生)、
方戡———方帜生绥远、仲舒 (监生)、靖远、珠

鳞———方仲舒生方舟、方苞(贡士)、方林ꎮ 如果

说方苞祖上即迁至江宁ꎬ姚鼐则在久居江宁之

后ꎬ有买屋作江宁人的打算ꎬ其在«与陈石士»信
中说:“鼐今年已至皖矣ꎬ而四月为冶亭制军遣人

固邀来金陵ꎬ今既至矣ꎮ 却便因此ꎬ思买宅为金

陵人耳ꎮ” 〔２１〕方苞因“南山集案”被捕后出仕ꎬ长
期寓居京城ꎬ主要从事修书等工作ꎬ并无任职江

南的经历ꎬ晚年致仕方归隐南京ꎮ〔２２〕 姚鼐则壮年

辞官ꎬ教授书院近四十年ꎬ亦无任职江南的机会ꎮ
但方苞、姚鼐弟子中不少于江南任职ꎬ对于江南

政教颇有助益ꎮ 今将方苞、姚鼐弟子任职江南情

况制表如下:
表 １　 方苞、姚鼐弟子任职江南简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师承 江南所任官职 任职时间 著作 备注

１ 赵青藜 安徽泾县 方苞 浙江乡试考官
乾隆三年ꎬ乾
隆六年

« 漱 芳 居 文

集»等

乾隆元年进士ꎬ改翰林院庶吉士ꎮ 散

馆ꎬ授编修ꎮ 乾隆三年充浙江乡试考

官ꎮ 六年ꎬ充浙江乡试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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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籍贯 师承 江南所任官职 任职时间 著作 备注

２ 沈廷芳 浙江仁和 方苞
巡江南道ꎬ兼理

河务
乾隆八年

«隐拙斋集»
等

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ꎬ选为翰林院

庶吉士ꎬ授编修ꎬ出任山东道监察御

史ꎮ 八年改巡江南道ꎬ巡视山东漕

运ꎬ兼理河务

３ 陈大受 湖南祁阳 方苞 江苏巡抚
乾隆六年至

乾隆十一年

« 陈 文 肃 奏

议»等

乾隆三年充浙江乡试正考官ꎬ乾隆四

年授安徽巡抚ꎬ六年调署江苏巡抚ꎮ
其子辉祖ꎬ乾隆三十四年为江宁布政

使ꎬ四十五年为江南河道总督ꎬ四十

六年授浙闽总督ꎬ兼管浙江巡抚

４ 官献瑶 福建安溪 方苞 浙江乡试考官 乾隆九年
«石溪文集»
等

乾隆四年进士ꎬ选庶吉士ꎬ充三礼馆

纂修ꎬ授编修ꎬ九年典试浙江ꎬ寻提督

广西、陕西学政

５ 尹会一 河北博野 方苞 江苏学政

乾隆十一年

至乾隆十三

年

« 尹 健 余 先

生全集»
雍正九年调江南扬州知府ꎮ 乾隆十

一年ꎬ提督江苏学政

６ 雷 福建宁化 方苞
浙江学政ꎬ江苏

学政

乾隆十五年

至乾隆二十

一年

« 经 笥 堂 文

集»等

乾隆十五年ꎬ督学浙江ꎮ 十六年调任

江苏学政ꎮ 乾隆十八年ꎬ雷 被擢升

为左副都御史ꎬ视江苏学如故ꎬ是年

冬调任浙江学政

７ 陈希曾 江西新城 姚鼐 江苏学政 嘉庆十八年 «奉使集»等

自乾隆五十九年出任云南乡试副考

官ꎬ陈希曾一生屡主文柄ꎮ 先后典试

云南、贵州、江南等乡试ꎬ提督四川、
山西、江苏等学政ꎬ充任会试同考官ꎮ
陈希曾历任抡才重任ꎬ执掌文事铨选

大权ꎮ 其选拔人才时ꎬ以经术取士ꎮ
姚鼐与其信中大谈学术及士风之坏ꎬ
期望其能“变今日文体使之正”ꎬ训
士之时ꎬ“虽博学强识ꎬ固所贵焉ꎬ而
要必以程、朱之学ꎬ为归宿之地”ꎬ又
赠以«九经说»«诗文集»

８ 齐彦槐 安徽婺源 姚鼐
金匮县知县ꎬ苏
州府同知

嘉庆十六年ꎬ
道光七年

«梅麓诗钞»
等

嘉庆十三年召试举人ꎬ明年成进士ꎬ
选庶吉士ꎬ散馆授金匮令ꎬ毁淫祠ꎬ岁
旱勤赈务ꎬ擢苏州府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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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籍贯 师承 江南所任官职 任职时间 著作 备注

９ 陈用光 江西新城 姚鼐 浙江学政

道光十三年

至道光十四

年

« 太 乙 舟 文

集»等

嘉庆十八年ꎬ升江南道监察御史ꎬ二
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ꎮ 道光五年充

江南乡试副考官ꎬ八年提督福建学

政ꎬ十三年提督浙江学政ꎬ转礼部左

侍郎ꎬ留学政任

１０ 姚莹 安徽桐城 姚鼐
武进知县ꎬ元和

知县

道光十二年

至道光十四

年

« 中 复 堂 全

集»等

道光十二年莅任武进知县ꎬ寄姚范、
姚鼐著作与李兆洛ꎬ请吴德旋为«东
槎纪略»作序ꎬ请包世臣为姚范作墓

碑文ꎻ道光十三年在武进知县任ꎬ请
方东树编校«援鹑堂笔记»ꎻ道光十

四年在元和县任ꎬ周边聚集一批知名

学者

１１ 姚元之 安徽桐城 姚鼐 浙江学政

道光十七年

至道光十八

年

« 荐 青 诗 文

集»等

嘉庆十九年充会试同考官ꎬ提督河南

学政ꎬ道光十四年充顺天乡试副考

官ꎬ十五年充江西乡试正考官ꎬ十七

年提督浙江学政ꎬ十八年转刑部左侍

郎ꎬ仍留学政任

１２ 邓廷桢 江苏江宁 姚鼐

两江总督ꎬ闽浙

总督ꎬ兼署浙江

巡抚

道光十九年

至道光二十

年

« 双 砚 斋 诗

钞»等

道光六年ꎬ授安徽巡抚ꎬ十五年擢两

广总督ꎬ十九年调两江、云贵皆未赴

任ꎬ以闽防方急ꎬ遂调闽浙总督

　 　 此外ꎬ方苞、姚鼐亦有一些至交好友在江南

任职ꎬ如方苞至交好友:顾琮(１６８５—１７５５)ꎬ字用

方ꎬ吉林(今吉林长春市)人ꎬ满洲镶黄旗ꎮ 乾隆

元年ꎬ署江苏巡抚ꎬ协办吏部尚书事ꎬ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署江南河道总督ꎮ 陈鹏年(１６６４—１７２３)ꎬ
字北溟ꎬ一字沧州ꎬ湘潭(今湖南湘潭市)人ꎮ 康

熙三十年(１６９１)进士ꎬ历官江南山阳知县、江宁

知府、苏州知府、河道总督ꎮ 姚鼐久居江南ꎬ好友

甚多ꎬ如朱孝纯(两淮都转盐运使)、朱尔赓额

(江南盐巡道)父子ꎬ陈奉兹(江苏布政使)ꎬ谢蕴

山(扬州知府)ꎬ方昂(江宁布政使)ꎬ章攀桂(江
宁知府)ꎬ汪志伊(江苏镇江知府ꎬ调苏州ꎬ又连

擢苏松粮道、按察使ꎬ后为闽浙总督)等等ꎮ 特别

值得关注的是ꎬ方苞、姚鼐的弟子友人中ꎬ担任学

政一职的为数不少ꎮ 孟子有言:“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也ꎮ” 〔２３〕在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中ꎬ“布
政施教”两位一体ꎬ为王化之始ꎮ 学界已有研究

者将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归属桐城派ꎬ〔２４〕 其主导

的文治政令对江南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ꎬ对于桐城派在江南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ꎮ 此

外ꎬ同治中兴ꎬ曾国藩有再造社稷之功ꎬ两任两江

总督ꎬ其本人为姚鼐私淑弟子ꎬ兴文教、建书院ꎬ
延续了桐城派在江南的政治教化之功ꎮ

二、江南人才的培养者

清史研究专家孟森曾言:“清一代学人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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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ꎬ多在书院中得之ꎬ 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

也ꎮ” 〔２５〕江小角、徐雁平等不少学者纷纷注意到

书院对于桐城派立派、传衍的重要作用ꎬ如徐雁

平认为:“桐城文派能绵延二百余年ꎬ有诸多原

因ꎬ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是靠书院讲学来传

衍ꎮ” 〔２６〕很显然ꎬ此问题的相关研究都离不开这

样一个立论基石:桐城派发展和传播、成为全国

有影响的流派离不开一批人才ꎬ而书院则是培养

人才的重要场所和途径ꎮ
关于书院ꎬ刘大櫆尝言:“近代书院之设ꎬ聚

群弟子于其中ꎬ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

师ꎮ 虽其所学者ꎬ训诂、词章之末ꎬ非复古人之

旧ꎻ而兴起后生ꎬ以师弟子传习之业ꎬ于学为近

焉ꎮ” 〔２７〕桐城派中不少文人执教书院ꎬ据统计ꎬ自
刘大櫆执教歙县问政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始ꎬ到
师从张裕钊主讲易州书院的齐令辰终ꎬ百余年

间ꎬ桐城派作家在书院讲学的有七十余人ꎮ〔２８〕 其

中在江南地区执教书院的有刘大櫆(歙县问政书

院、安庆敬敷书院)、姚鼐(扬州梅花书院、安庆

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沈廷

芳(扬州仪征乐仪书院)、叶酉(江宁钟山书院)、
王昶(苏州娄东书院、杭州敷文书院)、姚椿(松
江景贤书院)、方东树(宿松松兹书院、祁门东山

书院)、梅曾亮(安庆敬敷书院、扬州梅花书院)、
温葆琛(扬州安定书院)、胡虔(绍兴某书院)、徐
熊飞(浙江平湖书院)、顾广誉(上海龙门书院)、
龙继栋(江宁尊经书院)、张裕钊(金陵凤池书

院)等ꎮ 实际上ꎬ桐城派文人的执教活动遍布全

国ꎬ比如吕璜等岭西五家主讲广西秀峰书院等ꎬ
张裕钊、吴汝纶等执教河北莲池书院等等ꎮ 此

外ꎬ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都有桐城派

文人执教的足迹ꎮ 但需要特别提及的是ꎬ桐城派

文人的执教活动是从故里走向江南ꎬ再由江南走

向全国的ꎮ 他们以江宁、扬州等地为根据地ꎬ再
辐射全国其他地方ꎬ而突破这种地域限制的关键

人物则是姚鼐ꎮ
据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可知ꎬ乾隆三

十九年(１７７４)ꎬ姚鼐借病辞去刑部郎中及现任纂

修官ꎬ于次年返乡ꎬ后应好友两淮都转盐运使朱

孝纯之邀赴扬州执教梅花书院ꎮ 此后姚鼐开始

了近四十年的教授生涯ꎬ其中主讲扬州梅花书院

三年(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ꎬ主讲安

庆敬敷书院前后十二年(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五

十二年ꎬ嘉庆六年至嘉庆九年)ꎬ主讲歙县紫阳书

院一年(乾隆五十三年)ꎬ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前

后二十三年(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五年ꎬ嘉庆十

年至嘉庆二十年)ꎮ 有学者指出ꎬ“乾隆五十四

年(１７８９)ꎬ在姚鼐建立桐城派的历程中具有特别

意义”ꎬ〔２９〕正是看到了姚鼐设帐江宁钟山书院的

特殊意义ꎮ 钟山书院为江宁的学术中心ꎬ甚至在

整个江南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ꎬ姚鼐之前ꎬ卢文

弨、钱大昕等先后主讲于此ꎮ 姚鼐主讲钟山书院

前后二十余年ꎬ为桐城派突破地域限制ꎬ最终成

为影响遍及全国的文学流派具有里程碑意义ꎮ
«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四以姚鼐为首ꎬ“专记

师事及私淑姚鼐诸人”ꎬ我们以此为线索ꎬ结合

«惜抱轩诗文集» «金陵文钞小传»及王达敏«姚
鼐与乾嘉学派»、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

及文学»、汪孔丰«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等
成果制表如下:

表 ２　 姚鼐钟山书院弟子简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从学时间 从学地点 备注

１ 郭麐 江苏吴江 乾隆五十四年 钟山书院 乾隆五十五年ꎬ郭麐再至金陵ꎬ姚鼐不时施以援手

２ 汪兆虹 江苏上元 乾隆五十四年 钟山书院
«汪玉飞墓志铭并序»作于乾隆五十七年ꎬ汪兆虹

“依依者几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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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籍贯 从学时间 从学地点 备注

３ 邢晋 江苏高淳
乾隆五十四年或

乾隆五十五年
钟山书院

«高淳邢君墓志铭»作于乾隆五十五年ꎬ邢晋已从

姚鼐学

４ 伍光瑜 江苏上元 乾隆五十五年 钟山书院
作于癸丑的«伍母陈孺人六十寿序»称“自余来江

宁ꎬ伍生光瑜从余游四年”

５ 陈用光 江西新城 乾隆五十八年 钟山书院 “癸丑从姚先生学ꎬ居金陵半载”

６ 吴山南 安徽婺源 乾隆末年 钟山书院 «吴石湖家传»称乾隆末年吴山南就姚鼐论学

７ 吴维彦 江苏高淳
乾隆末年或

嘉庆初年

钟山书院

敬敷书院

«吴伯知八十寿序»言“余往主江宁钟山书院ꎬ高淳

吴君伯知ꎬ使其次子维彦来江宁ꎬ就余为学及

余今年ꎬ畏涉江涛ꎬ辞去钟山而居皖”

８ 胡镐 江苏江宁 嘉庆三年前 钟山书院 «陈孺人权厝志»作于嘉庆三年ꎬ胡镐从姚鼐学

９ 邓廷桢 江苏江宁 嘉庆四年前 钟山书院 嘉庆四年肄业于钟山书院

１０ 管同 江苏上元 嘉庆七年 钟山书院 “师事最久ꎬ久亲指授ꎬ最承许与”

１１ 吴培 安徽婺源 嘉庆十年 钟山书院 吴培为吴山南子ꎬ嘉庆十年ꎬ学于钟山书院

１２ 谈承基 江苏江宁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门人谈承基吴刚周承祖阮林邀游摄山宿般若台»
诗作于王文治卒后ꎬ师徒游摄山

１３ 阮林 江苏上元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同上

１４ 吴刚 不详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同上

１５ 周承祖 不详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同上

１６ 洪钧 安徽婺源 嘉庆十一年前 钟山书院
«婺源洪氏节母江孺人墓表»作于嘉庆十一年ꎬ洪
钧从姚鼐学

１７ 梅曾亮 江苏上元 嘉庆十一年前 钟山书院 嘉庆十五年ꎬ仍不时向姚鼐请教

１８ 吴德旋 江苏宜兴 嘉庆十一年 钟山书院 年近四十ꎬ始获亲谒并师事姚鼐于钟山书院

１９ 姚椿 江苏松江 嘉庆十二年前 钟山书院
姚椿«通艺阁诗录自序»称“丁卯别惜抱先生金陵

西上ꎬ勖以杜诗之学ꎬ于是复加研求焉”

２０ 齐彦槐 安徽婺源 嘉庆十三年前 钟山书院 齐彦槐嘉庆十三年乡试中式ꎬ当于此前从姚鼐求学

２１ 罗绅 江苏宿迁 嘉庆十三年前后 钟山书院
«张母鞠太恭人墓志铭并序»作于嘉庆十三年ꎬ罗
绅从姚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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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籍贯 从学时间 从学地点 备注

２２ 金志伊 江苏上元 嘉庆十八年前 钟山书院 嘉庆十八年举人ꎬ受知于姚鼐

２３ 康绍镛 山西兴县 嘉庆十九年前后 钟山书院 “余从宦金陵ꎬ侍先生于钟山讲席”

２４ 吴启昌 江苏江宁 嘉庆二十年前 钟山书院 校刊姚鼐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定本«古文辞类纂»

２５ 伍长华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嘉庆甲戌进士ꎬ官至湖北巡抚

２６ 刘钦 江苏江宁 待考 钟山书院 校刊姚鼐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定本«古文辞类纂»

２７ 温葆琛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师事姚鼐、梅曾亮

２８ 李际春 江苏江宁 待考 钟山书院 «记江宁李氏五节妇事»言李际春从姚鼐学

２９ 顾乔 江苏江宁 待考 钟山书院 仙沂先生次子ꎬ见赏于姚鼐

３０ 余敏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为胡高望学使、姚鼐山长赞赏

３１ 吴翼元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肄业于钟山书院

３２ 张廷珏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为卢文弨、姚鼐两山长欣赏

３３ 张德凤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张廷珏仲子ꎬ见赏于姚鼐

３４ 管培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见赏于姚鼐

３５ 王岑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受知于姚鼐

３６ 陶定申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增益«九经说»ꎬ补刻于江宁

　 　 姚鼐主钟山书院二十余年ꎬ江宁弟子实际远

远不止此数ꎮ 从上表可以看出ꎬ姚门弟子除“因
属乡邑子弟而被携入门墙者”ꎬ江苏乃至江西、山
西等地都有“因钦仰而归来者”ꎬ其中又以江苏

为多ꎮ 另外ꎬ乡邑子弟亦时时从姚鼐于钟山书院

游学ꎬ如:鲍桂星(１７６４—１８２６)ꎬ安徽歙县人ꎮ 姚

鼐主讲钟山书院ꎬ鲍桂星过金陵请业ꎬ姚鼐每邮

书督学ꎬ岁时不绝ꎮ 鲍桂星曾典试河南、江西ꎬ又
督湖北学政ꎬ姚鼐向其推荐管同ꎬ又向其阐释“镕
铸唐宋”的诗学宗旨ꎮ 方东树(１７７２—１８５１)ꎬ安
徽桐城人ꎮ 方东树祖父方泽为姚鼐师ꎬ方东树与

其父方绩皆从姚鼐学ꎮ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ꎬ姚鼐

请方东树至钟山书院教授其孙ꎬ嘉庆十五年ꎬ又
请方东树至江宁通志局任分纂ꎮ 姚莹(１７８５—
１８５２)ꎬ安徽桐城人ꎮ 姚莹于嘉庆十二年“七月赴

试金陵ꎬ馆钟山书院”ꎮ〔３０〕 钟山书院一时成为皖

人访学、赴考的聚集之地ꎮ 旧称江南省(江苏与

安徽)的英俊之才ꎬ一时多就姚鼐请益ꎮ
姚鼐长期执教钟山书院ꎬ江宁为南北要冲、

人文荟萃之地ꎬ不少学者往来其间ꎬ亦时时向姚

鼐请教ꎮ 如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ꎬ包世臣“谒桐城

姚惜抱先生于白门钟山书院ꎬ请为学之要”ꎮ〔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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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ꎬ张祥河“赴金陵谒桐城姚姬

传先生鼐于钟山书院ꎬ出诗词稿请正ꎬ先生击节

叹赏”ꎮ〔３２〕此外ꎬ嘉庆间ꎬ张祥河拜谒姚鼐于钟山

书院ꎬ其«谒姚姬传先生钟山书院»之一云:“坠
绪搜求勇ꎬ方刘要替人ꎮ 诸生尊祭酒ꎬ有道仰儒

臣ꎮ 伪体随风扫ꎬ斯文得派真ꎮ 早时弃轩冕ꎬ岂
为自由身ꎮ” 〔３３〕 往来学者ꎬ以获姚鼐指点和赞誉

为荣ꎮ
姚鼐的弟子们亦有不少主讲各地书院ꎬ如上

列举的吴德旋、方东树、姚椿、梅曾亮等都有执教

经历ꎮ 姚鼐有些弟子走上仕途ꎬ虽不亲自执教ꎬ
却对学风的转变、人才的培养ꎬ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梅曾亮«陈石士先生授经图记»一文记载颇为真

切:
桐城姚姬传先生ꎬ以名节、经术、文章高

出一世ꎮ 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

约编修ꎬ皆不幸早世ꎮ 而抱遗经、守师说、自

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ꎬ又不为人所从信ꎮ 惟

今侍讲学士陈公ꎬ方受知于圣主ꎬ而以文章诏

天下之后进ꎬ守乎师之说ꎬ如规矩绳墨之不可

逾ꎮ 及乙酉科ꎬ持节校士于两江ꎬ两江人士ꎬ
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ꎬ家置户习ꎬ以冀

有冥冥之合于公ꎬ而先生之学ꎬ遂愈彰于时ꎮ
盖学之足传ꎬ而传之又得其人ꎬ虽一、二人而

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ꎬ亦其理然也ꎮ〔３４〕

陈用光(１７６８—１８３５)ꎬ为姚鼐最亲近弟子之

一ꎬ其嘉庆六年 ( １８０１ ) 进士及第ꎬ 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至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任福建学政ꎬ道光

十三年(１８３３)至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任浙江学

政ꎮ 陈用光“从鼐最久ꎬ师说尤为笃信”ꎬ传姚鼐

德行文章不遗余力ꎮ 梅曾亮此文意在突出陈用

光在姚门弟子中的中心地位及传播师说之功ꎬ陈
用光正是于钟山书院从姚鼐学ꎬ这也可以看出书

院这种师徒授受的教育方式对于地方人才的育

成之功ꎮ
我们在探讨书院教育对于桐城派发展的重

要意义时ꎬ更应该关注桐城派文人通过执教书院

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贡献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ꎮ 很显然ꎬ书院培养的人才不仅仅为桐城派

发展服务ꎬ从这个角度而言ꎬ桐城派中的执教者ꎬ
他们的贡献又远远超出了一个文派所应有的贡

献ꎮ

三、江南文脉的继往开来者

«皖志列传稿»载姚鼐弃绘事、废长短句不

为ꎬ其“结于一”的即是诗文之作ꎮ 关于诗歌创

作ꎬ姚鼐曾言“鼐故不善诗ꎬ尝漫咏之ꎬ以自娱而

已”ꎬ〔３５〕又言“鼐诚不工于诗”ꎬ〔３６〕其中虽不无自

谦之言ꎬ但亦可见姚鼐于诗歌创作并不十分自

得ꎮ 但说到文章ꎬ特别是古文创作ꎬ姚鼐以为“闻
见亲切ꎬ师法差真”ꎬ〔３７〕甚至在«刘海峰先生八十

寿序»中借周永年之口喊出“天下文章ꎬ其出于

桐城”ꎬ〔３８〕这种对于古文的自信是诗歌创作所难

以比肩的ꎮ
姚鼐表现出自觉肩负文脉传承的意识应在其

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时即已相当明显ꎮ 这从两个方

面可以提供佐证ꎬ一是如前所论的«刘海峰先生

八十寿序»ꎬ此序作于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ꎬ此
时为姚鼐主讲梅花书院的第二年ꎻ二是姚鼐在主

讲梅花书院期间ꎬ编纂出«古文辞类纂» 一书ꎮ
姚鼐在此书序中言:“后又二年ꎬ余来扬州ꎬ少年

或从问古文法ꎮ 于是以所闻习者ꎬ编次论

说ꎬ为«古文辞类纂»ꎮ” 〔３９〕 «古文辞类纂»选古文

及辞赋七百余篇ꎬ始自战国ꎬ止于清代ꎬ凡十三

类ꎬ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为文之极

则ꎮ 姚鼐对此书颇为看重ꎬ这从姚鼐与友人和弟

子的尺牍即可以看出:
而«古文辞类纂»ꎬ现亦在方处钞写ꎬ伊

明年必携入都ꎮ 都中如有能共刻之者ꎬ固佳

矣ꎻ不则仍要齐五六家于南京刻亦可ꎬ须方世

兄总其成耳ꎮ〔４０〕

«古文辞类纂»八本寄来ꎬ可查收ꎮ 此书

附鲍庶常入都之便ꎬ伊至可见ꎬ以知鼐近状

也ꎮ〔４１〕

鼐纂录古人文字七十余卷ꎬ曰«古文辞

类纂»ꎬ似于文章一事ꎬ有所发明ꎮ 恨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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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即与刊刻ꎬ以遗学者ꎮ〔４２〕

闻时取鼐所为«古文辞类纂»观之ꎬ管子

取老马之识途ꎬ仆庶几可比于此乎?〔４３〕

所编«古文辞类纂»ꎬ陈石士处有钞本ꎬ
恐一时未便刊刻ꎮ 若希甫就钞一部ꎬ带回湖、
湘ꎬ或未必无益于学者耳ꎮ〔４４〕

从上面尺牍可以看出ꎬ姚鼐积极传抄、谋刻

此选本ꎬ将抄本寄给陈用光、姚椿、孔广森等弟

子ꎬ希望诸弟子传播此书ꎮ 姚门弟子没有辜负老

师的期望ꎬ纷纷以校刊此书为己任ꎮ 如世传“康
本”ꎬ即由李兆洛精校ꎬ康绍镛出资刊刻ꎻ“吴本”
则由梅曾亮、管同、刘钦校雠ꎬ吴启昌刊印ꎮ 姚椿

«古文辞类纂书后»称:“始惜翁先生为此书成ꎬ
门弟子多写其目ꎬ或录副去ꎮ” 〔４５〕管同则先作«题
康刻本古文辞类纂»ꎬ感慨“是刻所据ꎬ乃二十余

年前本ꎬ其后增删改窜抑亦多矣ꎮ 又其款式批

点ꎬ多校书者以意为之ꎬ不尽出先师手”ꎬ〔４６〕 后代

作«重刻古文辞类纂序»ꎬ述其与梅曾亮等“同事

讐校ꎬ阅二年而书成”ꎮ〔４７〕 此后ꎬ萧穆、吴汝纶及

吴氏弟子对此书颇为推崇ꎬ吴汝纶甚至认为“二
千年高文略具于此ꎬ 以为 « 六经» 后之第一

书”ꎮ〔４８〕此书“二三百年之间ꎬ刻印之频ꎬ流传之

广ꎬ实为古籍中所罕见”ꎮ〔４９〕 需要注意的是ꎬ«古
文辞类纂»的编纂刊刻地对于其流传颇有影响ꎬ
其初纂成于扬州ꎬ“吴本”从事讐校的梅曾亮、管
同ꎬ以及刊刻者吴启昌皆为江宁人ꎬ此书必然在

江南地区广为流传ꎮ
除了考察«古文辞类纂»一书的编纂、刊刻

和传播ꎬ我们还想以桐城派对归有光的追认和对

阳湖派的导引ꎬ来说明桐城派对于江南文脉的接

续和开启之功ꎮ
归有光(１５０７—１５７１)ꎬ字熙甫ꎬ号震川ꎬ江苏

昆山人ꎮ “明三百年ꎬ文章之派不一ꎮ 嘉靖中ꎬ有
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ꎬ而论者

又必以震川为最ꎬ 岂非以其学之深、 力之大

欤?” 〔５０〕这是将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等视为

明代“唐宋派”的代表人物ꎬ并肯定了归有光对

于文风转变的积极作用ꎮ 而实际上ꎬ归有光之

后ꎬ一直到清初ꎬ文坛并没有迎来大的收获ꎬ这在

清人评汪琬«尧峰文钞»有所反映:“古文一脉ꎬ
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ꎬ至启、祯而极

弊ꎮ 国初风气还淳ꎬ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

矩矱ꎬ而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ꎮ
宋荦尝合刻其文以行世ꎮ 然禧才杂纵横ꎬ未归于

纯粹ꎮ 方域体兼华藻ꎬ稍涉于浮夸ꎮ 惟琬学术既

深ꎬ轨辙复正ꎮ 其言大抵本原«六经»ꎬ其气体浩

瀚ꎬ疏通畅达ꎬ颇近于南宋诸家ꎬ庐陵、南丰固未

易言ꎬ要之接迹唐、归ꎬ无愧色也ꎮ” 〔５１〕 这段评论

几乎是横扫整个明代文坛ꎬ不管是前后七子ꎬ还
是公安三袁ꎬ或失之“肤滥”ꎬ或失之“纤佻”ꎬ皆
非文脉正传ꎮ 清初风气有所转变ꎬ又以古文三大

家为代表ꎬ其中魏禧未能纯粹ꎬ侯方域则稍涉浮

夸ꎬ评论者以为汪琬“学术既深ꎬ轨辙复正”ꎬ而
实际上ꎬ“琬性狷急ꎬ动见人过ꎬ交游罕善其终者ꎮ
又好诋诃ꎬ见文章必摘其瑕颣ꎬ故恒不满人ꎬ亦恒

不满于人”ꎬ〔５２〕其文章亦未臻纯粹之境ꎮ 真正在

理论和创作上“接迹唐、归ꎬ无愧色”ꎬ还有待后

来者ꎮ
管同«国朝古文所见集序»言:“予幼闻人言

古文辞之善ꎬ或并世而数人ꎬ或数十年而一人ꎬ或
数百年而后有一人ꎮ 自明归太仆有光死ꎬ而世无

人焉ꎮ 侯、魏与汪ꎬ皆不得接乎文章之统ꎬ他何论

哉? 及予受学桐城姚先生ꎬ先生之文出于刘学

博ꎬ学博之文源于方侍郎ꎬ是三公者ꎬ吾党以为继

太仆矣ꎮ 而外人谓阿其所好ꎬ或不然焉ꎮ” 〔５３〕 在

管同看来ꎬ在归有光之后、桐城三祖之前ꎬ文坛处

于“无人”的状态ꎬ侯方域、魏禧、汪琬皆不得接

文统ꎬ只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才是接续文统之

人ꎮ 管同之言虽有目无他人之嫌ꎬ但揆诸桐城派

作家的言论及创作情况ꎬ又几近事实ꎮ 方苞«书
归震川文集后»称:“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

忌者ꎬ盖多近古之文ꎮ 至事关天属ꎬ其尤善者ꎬ不
俟修饰ꎬ而情辞并得ꎬ使览者恻然有隐ꎬ其气韵盖

得之 子 长ꎬ 故 能 取 法 欧、 曾ꎬ 而 少 更 其 形 貌

耳ꎮ” 〔５４〕刘大櫆«汪在湘文序»言:“甚矣ꎬ文之难

言也! 欧、苏既没ꎬ其在明代ꎬ惟归氏熙甫一

—９４１—

桐城派:清代江南文化的引领者



人ꎮ” 〔５５〕姚鼐«与王铁夫»书信中言:“故文章之

境ꎬ莫佳于平淡ꎬ措语遣意ꎬ有若自然生成者ꎬ此
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ꎬ而先生真为得其传

矣ꎮ” 〔５６〕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一书ꎬ于元明两代

之中ꎬ仅选归有光一人ꎬ上接唐宋八家ꎬ下及方、
刘ꎮ 吴敏树«与蓧芩论文派书»对此揭示道:“今
之所称桐城文派者ꎬ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ꎬ称
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ꎬ又以

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ꎬ而为«古文词类纂»一书ꎬ
直以归、方续八家ꎬ刘氏嗣之ꎮ” 〔５７〕 刘声木«桐城

文学渊源撰述考»首列归有光ꎬ以为桐城渊源所

在ꎮ 我们在论述桐城派与归有光的关系时ꎬ多强

调归有光对于桐城派的影响ꎬ忽略了桐城派对于

归有光的发现、接受、阐释和传播之功ꎮ
至清中后期ꎬ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

群江苏常州籍的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ꎬ被目为

“阳湖派”ꎮ «清史列传文苑陆继辂»:“是时

常州一郡ꎬ多志节卓荦之士ꎬ而古文巨手亦出其

间ꎬ恽敬、张惠言天下推为阳湖派ꎬ与桐城相抗ꎮ
继辂及董士锡所为文ꎬ亦拔戟自成一队ꎮ” 〔５８〕 这

里说的常州包括武进、阳湖、无锡、金匮、江阴、宜
兴、荆溪、靖江八县ꎬ人物则有恽敬、张惠言、陆继

辂、董士锡、李兆洛等ꎮ 他们亦以文章名世ꎬ推为

“阳湖派”ꎬ而与桐城派相抗衡ꎮ 关于阳湖派和

桐城派的关系ꎬ学界讨论已多ꎮ〔５９〕 大致而言ꎬ观
点有二:一是桐城派与阳湖派实为一派ꎬ阳湖派

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ꎬ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先

谦、孙葆田、马其昶、刘声木、徐珂、刘师培、程千

帆、郭绍虞等ꎻ二是以为阳湖派已经脱离桐城派

而自为一派ꎬ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张之洞、缪荃孙、
姚华、朱东润、蒋逸雪、曹虹等ꎮ 但无论是认为桐

城、阳湖实为一派ꎬ还是分别立派ꎬ都并不能否认

桐城派对于阳湖派的导引之功ꎮ
阳湖派的核心人物张惠言在«文稿自序»中

曰:“余少学为时文ꎬ穷日夜力ꎬ屏他务ꎬ为之十余

年ꎬ乃往往知其利病ꎮ 其后好«文选»辞赋ꎬ为之

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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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为之一二年ꎬ稍稍得规矩ꎮ” 〔６０〕王灼(１７５２—
１８１９)ꎬ字明甫ꎬ又字悔生ꎬ号晴园ꎬ又号滨麓ꎬ安
徽桐城人ꎮ 少居枞阳ꎬ刘大櫆甚为欣赏ꎬ令其从

游八载ꎬ学锐进ꎮ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ꎬ王灼中

举人ꎬ选东流教谕ꎬ主讲祁门东山书院ꎬ与金榜、
程瑶田、吴定、张惠言等交友善ꎮ 张惠言是通过

王灼习刘大櫆古文之法ꎬ稍得规矩ꎮ “后皋文学

成ꎬ其论文必及悔生ꎬ‘阳湖派’由此起”ꎬ〔６１〕突出

了阳湖派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ꎮ 除王灼ꎬ钱伯坰

亦曾向张惠言论刘大櫆古文之法ꎬ“乾隆戊申ꎬ自
歙州归ꎬ过鲁斯而示之ꎬ鲁斯大喜ꎬ顾而谓余:‘吾
尝受古文法于桐城刘海峰先生ꎬ顾未暇以为ꎬ子
傥为之乎?’余愧谢未能ꎮ 已而余游京师ꎬ思鲁斯

言ꎬ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若书不为ꎬ而为古文ꎬ
三年乃稍稍得之ꎮ” 〔６２〕 钱伯坰(１７３８—１８１２)ꎬ字
鲁斯ꎬ号仆射山人ꎬ阳湖人ꎬ师事刘大櫆ꎬ受古文

法ꎮ 张惠言曾向同乡钱伯坰学书及诗ꎬ后又从钱

处辗转习得刘大櫆古文之法ꎮ 钱伯坰“转以授之

张惠言、恽敬ꎬ遂以能文名天下ꎮ 论者谓伯坰得

人而授ꎬ使桐城文学大明于世ꎬ贤于自为”ꎮ〔６３〕 这

是以钱伯坰为介ꎬ转论刘大櫆对于阳湖派的开启

之功ꎮ
除刘大櫆ꎬ姚鼐对于阳湖派亦颇有影响ꎮ 李

兆洛(１７６９—１８４１)ꎬ字申耆ꎬ晚号养一老人ꎬ阳湖

人ꎬ精舆地、考据、训诂之学ꎬ为阳湖派代表人物ꎮ
李兆洛与姚门弟子姚莹、康绍镛等交情颇深ꎮ 李

兆洛曾应姚莹之请为姚范、姚鼐作传ꎬ其对姚鼐

评价道“先生清明在躬ꎬ蓄云泄雨ꎬ文章为光ꎬ岳
于天下”ꎬ又言“读先生遗书ꎬ求得行事始末ꎬ恨
不得在弟子之列ꎬ故私录其概ꎬ时观省焉”ꎮ〔６４〕 李

兆洛又曾协助康绍镛刊刻«古文辞类纂»ꎬ而康

刻«古文辞类纂»的底本即为李兆洛所藏ꎬ可见

其颇为留心姚鼐之学ꎮ 与李兆洛相友善的又有

吴德旋ꎮ 吴德旋(１７６７—１８４０)ꎬ宜兴(今江苏无

锡)人ꎮ 其早年与张惠言、恽敬等人切磋古文ꎬ并
受到两人的推重ꎮ 关于吴德旋ꎬ有人以为桐城派

正宗ꎬ有人将其归之为阳湖派ꎮ〔６５〕 张寿荣在«初
月楼文钞»跋文中对此总括道:“宜兴吴仲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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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皋文、恽子居切磨论难ꎬ学为古文ꎮ 后于钟

山见姚惜抱而受业焉ꎮ 谓惜抱先生以禅喻文ꎬ须
得法外意ꎬ闻之而若有证也ꎮ 先生亦许谓可与言

文ꎮ 故其生平所极推崇者惜抱ꎬ次皋文ꎬ次子居ꎮ
而于皋文、子居之文论断亦允ꎮ 盖由阳湖而桐

城ꎬ其中甘苦ꎬ喻之深ꎬ故能道之切ꎮ 所著«初月

楼正续文钞»ꎬ惜抱而后言桐城家者尚之ꎮ” 〔６６〕可

见吴德旋为文有个转变的过程ꎬ而这个转变当始

自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ꎬ吴德旋拜谒姚鼐于钟山书

院ꎮ 两人相见恨晚ꎬ姚鼐 “深许德旋为可与言

文”ꎬ吴德旋对于姚鼐“以禅喻文”“得法外意”等
论文观点颇为叹服ꎮ 吴德旋曾在«与王守静论大

云山房文稿书»中自述为文特点:“仆于文所见

与子居异ꎮ 子居为文气必雄厉ꎬ力必鼓努ꎬ思必

精刻ꎬ而仆所深好者柔淡之思ꎬ萧疏之气ꎬ清婉之

韵ꎬ高山流水之音ꎬ此数者皆子居所少ꎮ” 〔６７〕 很显

然ꎬ吴德旋的古文与桐城文章、特别是姚鼐文章

相似ꎬ以神韵为宗ꎬ而不同于恽敬等阳湖派气雄

厉、思精刻之作ꎮ
“当康熙、雍正间ꎬ方学士苞力讲求古文义

法ꎬ天下始知宗尚归氏熙甫ꎬ以上追司马字长、韩
退之ꎬ卓然为古文导师ꎮ” 〔６８〕 可见方苞对于归有

光有推戴接续之功ꎮ 而刘大櫆及姚鼐对于阳湖

诸子的教授ꎬ遂使阳湖派自立于世ꎬ其导引之功ꎬ
不可抹煞ꎮ 此外ꎬ袁枚临终前请姚鼐作墓志ꎬ〔６９〕

王芑孙两次作«与姚姬传先生书»ꎬ表达钦慕之

情ꎬ并令其少子拜谒姚鼐于钟山书院ꎮ 这都说明

桐城派古文于江南逐渐被认可并传播开来ꎮ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简洁地概括出姚鼐

之后桐城派的传布情况ꎬ即安徽桐城有桐城之

学ꎬ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ꎬ广西有桐城之学ꎬ后面

又说道湖南有桐城之学ꎬ甚至认为“举天下之美ꎬ
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ꎮ〔７０〕曾国藩此序虽未明

言江浙有桐城之学ꎬ但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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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大有以江南为桐城之学的根据地意ꎮ
曾国藩这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ꎬ他为我们描

述出桐城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桐城一隅走

向江宁等地ꎬ再辐射江南ꎬ最终影响遍及全国的

发展过程ꎮ 这一过程的完成ꎬ与桐城派作家占据

江南文化高地分不开ꎬ桐城派是从江南崛起而走

向全国的ꎬ从某种意义上言ꎬ江南又是桐城派的

福地ꎮ 从地利的角度讲ꎬ“东南财富地ꎬ江左人文

薮”ꎬ谁引领了江南的文化ꎬ自然也容易在全国形

成巨大的影响ꎮ 所谓“文化引领”ꎬ实为一种可

供大多数接受的文化指向ꎬ这种指向又有一定的

前瞻性ꎬ比如姚鼐“有所法而后能ꎬ有所变而后

大”的观点ꎬ姚莹对于“经济”的强调ꎮ 此外ꎬ所
谓“引领”也并非只是一时ꎬ尽管江南人物阜盛ꎬ
又较早地接触西方文化ꎬ但向西方学习ꎬ大力鼓

吹并传播以«天演论»为标志的近代西方文化思

潮的人ꎬ正是桐城派末代大师吴汝纶及其弟子严

复等ꎮ 民国以降ꎬ桐城派在激烈的文化运动中失

去昔日的光环ꎬ但无锡国专中的一批桐城派传

人ꎬ仍是江南文化中难得的一大亮点ꎮ 从这一角

度来说ꎬ桐城派所拥有的某些特质早已融入并沉

淀在江南文化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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