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陳子龍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文學活動家，既是雲間詩派、雲間詞派的

領袖，也是雲間幾社的代表人物，在詩、文、詞等多個領域均有突出成就，對後

世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作為明末著名的愛國志士，他曾先後出仕過明、南明、

隆武數個朝代，在明亡後因堅持抗清活動被清廷逮捕，投水殉國，可謂明清之際

朝代更迭、政治變遷、社會轉型、文風士氣演進之親歷者與見證人。陳子龍既有

大量詩文詞著作存世，也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政論和軍事著作，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和成就。瞭解歷史來觀照文學，研究文學以體悟人生。以陳子龍為中心展開文學、

歷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綜合研究，不僅對於陳子龍其人其作以及明末清初

的詩文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更重要的是以他為入手，對於明末清初獨特的社會政

治氛圍，經濟文化狀況作文學史層面的了解剖別，對明清易代這一歷史大變革時

期士大夫文人的個體思想發展、人生價值選擇做思想史層面的辨析定位。從而為

瞭解明末清初的社會狀況，文人活動，詩文特徵和審美取向等提供新的角度和途

徑。此外，陳子龍交遊廣闊，文壇政界皆有影響，研究他的交遊情況，從補充若

干文學史資料的角度來說也有不可或缺的典型意義。

本文以陳子龍本體為研究中心，主要採用古代文學傳統研究思路，同時結合

社會學、考據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基本涵蓋了陳子龍性格、思想、

文學、政治與文化活動等各方面研究。共包括六章：第一章以陳子龍的家庭環境

和所生長的雲間地域文化為載體，挖掘陳子龍的早期人格塑造成因；第二章以陳

子龍的文學活動為主要研究對象，旨在釐清陳子龍與復社幾社的淵源，考察陳子

龍在社中的地位與意義；第三章概括闡述陳子龍的政治活動，以他前期的出處抉

擇與後期的生死抉擇為入手，揭示其人生觀與價值觀，並由他出發，引申到易代

之際士大夫所共同面對的生存狀況和他們的道德取向；第四章以目前研究尚不充

分的《皇明經世文編》和《陳臥子兵垣奏議》為對象，重點探悉陳子龍的軍事思

想與經世主張，以彌補前人之不足；第五章研究陳子龍「情真文古」的詩歌創作，

兼顧詩歌的古典藝術審美性與以詩記史，以詩發論的社會功用性；第六章探討陳

子龍詞的藝術特色及成因，在考察雲間詞派風格流變的同時，試圖用詞的文人化

進程為載體構建起詞體發展的大框架，並以此觀照清代各詞學流派的意義和價值。

附錄一為《陳子龍交遊考》，附錄二為《陳子龍詩詞補遺》，均力求客觀真實，

彌補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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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 王水照 教授 
陳子龍集愛國志士與傑出詩人於一身，在明清鼎革易代之際，雄

踞壇砧，業績輝煌，彪炳史冊，是一位受人注目的研究對象。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系統性與整體性出發，力求超越前賢，還原一

位立體、多面而又鮮活可感的傳主真面目，立意高遠，又能從凝煉實

際論題入手，關於陳子龍的十三個子課題歸納得準確，具體，由此展

開論述，不少論題新穎可喜，如陳子龍性格的多層次性及其在一生

早、中、晚的變化軌跡等，對陳子龍實學思想及經世文編的編輯思想，

則是學術新開拓的研究論題，很有價值。論文文獻基礎紮實，語言流

暢，內涵豐富，洵為陳子龍研究的一部新的力作。 

上海師範大學 曹旭 教授 
這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論文選取陳子龍為研究對象，運用社

會學、文化學、地理學與詩學、詞學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陳子龍的

人生、交遊、政治、軍事觀點和文學創作、文學理論進行了覆蓋式的

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有學術價值的重要成果。文章宏觀研究與微觀研

究相結合，文獻資料與理論論述相結合，附錄一《陳子龍交遊考》附

錄二《陳子龍詩詞補遺》，都是研究陳子龍不可缺少的見功夫之作，

附錄與正文互相證明，互相映襯，考論並舉。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對陳

子龍的研究，對研究上海地域文化，上海文學的形成、發展與未來，

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陳子龍研究 

蘇州大學 羅時進 教授 

明清之際江南文化研究近年來頗受重視，成果亦多。但宏觀關照

較多，專門個案研究不夠。《陳子龍研究》是一有特色、有分量的江

南作家研究，其成果令人欣悅。 

作者在大量搜徵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明清之際的歷史變革、時

代環境和陳子龍的家世背景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就晚明社會思潮和社

團風氣的狀況加以考察辨微，在時代背景、政治活動中凸現出陳子龍

生死抉擇的深刻動因，又分別論析了陳氏的代表性文體和文學精神，

全文論述幅度寬度具體翔實，作者會通多識，富有才情，行文既涵容

綜會，亦深致入微。 

浙江大學 沈松勤 教授 
陳子龍不僅是明末清初傑出的詩人、詞人、文章家，而且也是當

時著名的政治活動家與民族義士，是學界重點研究的對象之一，但已

有的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某個層面上，缺乏對陳子龍的橫向考察。本

文作者以廣闊的視野，宏觀的敘事，從多個層面、多個領域對陳子龍

進行了整合研究，是迄今為止陳子龍研究中最全面、最系統的一部專

著，具有明顯的開拓性與前沿性。 

作者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跨越文史哲的學科界限，並成功地運

用了宏觀敘事與微觀實證相結合的方法，對明末清初特定的時代內涵

與陳子龍的思想性格、當下整個文學的發展趨勢與陳子龍各種文體的

創作實踐等關係，做了由表及裏的解析，既首次從學理揭示了陳子龍

的多重性格與角色融合並存的主體特徵及其內涵，又全面總結了陳子

龍在文學史上特有的地位，多發人所未發，邏輯嚴密，文字暢達；同

時表明作者具備了很好的文獻功底，以及善於駕馭材料、分析材料與

歸納材料、提煉觀點，獨立從事本學科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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