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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及其野逸倾向 

申屠青松 

（浙江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摘 要】清代宋诗选本的编撰以浙人成就为高，表现在文献取材广、规模大、质量高、影响深远，奠定了清代

宋诗文献的基本版图。浙江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民族底蕴、浓浓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经济发达人文阜盛是

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受历史形势和地域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

现出浓重的野逸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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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选本不但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也是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蕴藏着丰厚的文化信息。立足清代文化的地域性，

可以深入探析清代浙人宋诗选本的成就与特点。 

一、清代浙人整理宋诗文献的成就 

宋诗文献的整理在清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浙人贡献尤大。以重要的选本和总集为例，现存大约五十余种宋诗选本中，

出于浙人者有 11 种，即吕留良等《宋诗钞初集》，陈訏《宋十五家诗选》、周之鳞、柴升《宋四名家诗钞》，陆次云《宋诗善鸣

集》，潘问奇、祖应世《宋诗啜醨集》，邵暠《宋诗删》，郑鉽《宋诗选》，马维翰《宋诗选》，曹庭栋《宋百家诗存》，顾廷伦《顾

郑乡先生宋诗钞》，董沛《甬上宋元诗略》，管庭芬、蒋光煦《宋诗钞补》等。已佚者 8种，分別为曹溶《宋诗选》，周斯盛《宋

元诗选》，王先吉《宋金元诗选》、吴兴祚《宋元声律选》、沈树本《唐宋六大家诗》、童槐《宋诗评选》、张庚《宋诗选》、朱休

度《宋绝句选》等。加上虽名“纪事”，但亦具选本性质的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计约 22种。这一数量

虽不算多，但进一步考察，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文献规模与质量甚或社会影响等方面却是其他选本无法企及的。 

首先，文献取材广，规模大。清代选本中，收宋诗超过 2000首的凡有 10家，其中出于浙人者就占了 7家。《宋诗钞初集》

收诗凡 84家，一万二千余首;《宋四名家诗钞》收诗 4家，约 2506首;《宋十五家诗选》收诗 15家，约 3413首;《宋诗钞补》

收诗凡百家，约 2780首;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收诗百家，厉鹗《宋诗纪事》收诗更高达 3596 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收

诗亦有三千余家，约八千余首。在选本规模上超过《宋诗纪事》和《宋诗钞初集》的非浙江选本，只有张豫正等撰辑的《御选

宋诗》，收录诗人凡 882 家，但此书出于“御选”，并非私家著述，且刊刻数量有限，流布不广，影响有限。所以，浙江宋诗选

本的文献规模在清代极为突出。 

其次，文献质量高。由于有明一代的忽视，清代宋诗文献相对其他朝代，散佚情况更为严重，所以，清人选编宋诗，多有

文献难觅之叹。清代不少宋诗选本的编撰模式，基本上是以几部前人总集为基础，再辅以少数宋人别集，兼采诸诗话、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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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等书。这种编撰模式文献来源相对狭窄，所收诗歌往往转相稗贩，不免以讹传讹。相较别的选本，浙人编宋诗选本在文献

来源更为广泛，原始文献的选择更为精善，编撰态度亦更为严肃。如厉鹗为撰《宋诗纪事》，将当时最著名的藏书楼若马曰琯小

玲珑山馆、赵昱小山堂、吴焯瓶花斋、吴允嘉石仓、鲍廷博知不足斋等相关藏书批读殆遍
①。因其取资多方，钩隐索微，蔚成大

观，四库馆臣才说:“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短长也。”
［1］(p．2760)

再如《宋诗钞初集》凡 85

种诗钞，绝大多数是根据宋人别集辑录而得，今考其中可知较准确底本者约 60种，出于明刻者约 41种，出于抄本者约 19种，

出自宋刻者凡 3 种
②
。这当中有不少是非常珍贵、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本子，如唐庚《眉山诗钞》和苏舜钦《沧浪诗钞》，

在版本系统上，它们与现所存唐、苏集其他版本都完全不同，故具有别本所无法替代的校勘价值，其中《眉山诗钞》还有一定

的辑佚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宋诗钞初集》编撰态度比较严谨，校勘质量极高，如以晁冲之《鸡肋集钞》为例，其底本为《鸡

肋集》崇祯间顾凝远诗瘦阁刻本，两者异文仅有 8处，而《鸡肋集钞》凡 9431字，异文率仅为 0.8‰。所以，《宋诗钞初集》在

版本、辑佚、校勘等方面具有很高价值。 

再次，社会影响大。清代宋诗选本虽然数量众多，但影响最大的却集中在三部浙人编撰的选本上，即《宋诗钞初集》、《宋

百家诗存》和《宋诗纪事》，这构成清代甚至是《全宋诗》以前宋诗总集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体系。梁章钜即称阅读宋诗，除“名

家专集”外，“则泛览吴之振之《宋诗钞》、曹庭栋之《宋诗存》、厉鹗之《宋诗纪事》足矣。”
［2］(p．1980)

郑孝胥亦云:“惟吴之振之

《宋诗钞》、曹庭栋之《宋百家诗存》为两宋诗人菁华之所在。治宋诗者，孰能舍此?”
［3］

(《宋诗钞》跋)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清

代选本，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三种著作为文献来源编成。除了文献影响外，浙江宋诗选本文学上的影响也非常大。如蔓延康熙时

期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宋诗风，很大一部分即得益于《宋诗钞初集》的推动，宋荦就说:“先世予友石门吴孟举有《宋诗钞》行世，

学者靡然趋之。”
［4］(p．1)

一部选本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当然，清代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非浙人编宋诗选

本，影响也非常大，如乾隆《唐宋诗醇》、姚鼐《近体诗钞》、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等，但都是通代选本，并不专选宋诗。 

清以前撰辑的一些宋诗选本、总集也是经过浙人整理、重刊而得以流行，其中最重要者当数陈起《南宋群贤小集》和方回

《瀛奎律髓》。陈起编撰的宋人小集在清代大部分时间，只以抄本形式在藏书家中流传，乾隆时杭州藏书家吴焯始据宋本及各种

抄本汇录成 64 家。嘉庆六年(1801 年)，石门人顾修将之付梓，此书始有较广泛的流播。《瀛奎律髓》在明代和清初便沒有很大

的影响，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石门人吴宝芝刊行是书，才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总集，在宋诗话整理和宋人別集的

评注方面，浙人的作用也是首屈一指，兹略举数例。如现可考题为《全宋诗话》者凡有 6 部，分为林衡、沈荣本、沈炳巽、钟

廷瑛、孙涛、张宗祥所撰，除林、钟二位外，其他 4位皆为浙人。清人对宋人诗集的评注主要集中在苏轼身上，可考者凡 7种，

其中浙人就占了 5种，即查慎行《苏诗补注》、陈兆仑《评注苏文忠公诗》、汪师韩《苏诗选注笺释》、冯映榴《苏文忠公诗合注》、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 

总之，清代浙人撰辑宋诗选本，在文献规模、质量及影响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诗话之整理，诗集之评注，亦地位突出。可

以说，清代宋诗文献的版图基本上是由浙人奠定的。 

二、清代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原因 

宋诗在清代的复兴，有其客观的原因。从文化氛围看，清代本身就是古典文献大整理、大总结的时代。有明一代的轻视致

使宋诗文献散佚情况极为严重。因此，文献整理成为清人的学术重心。从诗学发展的规律看，明人学汉魏，学唐，学六朝，皆

弊端丛生，只有宋诗是一种相对陌生的诗歌传统，趋新避熟，亦势所必然。另外，清人重学的风气也更容易产生对宋诗的亲近。

但浙人对宋诗文献整理给予如此之高的热情，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除了上述因素外，与浙江特殊的地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 

第一，浓厚的民族情绪及与清廷的对立、疏离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文献的重要心理基础。浙江是清初抵抗清王朝斗争最为

                                                           
①《四库全书总目》曾云: “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 ( 厉鹗) 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 

②参见申屠青松 《〈宋诗抄〉与宋诗文献———以 〈宋诗抄〉底本考为中心》，《中国诗学》( 第十四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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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地区之一，遭受到过清廷残酷的镇压。即使在清王朝统治渐趋稳固以后，朝廷也未放松对浙江士人的压迫和控制。清代

几起大型文字狱，大多以浙人为目标，如康熙初年的庄廷鑨《明史》案、雍正时期的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等。雍正

皇帝对浙人之不甘屈服尤为恼怒，在上谕中屡次怒斥浙省“风俗浇漓”，甚至于因此自创先例，给浙江任命了一个“整风观俗吏”，

并停止浙江士人参加科举三年。清廷的镇压和苛酷无疑会加深浙人的对抗和疏离心理，所以，清代浙江学术传统的民族因素一

直相当浓厚，清初黄宗羲、吕留良等人强烈的反清思想为人所熟知，同样，在清中期的全祖望、后期的章炳麟等人身上，也很

容易看到这种民族反抗传统的遗承。不过，受制于清代严苛的文化环境，人们多不敢直接表达民族情绪，而往往通过借古喻今，

在整理历史文化活动中曲折表达。宋代因为历史际遇与明代相似，往往成为清代汉族士人寄托民族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早在

清初，“借宋代明”以寄寓故国之思就成为遗民一种普遍的话语策略。诚如赵园先生所说:“明人好说‘宋’，明清易代之际，更

以说宋为自我述说。”
［5］(p．274)

从康熙后期开始，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和遗民思潮的消退，这种话语形式亦逐渐式微，但浙地由于

特殊的政治形态和地域传统，此种策略仍在文人中得到保留。 

浓厚的民族情绪一方面使浙人对清廷保持对立、疏离态度，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宋代文化的亲近程度，这种心理可称为“亲

宋情结”，这也正是浙人热衷宋诗的心理基础。事实上，浙人对天水一朝的关注，实不限于宋诗，而是扩及到整个宋代文献与宋

代文化。许多浙江学者都把宋代文化的研究作为一个主要领域，兹举数位代表者为例，如黄宗羲撰辑有《宋史补遗》、《宋史鉴》，

吕留良除编撰《宋诗钞初集》外，又整理刊刻《朱子遗书》、《二程全书》，朱彝尊亦曾有意编撰《宋史》，邵晋涵倾其力编撰《宋

史》，陆心源辑撰有《元祐党人传》、《宋史翼》等。清代浙江学者的代表之一厉鹗，其学术研究主要就是两个领域，一是浙江地

域文化，二是宋代文化，后者的著作如《南宋院画录》、《辽史补遗》、《绝妙好词笺》等。 

第二，乡邦情结是浙人关注宋诗的另一心理基础。中国传统文人普遍有浓厚的乡邦情结，清代文化的地域性体现得尤为明

显。在这方面，浙人亦不例外，许多浙籍学者都把浙江地域文化作为治学重点，杭州学者赵一清就说:“余浙人，宜传浙事，发

微阐幽，固后死者之责也。”
［6］(p．32)

作为地域学术的“浙学”至清代渐趋自觉，出现了像赵一清《浙学渊源考》、张廷琛《浙学渊

源述要》这样的代表性文献。某种意义上，浙人“亲宋”也是其乡邦情结的一种转聚。宋代是浙江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南宋

定都临安，更使浙江文化具备一股浓厚的南宋底色，爱屋及乌，浙人对宋代文化自然会比别省人更有亲切感。具体言之，清代

南宋文献的整理，大都出于浙人，较著者如厉鹗辑《南宋院画录》，朱彭辑《南宋古迹考》、《南渡寓贤录》，臧寿功辑《南都事

略》，陈撰辑《玉几山房听雨录》，邵晋涵辑《南都志略》等。 

第三，浙人热衷整理宋诗，亦缘于此地诗坛浓厚的宗宋风气。清代宗宋，以浙江风气最为浓厚，延续时间最久，从明末清

初黄宗羲倡其先，绵延不绝，一直衍入民国。黄宗羲是清代浙江学术传统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该地宗宋思潮的鼻祖，在他的号

召下，以他的师友、弟子为中心，在清初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宗宋诗派，代表如吕留良、吴之振、查慎行、郑梁等。他还与吕留

良、吴之振一起编撰《宋诗钞初集》，进一步推动了康熙时期宋诗在全国的形成与盛行。其后，朱彝尊、查慎行、厉鹗、钱载、

沈曾植先后主持浙地坛坫，他们都是清代宗宋诗风的代表诗人。所以，清代浙江的宋诗风气无论在时间、空间及程度上，都是

它地难以比拟的。 

第四，浙江经济发达，人文阜盛，藏书丰富，为宋诗选本的编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首先，总集和选本的编撰离不开

丰富的文献支持，对于久经忽视、散佚情况严重的宋诗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清代藏书之盛，以江、浙二省为冠，论者有云:“有

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所独占”，“辗转流播，终不出江南境外者，几二百年”
［7］(p．37)

。江、浙二省相较，后者对宋诗文献的搜辑

更为重视。从明朝末年开始，浙江藏书家就极为注重宋代文献的搜辑，若曹溶静惕堂、朱彝尊潜采堂、黄宗羲续钞堂、吕留良

南阳讲习堂、吴之振黄叶村庄、马思赞道古堂、吴焯瓶花斋、赵昱小山堂、汪藻振绮堂、鲍廷博知不足斋、陆心源皕宋楼等，

皆以富于宋集而著称。厉鹗为编《宋诗纪事》，遍览江南藏书，显然，离开藏书楼的文献支持，厉鹗难成其事。其次，浙江经济

繁荣，交通发达，藏书家不但好藏书，而且喜欢刻书，具备成熟的出版体系，这使得宋诗选本的迅速编撰、刊刻、传播成为可

能。另外，浙江教育发达，人才备出，同样为宋诗选本的编撰提供了相应的高水准的创作与阅读基础。 

三、清代浙江宋诗选本的野逸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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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域文化在清代达到发展的高峰，不但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而且显现出独立的文化品格。这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传统、精神特色不仅体现在编撰宋诗选本的活动上，而且也深深印刻入选本的形式和内容当中。譬如，清代浙江学术具有深

厚的史学传统，“浙东学派”人所熟知，史学传统对选本即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体例，现存 11 种浙人编宋诗选本，其中有

10 种采取以人系诗的体例。以人系诗，非以体分次或以类分次，其目的大多正是出于知人论世的史学考虑，是对元好问《中州

集》、钱谦益《列朝诗集》“诗史”传统的继承。其次，清代浙人宋诗选本多以文献规模庞大著称，往往长于文献收辑，而短于

理论批评，这事实上也是史学传统影响所致。吕留良称自己编撰的《宋诗钞初集》为“诗史”
①，厉鹗称《宋诗纪事》是“搜罗

废坠”，为“江湖林薮之士”“复发其幽光”
［8］(p．1)

，显然，其落脚点都在于史学。不过，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最明显的特

征还在其野逸倾向。 

严迪昌先生曾经指出，清代诗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呈现出明显的朝野离立之势
②
。宋诗选本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其朝

野之争的发展，经历了对立、疏离、最后消融三个阶段。一者由于浙江宋诗选本的繁荣，二者因为浙地相对浓厚的民族主义传

统，所以，浙人编撰的宋诗选本成为体现清代诗学野逸传统的集中代表。 

清初，主要是顺治及康熙前期，宋诗选本的朝野之争集中体现为对遗民思潮的接受与抗拒，反映出对清廷两种不同的政治

态度，即对抗与合作。在清初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宋诗不仅是一种重新发现的、可与唐诗抗衡的诗歌传统，它所承载的文化含

义远远超出文学领域。由于宋朝与明朝相似的历史际遇，也因为宋诗浓厚的道德伦理气息，宋诗往往成为汉族士人寄托民族情

感的载体，甚至是宣传反清思想的一种工具。所以，清初的宋诗风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遗民思潮的一部分。清初宋诗选本

除少部分倾向清廷，拒斥遗民思潮外，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遗民思潮的影响。但一般选本仅限于对遗民道德、气节的抽

象赞扬，而浙人选本除此之外，往往进一步渗透了遗民独有的学术理念、人格精神，甚至是情感呼应。《宋诗钞初集》、《宋诗啜

醨集》、《宋诗删》是清初体现遗民思潮程度最深的三种选本，它们的编撰者都是浙人，且都有遗民直接参与，如《宋诗钞初集》

是吕留良、黄宗羲、高斗魁，《宋诗啜醨集》是潘问奇，《宋诗删》是柯弘祚参与。 

《宋诗钞初集》是清初遗民宋诗学的代表。首先，《宋诗钞初集》是吕留良、黄宗羲等人遗民学术活动的一个成果，透着“以

诗为史”遗民诗学理念。黄、吕等人认为诗歌反映天地之元气，兴亡盛衰皆寓焉，选编宋诗，借以考察宋人之道德、人格精神，

也是对有宋一代兴亡盛衰的历史总结，这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明亡教训的思考总结。其次，《宋诗钞初集》的选诗倾向有

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宗经尚理。《宋诗钞初集》对二类诗人评价最高，选诗亦最多，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和以陆游、宋

遗民为代表的爱国诗人，这显示出编者对于儒家经典和理学的归依，重点揭示宋诗的理学精神和道德伦理本质，而最终目的则

是鼓励汉族士人坚守民族立场，不与清廷合作。第二，《宋诗钞初集》选诗偏尚刚健，主张自由抒发，这实是黄、吕等人精神人

格的一种投射，盖二人皆性格倔强，对“恢复”心存希冀，故选诗多取宏健，不自卑其格。遗民学术理念和人格精神的投射使

得《宋诗钞初集》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特色。 

与《宋诗钞初集》的学术和精神取向类似，《宋诗删》亦着力发扬宋诗忧君爱国的主题和倔强不屈的人格特质，感念时事、

哀伤故国之作几乎占了 2/3，风格上则多偏于苍凉激越。《宋诗啜醨集》在忧君爱国的主题取向上与二书类似，但在精神取向方

面却有所歧异。《宋诗钞初集》与《宋诗删》的编者个性倔强，对恢复尚心存希冀，故能不墮其志，而《宋诗啜醨集》编者思想

却比较复杂，他一方面有浓厚的故国之思，另一方面又认为明清易代是时势必然，不可逆转，其在选录诗歌里所显示的精神形

态更多是徘徊、忧闷、伤感。《宋诗啜醨集》选诗多及清寒幽峭之作，这一方面与编者崇尚竟陵的诗学思想有关，一方面是其苦

闷、伤感心理的体现。 

雍正、乾隆时期宋诗选本的朝野之争，在政治倾向上主要体现为拥护与疏离的歧义。一方面，由于社会稳定，国力强盛，

歌吟升平、鼓吹帝力遂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普遍呼声，体现在诗学领域就是盛行一时并受到朝廷支持的沈德潜格调诗学。格调

                                                           
①吕留良 《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六 《与高旦中书》: “于诗史诸事，大有所商，谓非兄与冲老昆季共为料理，未易办此也。”

“冲老昆季”指黄宗羲、黄宗炎伯仲，揆诸吕氏及黄宗羲行年，所谓 “诗史诸事”，是指 《宋诗钞初集》的编撰。 

②参见严迪昌 《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 －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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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强调温柔敦厚，崇尚格高调逸之美，其思想本质就是对统治秩序的顺从与献媚。与此同时，民族矛盾的长期存在，文人队

伍的扩大和出路的狭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寒士群体，他们的思想趋向与文化品格与现实政治虽不走向一种遗民式的对立，但却

体现出一种冷漠、孤傲式的疏离，这构成乾隆盛世的另一面。寒士疏离倾向在创作中的代表就是浙派、高密诗派的枯寒风气。

在宋诗选本领域，体现这种疏离倾向的仍以浙人所撰者为代表，如厉鹗《宋诗纪事》、曹庭栋《宋百家诗存》、马维翰《宋诗选》

等。《宋诗纪事》的寒士品格和对政治秩序的疏离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厉鹗将搜罗废坠、表彰寒士作为自己的撰著目的和选诗

宗旨。正如全祖望所说:“樊榭之为是，盖意存乎收罗废坠，故荟萃惟恐有遗，正以见诗之有得于风雅之遗者，旁搜远取，不必

尽在于大家，而又得其诗以传其人，使不与草木同朽，则亦表章之功所寄也。”
［9］(外编卷二六)

用厉鹗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江湖林薮

之士”“复发其幽光”。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诗人大多出身布衣，有功名者，亦多仕途蹇涩，所以，所谓表彰林薮实是基厉鹗于自

身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而为古今寒士发出的不平之鸣，并试图以文献保存、诗心延续意彰显寒士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品格。这与

沈德潜式的葵藿向日、歌咏帝力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浙派宋诗选本从题材选择、审美偏嗜、诗学典范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对寒士身份的高度认同，如寒士诗学题材上多偏于田园、

山水之作，马维翰《宋诗选》中大半为此类之什。寒士诗学多尚清，尚寒，尚幽，尚涩，从晚唐到九僧，到江湖，到竟陵，我

们不难看到这种审美传统的承传。曹廷栋《宋百家诗存》小传评诗即多以此为据，若“清深”、“清峭”、“清俊”、“清丽”、“冲

淡”、“清疏”、“清迥”、“清空”、“清苍”、“清润”、“闲远”、“萧散”等词，所在皆是。在诗学典范上，浙派宋诗选本则推崇江

湖诗人。若《宋百家诗存》所录百家，2/3是江湖诗人。传为宋代陈起编撰、专录江湖诗人的《南宋群贤小集》更是被浙派诗人

广泛传抄、整理、选刻。雍正三年(1725 年)，吴焯历经 10 年，始抄成《南宋群贤小集》64 家。此后，赵昱、杭世骏、余元甲

等先后传抄。雍正九年(1731年)，陆钟辉又据吴氏抄本选辑《南宋群贤诗选》12卷。江湖诗人在社会地位、思想情感、审美嗜

好与浙派诗人可谓高度合拍，堪称寒士诗人的典型。吴焯《南宋杂事诗》最后一首有云:“名集犹传六十人，湖云江月话津津。”

言语间颇有以江湖后身自居之意，这种情感在浙派诗人中应该不是个别的。 

嘉庆以后，宋诗开始渐渐风行，晚清尤盛，但宋诗选本领域的朝野之別却渐渐开始消融，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随

着社会日益动荡，朝野之间人员的流动相对频繁、通畅，不像从前壁垒森严，思想关注的焦点亦趋于统一。其次，文禁政策开

始宽松，文人思想的表达可以更加直接、自由，而不必借助历史以古喻今，宋诗也就失去了曲折表达民族情绪和政治思想的“载

体”作用。即使如此，浙地宋诗选本受浙派诗风遗绪的影响，仍体现出相对浓厚野逸品格，如咸、同年间杭州人戴熙选《宋元

四家诗》，录林逋、姜夔、倪瓒、王元章四家诗，揆其所选，清寒典雅，实亦不出浙派一路。 

结语 

综上可见:第一，清代浙人编撰的宋诗选本以其庞大的规模，极高的文献质量，深远的社会影响，在宋诗文献中居于中心地

位;第二，浙人热衷整理宋诗文献，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即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

强烈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发达的经济与人文基础;第三，受浙江独特地域文化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

出浓厚的史学传统和野逸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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