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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湖南骈文举隅 

谭家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摘 要】：晚清以来,骈文受冷落的同时,骈散正统之争逐渐倾向于骈散相用,骈文的重心也由江浙转到湖湘。

民国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出现,骈文创作活动越来越势微,到了四十年代,骈文和古文都淡出文坛。从晚清到民国,湖

南涌现出曾国藩、周寿昌、王闿运、谭嗣同等一批骈文作家,他们关切时政,骈散相用,兼重情理,作品短小精悍,弃

博丽而尚轻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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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列强入侵,国门大开,古老中华面临瓜分之势,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思想文化领域,西学东渐,一系列新的文

化元素对中华传统文化带来冲击。紧跟历史潮流的散文家,最早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接着是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

派。他们所用文体,首先是桐城派古文,及其支派湘乡派——侯官派,继后是新变的报章体、新民体。这时骈文较清前期中期冷落

了,但还有一定地盘和影响。叶农、叶幼明说:“这时的骈文起了如下变化。一是骈文的重心由江浙转到沅湘,集中到曾国藩幕下;

一是长篇巨制减少,而多为短篇;一是弃博丽而尚轻倩。”[1]159民国初期白话文开始在报刊上出现,五四以后蔚然成风,古文逐渐稀

少,少数作者的骈文创作活动,延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四十年代,古文和骈文都淡出文坛。 

晚清的骈文批评较之中期大为逊色,骈散正统之争逐渐倾向于骈散相用。其中在骈散理论界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潭人,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之臣,对晚清时期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在其事功成就之前已有文名,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学术地位也日益强化。他包容汉宋,兼擅骈散,宗桐城而有所突破。在姚氏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

把阳刚阴柔的美学标准加以细化。他不赞成阮元诸多观点。曾氏依姚氏《古文辞类纂》体例,编《经史百家杂钞》,包括先秦、

两汉、六朝、唐宋,明代只取归有光,清代只取姚鼐,基本上是桐城派的文统,所不同的是不排斥六朝。《杂钞》所选内容广泛,经

部包括五经之文,子部有《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史部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书》《资

治通鉴》,六朝文中选了许多骈体文。该书既有别于当时众多的古文选本,同时也是用事实对阮元的“经史子非文”进行反驳。

他把散文的外延大大扩张,包括了骈文在内,符合中国散文史的实际情况,是相当通达的散文观。 

在《湖南文征序》中,曾氏深入阐发骈散各有所长,骈宜于抒情,散长于说理。“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

多阐幽造微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

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

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宗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合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

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兴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2]把骈散的历史发

展以习于情韵或义理相分,平等看待,而且揭示宋以来散文兴盛与儒家理学大师迭起有关。清代文人概述骈散历史者甚多,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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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是比较深刻、全面的一篇。黄保真三位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说:“他这样来论述文章发展的历史,就一举打破了宋代以来

古文家所严守的壁壘,不仅在内容上兼重情理,而且在形式上融会骈散了。这一来长期解决不了的骈文与散文之争,明理与抒情之

争,都变得没有必要了。”
[3]
 

曾国藩对历代一些骈文名家有很好的评价,其《鸣原堂论文》说:“陆(宣)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

蹄(一种押韵方式),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之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

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及。吾辈学之,亦须略用对句,稍调平仄,庶几笔仗整齐,令人刮目耳。”这样细致入微的鉴

赏,在历代四六话中罕见。在给儿子曾纪译《拟陈伯之答丘迟书》的批语中,他强调骈文贵在运气,“六朝偶俪之文中,有能运单

行之气,挟傲岸之情者,便于汉京不甚相远。”曾氏认为,韩柳古文代替骈文而兴起,是物极则变的必然规律。韩愈对偶俪文并不

是绝对排斥,而是吸收入其古文创作之中。(见《送周荇农南归序》)皆开明圆融之见。 

曾国藩的朋友、门人撰文赞同并发挥曾氏。罗研生《文徵例言》说:“文章家每轻视骈体,以谓徒工藻绘,难语于高古精深。

然此在文之命意修辞求之,不在体之单行与比偶也。”说文章是否精深高古,不在形式,而在内容。郑献甫《与阳朔容子良书》讲

到,“仆谓散文若古诗,难学而不易工;骈文若律诗,易学而最难工。然散文之工不工皆自知,而骈文之工不工多不自知。”以骈文

散文比之于古诗律诗,见解非常精到。 

曾国藩以后,骈散相用渐渐为越来越多的文人所接受。 

周寿昌(1814—1884),字荇农,湖南长沙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毕生好学,尤嗜史书。学古文

于梅曾亮,亦能骈文,朴茂清切,有《思益堂骈体文钞》。他和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都是好朋友,有论学谈文书信来往。曾作《曾

涤生侍讲求阙斋记》,曾国藩三十几岁筑“求阙斋”书室,周文把“求阙”的含义作深入阐发:一曰“砭志”,即磨砺意志;二曰

“箴述”,即认真作学问;三曰“翊化”,即赞助教化;四曰“呕生”,即关心民生。是对曾氏的殷切期许,也包含周氏的人生理念。

最后一段写到斋舍本身:“则是斋者,固鲁宗道退思之岩,阮长之不欺之室也矣。斋无定构,择里斯处。十尺非隘,寻仞非濶。有图

有史,有琴有尊。牗北开以当风,户东向以纳日。禽鸟时至,能为好音。苔藓径生,领其野趣。间于其中,招素心,数晨夕,商榷今古,

激昂文酒。斯又事外之旷致,境中之胜概也。时与吟少陵之诗,得千万间广厦;客有入歧伯之室,试五千卷读书。”条理清楚,有分

有合,但前面几大段典故太多,不大好懂。最后这一小段境界高雅,清爽明快,而又切题,把全文的意脈引向高潮。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19岁秀才,25岁举人,以后多次会试不第,短期入曾国藩湘军幕,因意见不

合离去。平生以著述、讲学为主业,以经术、辞章名扬海内,经史子集皆有重要成就,诗名尤高。著作丰富。光绪三十四年(1908),

清廷特授翰林院检讨,旋加侍讲,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长、参政院参政。得知袁世凯有复辟企图,即辞职还乡,享年 85岁。王氏年

高望重,门生故旧甚众,性诙谐,有傲气。思想倾向保守,但爱国立场鲜明。其文章“溯庄列,探贾董,其骈俪则揖颜庾,诗歌则抗阮

左,记事之体一取裁龙门”(《清史稿》本传)有《湘漪楼骈体文钞》。 

晚清学人面对列强入侵,有战和两种主张的争论。王闿运的骈文《御夷论》认为,“和战者,政教之末迹;争议者,谋国之下

道。”应以“强国”为要。先要明白何以其攻势之常不敌。曰“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失政。”国家贫弱必然挨打。

所以,“内不强不足以谋外,人无衅不可以构隙。(夷狄)其尊中国也如天,其覬觎也如鬼。……其闻圣人首出,诸侯效命,则蒲伏稽

首,求通属国;其有自负强大,侵轶边界,则驱之而已奔亡矣。是故中国强夷弱,则秦人置百越之郡;中国强夷狄强,则汉文为渭桥之

师;中国弱夷狄弱,则元、成(汉武帝、汉成帝)受匈奴之朝;至于中国弱夷狄强,边患滋多矣。”这是从中国二千年中外关系史中

总结出来的结论。他一连写了三篇《御夷论》,讨论对付外敌的策略,可见其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此文骈散兼用,不用典故,纯是

白描,有古文的晓畅和骈文的整齐,共同构成遒劲有力的气势。 

王氏骈文最受推重的是《秋醒词序》,乃其《秋醒词》序言,内容实为“秋夜有感”,抒怀而兼谈理。假寐而醒,家人皆入睡,

一片沉寂,唯有清风蚊鸣。作者感到“乃绝声闻”,唯见“北斗摇摇”,“蜃墙如練”,顿时产生大千世界“辽落一身”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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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自然界一刻不停慢慢在变,人生或长或短,或仕或隐等。待到家人醒来,“群籁渐生”,由静而动,恍忽又从仙界回到人世。于

是悟出静而思动,动而慕静的玄理。文章融景于情,由情悟道,参用佛玄却未陷入消极出世。这类哲理骈文魏晋盛行,而清代稀见。

他把道理讲得清楚明晳,文章写得流畅优美,故很受好评。既有学六朝文痕迹,又具备晚清骈散互用的特色,句尾多用虚词叹词,行

文显得摇曳多姿。王文濡评点说:“超于象外,得其环中,会心处正不在远。”[4]陈耀南说:“理深文妙,华实相扶。”[5] 

《桂颂》。序文说:“湘绮楼东,有古桂一株,枝叶婆娑,秋日花余,折繁枝置水缸中,凡百余日。大树根深,花悉凋歇。宛彼弱

条,寄于勺水,无根苍之可托,寡柯条以为辅。微花四秀,风香郁然。”作者联想到有的人“少遇挫折,遂以夭枉。智慧内削,丰采

外凋。”然而“嗟此桂枝,依柯分命,独能苕颖不悴,飞馨流艳;鉴寒泉而写影,零暮雨而无悲。非徒表劲于疾风,明贞于晚岁而已。

似别有怀抱,自负孤贞,不夺不移,有符大道。”于是大加颂扬,把桂枝比拟于楚囚钟仪和汉代司马迁,并把自己此颂比拟于屈原

《桔颂》。提倡不怕艰苦环境,在挫折中挺拔独立的人格理念。序文兼用骈散,颂文纯用四言,前后互补,相得益彰。 

王闿运有两封给妻子的书信,风格迥异。 

《与孺人笺》,用六朝文体。其中写道:“十年相守,一旦分襟,既殊少小之愁春,复异关山之远役。想卿独处,应不劳思?然孔

雀五里一徘徊,文君白头而蹀躞,况于燕楚异地,凉暄殊节者乎;当阶红叶,寸寸劳心;入室燕雏,喃喃疑语。中人偶望,远感仍来。

又足以驻景延年,化公为童者也。”纯用偶语,文辞流丽,较六朝倩人代作寄妻书之虚情假意,有天壤之别。 

另一封《到广州与妇书》,以质素的语句,缕述岭南土特产和饮食习惯。 

菜必生辛,羹必稠甜。若夫槟榔酸涩,蕉子甘蓝。薯重十斤,芥高七尺。君迁小柿,新会大橙。不含霜雪,多复腐皱。腌橄榄以

盐豉,取蚁粪为奇南。榕树不可爨,木棉不可絮。……邦人市海鲜,别为厨馆。则有鲨鱼之翅,海蛇之皮,章举、马甲、鱼逐、鱼夷、

天蚝、咸蟹、龙虾、雄鸭、腊鹑,腥秽于市井,纷错于楼馆者,不可胜计。又俗好烧炙,物喜生割。操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

食而餐,宾筵以多杀为豪。婚礼烧猪,辄列数百。 

所述广东菜肴和饮食风气,至今仍然如此。当时湖南人不可理解,王氏斥为“奇诡”“可笑”。今天许多湖南人在广东打工,

已经完全接受了。文章题材新颖,描述准确细致,用语不拘奇偶,通俗易懂,读来亲切有味。 

中年所作《吊朱生文》,是另一种气氛。同治四年(1865)春,王氏从北京返湘,在河北真定旅馆见到朱姓人灵柩,询其二仆得

知,原是同乡,并先后中举,同年参加会试,乃作文吊之。其中写道:“我生而返,子死而归,……闻子之来,航海通津,父子离别,以

病托人。亦穷于药,亦遍于神。药不医死,神岂遍问?迟速之期,子又奚吝?无恤无亲,于友于殡。无畏不归,余送子櫬。余情好悲,

独往无聊,爰与之子,爰暮爰朝。虽未相识,仿佛而要。“竟然陪朱生灵柩同归故里,可见极重乡情。纯用四言,声调低沉,读来不

胜凄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途中,南方举子到北方京城参加会试,有的要经过数月长途跋涉,某些人贫病交加,死于途中。这类故

事在小说戏曲中往往出现,恰恰让王闿运在现实中遇到了。他自己那一年是第二次落第,所以既吊唁死者,也倾吐自己的郁闷。此

文与明王守仁《瘞旅文》有相似之处。王守仁是远谪之官吊远来之吏,王闿运是落第举人吊落第举人。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同感受。 

王闿运喜欢模拟六朝骈文名篇。其《哀江南赋》仿庾信同题名作,描述太平天国之乱,亦步亦趋,连音韵也相同。其政治立场

成问题,艺术水准确实很高。张仁青说:“《湘绮楼集》中,隋珠赵璧,璀璨满纸,虽曰模仿之作,创作之意少,舍己从人,处处无一

‘我’在,然而其上继骈文之正轨,延续骈文之命脉,遂使骈文一道,不作广陵之绝,则大有功在焉。”[6]431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曾任军机处章京,改良主义激进派,为了促进改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的文章,自谓先

学桐城派,后学魏晋。其实,既非桐城,亦非魏晋,内容是混杂儒佛道墨,古今中外,语言是参差不齐,非骈非散,唯意所之。也有少

数传统的骈体文。如《报刘淞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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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同少禀惛惰,长益椎鲁。幸承家训,不即顽废。然而家更多难,弱涕坐零;身役四方,车轮无角。虽受读于瓣薑大围之门,终

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东游江海,中郎之椽竹常携;西及天山,景宗之饿殦不释。飞土逐肉,掉鞅从禽。目营浩罕所屯,志驰伊吾以

北。穹天泱漭,矢音《敕勒》之川;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戊己校尉,椎牛相相迎;河西少年,擎拳识面。于时方为驰骋不

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略。墨洒盾鼻,诡辩澜翻;米聚泰山,奇策纷出。狂瞽不思,言之腾笑。以为遂足以究天人之际,据上游之势

矣…… 

讲的是他少年狂傲,游侠四方的豪情壮志。于景祥说:“这是地道的骈体文,不但讲究对偶,而且又使事用典,但与传统骈文相

比,其文气更为舒逸,感情真挚、浓烈,同时又文笔简洁,条理明晰,表现出以气命词的特征。”[7]1003这类文章,他只是偶尔为之。 

易顺鼎(1856—1920),湖南汉寿人,15 岁秀才,21 岁举人,多次会试不第,曾入张之洞幕,后捐资入仕,历任广西、广东等地道

员。关心国事,早期的骈文作品有《与刘松生将军书》,刘松生即刘鹤龄,湖南溆浦人,当时以副将驻防贵州。王文向刘将军指

出:“方今傰宗狙伺,姎徒蜂起。绿林横行于郡邑,白棒窃伏于里闾。困已难苏,流方未艾。且西郊蝼蚁(指西北暴乱),虽受王鈇;

东海鲸鲵,(指日本),久窥国鼎。海外神州有九,传箭堪虞(指列强挑衅);军中国士无双,登坛可待。一旦戈横下濑,矢及中原,蜃嘘

腥绿之烟,鸱啸浓青之雨,则大丈夫建功立业,此其时矣。”此文大约作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对内外危机四伏有清醒的分析,

鼓励刘将军要准备为国效力。气势雄壮,感情充沛,是不可多得之作。 

甲午战争中,极力主战。随刘坤一率师出关抗日,作《讨日本檄》,谴责日本侵略:“曩者琉球一役,敢肆鲸吞;继因台岛孤悬,

辄谋豕突。夷人宗社,窥我藩篱……幕府(指刘坤一)祇奉庙谟,恭行天讨……白狼丹凤,前车已报过江;青雀黄龙,上将兼闻渡

海。”浓墨重彩,扬我军威,表示必胜决心,气壮山河。议和之际,他上《请罢和议褫权奸疏》,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指名道

姓谴责李鸿章。继后他曾四次入台,支持刘永福武装抗日活动。辛亥革命后闲居北京,思想跟不上新形势,结交袁世凯之子袁克定,

竟赞成恢复帝制,被委为政事堂参事、铸币局局长。袁氏败后,易氏漂泊京师,姿娱声色,抑郁而卒。 

易顺鼎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和诗人,与樊增祥並称“两雄”。淹通经史,有诗词近万首,诗集 20 卷,学术杂记 100 余卷,骈文

四十余篇,瑕不掩瑜。 

借景抒情名作如《湘弦词自序》: 

碧湘九曲,空灵之境也;朱弦之叹,疏越之音也。帝子欲降,微闻落叶;灵均不来,谁拾芳草。然而芙蓉水仙之庙,雨唱犹留;薜

荔山鬼之词,烟讴靡歇。尝击汰江介,搴华木末。寺楼坐久,湖天碧蓝;岩树断处,神灯青绿。白蘋花老,鲤鱼拜风;黄陵人去,鹧鸪

啼月。孤蓬寂寞,听风听水之思,九歌缥缈,迎神送神之曲。又或三闾秋士,远游制冠;九嶷云君,相思命驾。女媭意苦,谁家梼砧;

洞庭天远,昔年张乐。云梦八九,揽之于空阔;烟骚二五,绎之于杳冥。空青摇愁,冷翠戛响。飘飘乎遗世而独立,泠泠然山高而水

深。能移我情,其在是已。 

仆以恨人,生兹福地。臣里东家,宋玉之所居处;君山北渚,湘灵之所往来。渔卧秦桃,樵炊楚竹。蓋将于是乡终老焉。虽其间

桂隐不常,萍踪罕定。蛘江留滞,雄溪羁旅。鸟蓬细雨,何处归真;红叶小桥,有人吹笛。江枫之戾,每渍乎青衫;山木之谣,难忘乎

翠被。既乃驾飞龙兮北征,歌阐蛙而西适。黄河远上,津吏敲鼓;紫台径去,蕃儿鸣角。而故乡烟水之气,入人最深;儿时钓游之地,

探怀宛在。三十六湾,二十五弦,未尝一日离以襟抱也。 

此文是作者《湘弦词》之内容提要,表达对故乡湖南历史文化和山川风物的无限思恋之情,色泽鲜艳,裁对精工,几乎没有散

句。张仁青说:“律以时代精神,或不免失之轻艳。若站在文学的艺术美的立场观之,则亦有足多者。”[8]24 

晚清湖南其他知名骈文作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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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镇珩(1846—1910),石门人,17 岁中秀才,以后屡试不利,不求仕进,以执教为业,曾任石门天门书院山长、荆门州学教谕,

著作甚多,著名的是《六典通考》200卷。有《北堂山房骈文》25篇,序文较多,往往涉及湖湘人物及景观,借以抒情言志,如《新

刻屈贾合刻集序》等是。 

皮锡瑞(1850—1908)长沙人,经学家。33岁中举,三次会试不利,乃潜心讲学著述。甲午战败后,积极宣扬保种保教,熔合中西,

纵论变法图强,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的攻击。戊戌变法失败,他被清廷革去举人功名,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制。他

的经学代表作有《经学历史》《五经通义》等。有《师伏堂骈文二种》,其中《游空灵峡记》,四言为主,骈散兼用,气韵生动,写

景与用典交融,抒情与议论相间,建筑与游人兼顾,婉转流丽,意味雋永,别具审美旨趣。[9] 

在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有许多文人以诗词、歌赋、散文、骈文等文学形式,热烈歌颂,欢呼胜利,兴奋之情,洋

溢报刊。稍后,革命团体南社成员集结其作品为《南社丛刻》共二十二集,起民国元年,迄民国十二年(1912—1923)其中多数是古

文,少数为骈文。 

比较有代表性的骈文作者是郑泽(1882—1920),湖南长沙人,字叔容,南社社员,民国以后,曾任长沙日报主笔、湖南高等师范

教授、中学校长、财政厅秘书等职务,39岁病逝。著作有《郑叔容诗文词集》《梦庵遗稿》等。他有 28篇文章收入《南社丛刻》

第 8卷、12卷、15卷。18篇古文,10篇骈文。其中《湖南光复纪念颂》(《南社从刻》15集),又收入李定彝编《当代骈文类纂》,

民国九年国华书局出版。该文的中心是赞颂辛亥革命和湖南首先响应之动。兹摘录其中心段落如下: 

武昌首义,天下响应。湘浦踵兴,中原色骇。爰整劲旅,载扬洪伐。西克荆襄,北控鄂豫。扬旗舰于洞庭,翔笳幕于汉皋。曾未

浃月,虏酋扫命,子黎喁喁,重见天日,视夏配天,不失旧物。兵不刃血,农不輟耒,行者歌于涂,居者庆于野。瞰裔抗稜,宅中定命,

武略张皇,声威震赫,如积薪之热(加草头)火,沸汤之沃雪也。伊古以来,玉步之改多矣,未有若斯之易者也。抑所以左右而先后之

者,湘中实有力焉,逐客无哀郢之思,大国有张楚之号。南风方兢,朔土乖离。盖一旅可以复夏,而三户终必亡秦。天实为之,岂偶

然哉。 

且夫湘土之奥衍,海内之上区也;湘士之劲厉,军中无所敌也。故天下非弱也,席捲者四百州;神器难妄干也,窃据者三百哉。

及湘土光复,鄂渚安枕。湘土长区,胡马夺气。借使汉阳不守,虏骑渡江,湘无异军之突起,鄂乃后顾以增忧。八千子弟,将卷旆于

江东;百二关河,畴封泥于函谷,天下事未可知也。天造草昧,湘为首庸。度德量能,其谁与让;建威销萌,靡得而称,湘之茂绩,蔚矣

盛矣。元年改朔,九秋戒序。宇清宙澄,云开日朗。烽燧既息,鸡犬无警。追思旧烈,式表元功。五色之旗蔽天,百戏之陈沸地。歌

呼雷动,威得星驰。庆兹佳节,纪为盛事。既感汉族重兴之烈,复美湘士继起之伟。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南新军于十月二十二日发动起义,占领长沙。十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向汉口的革命军

反扑。湖南起义军闻讯,立即于十月二十八日派新军独立第一协北上援鄂。同日,著名的湖南籍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到达武昌,

黎元洪委任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担当起保卫武汉重任。而此时黄兴的儿子也在湖南援鄂新军之中。在巩固武昌起义成果的战斗

中,湖南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是湖南人引以为荣的骄傲。郑泽这篇骈文,写作时间在民国元年。文中说“元年改朔、九秋戒

序”“宇清宙澄,云开日朗”“庆兹佳节、纪为盛事”,当即民国政府于民国元年九月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之后。文章所表现

的热烈欢庆之情,正是当时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情。 

除本文外,郑泽的骈体文还有《光复纪念颂》《歌颂辛亥革》《国政府成立纪元纪念辞》作于民国二年元月一日)、《南北统一

共和纪念辞》,皆热烈歌颂辛亥革。《洪司长诔》,民国元年七月,湖南军政府司法司长洪春嚴因操劳过度而猝死,诔文充分肯定其

贡献。《为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启》,简单概括秋瑾革命事迹,称赞她“就义杭州”“浙潮偕热血俱飞,湘水共愁心齐咽”“愁雨

秋霖,严霜夏陨”。还有《润亥先生五十寿颂》,颂扬好友傅熊湘的父亲在教育方面的贡献。《长郡中校校友会杂志序》,该校是

郑泽的母校。《祭宋先生文》,代长沙日报同人祭奠刚刚被刺的宋教仁,作于民国二年四月三日。《与柳亚子书》,给南社创办人寄

上诗文数首求正。郑氏其他十多篇古文,几乎每篇都与辛亥革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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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社丛刻》中,湖南籍的骈文作者还有傅熊湘(1882—1930),湖南醴陵人,名专,号钝庵或钝根,曾就读岳麓书院,留学日

本,参加同盟会,鼓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与柳亚子等组织南社。1910—1911年主编长沙日报、大汉日报。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

凯阴谋恢复帝制,遭通缉。袁死后,历任多家报纸主笔,经常批评北洋军阀和政客。1924 年与“湘中五子”组织南社湘集。1929

年后,历任湖南省参议员、中山图书馆馆长、沅江县长等职务,1930年病逝。著作有《傅熊湘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出版。

《南社从刻》录其文 75篇(比《傅熊湘集》多若干篇)其中骈文 5篇。《钝庵诗自序》,说明他的诗是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的。《与

柳亚子书》(他有与柳亚子书多通,唯此文是骈体)作于遭通缉避难山中时。《一夕词序》,作于 1914 年 8 月,与一群文友聚会,嘲

风月,弄花草,不谈政治。《红薇感旧记》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抒情骈文。傅熊湘别号“红薇生”,遭通缉避难之际,得到歌妓黄玉娇

的掩护。当时的政治环境是:“飞章朝播,志士魂飞;警电夕传,壮夫胆碎。望门乃投张俭,临渡谁期子胥。”“则又倾城艳质,施

弱腕以扶将;绝世佳人,矢素心而薰沐。砍断枇杷之树,门闭车迷,歌残杨柳之枝。泥沾絮定,春风鬓影,茂陵何处无家;细雨檐花,

杜老于焉有咏。”这篇感旧记實为当时所作诗集之序。其中“望门投张俭”是非常贴切的典故。张俭是东汉末年秀才,名士,曾

上书朝廷检举大宦官侯览为非作歹,残害百姓。侯览仇之,指使他人诬告张俭结党营私,乃通缉捕捉。张俭四处躲藏,望见人家就

去投奔。民众仰慕其品德,不惜代价掩藏,被李笃保护出居塞外。后来侯览等失势,党锢解禁,他回到家乡,被朝廷征聘为卫尉,察

觉曹操有不臣之心,乃辞官归隐。张俭的经历与傅熊湘反对袁世凯而被通缉的处境十分相近。 

傅氏后来又作《书《红薇感旧记》后》,此时玉娇已经嫁人。傅氏好友蒋同超作《红薇感旧记序》,把黄氏的姓名、身份和

她与傅熊湘的亲密关系描述更清楚。傅氏之《红薇感旧记》政治价值颇高,可惜《傅熊湘集》只收《书后》而忽略了《红薇感旧

记》。傅氏的古文内容丰富,传记二十余篇,多为革命烈士;游记十余篇,多记湘中山水;与柳亚子的书信很多,《傅熊湘集》所收不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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