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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献甫是广西清代著名文学家，又是桂学研究的对象。文章从郑献甫的生平研究、诗文研究、
诗论研究等方面回顾了郑献甫的研究状况。郑献甫原始资料的整理、文学研究等方面还显得较为薄弱，无 论

资料发掘整理、研究内容抑或研究理路与方法等方面，仍值得予以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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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献甫（１８０１—１８７２），原名存纟宀
一，字献甫，别字

小谷，自号识字耕田夫，又号白石。因避文宗咸丰帝

名讳爱新觉罗·奕 讠宀
一，以字行世，广西象 州 白 石 村

人。先世本直隶州人，明末始迁象州定居。郑献甫

于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入州学，道光五年（１８２５）拔贡

获选后复应乡试中举人，道光十五年（１８２５）中进士，
官刑部主事，十 四 个 月 后 以 亲 老 乞 养 为 由，辞 官 而

归，从此不复出仕，乡居教书著书以终其生。他先后

在柳州、宜州、广州、顺德、象州、桂林等地书院教学

近３０年，门徒众多，被后人称为“粤西儒宗”。对郑

献甫一生的人品、学问，他同时代人早有评论，陈澧

《五品卿 衔 刑 部 主 事 象 州 郑 君 传》云：“国 朝 二 百 余

年，儒林文苑之彦迭出于海内，及其既衰而郑君特起

于广西，卓 然 为 一 家，学 行 皆 高，可 谓 豪 杰 之 士

矣”［１］２９６，可见评 价 极 高。由 此 可 知，郑 献 甫 无 论 是

为人还是治学，都堪称一代楷模。
近年来，桂学研究成为广西文化人研究的重点，

潘琦先生 在《关 于 桂 学 研 究 若 干 问 题 的 思 考》中 指

出：“漫长的历史车轮悠然滚动，广西人在征服自然、
抗击灾难、改造社会、创造文化的实践中形成了鲜明

的广西人特征，历代产生了许多八桂英才。他们在

生活的那个时代都是有影响的名人，也是中国历史

上有贡献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在

历史上多样的作用，离不开八桂这片土壤的哺育，这
些人物构成了桂学的斑斓色彩和丰富内容，这些著

名人物应当列为桂学研究的对象。”［２］明确提出桂学

研究的对象包括广西历史著名人物，郑献甫是这些

著名历史的 人 物 之 一，自 然 成 为 桂 学 研 究 的 对 象。
在广西籍历史文化名人中，郑献甫的为人为学及其

著述对广西道德、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他在广西各

地书院从事教育多年，为广西培养了不少人才；晚年

时在家乡协助解决田赋问题，为当时象州百姓发展

生产作出了贡献。他治学严谨，著述颇丰，在民间尤

其是对桂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他的著述

既是历史的财富，也是桂学的精华所在。
郑献甫是一位文学著作丰富、文学成就较高的

广西文人，本文试对已有郑献甫研究成果作一回顾

与总结，并对未来郑献甫研究的方向提些看法。

一、郑献甫研究回顾

回顾现有的郑献甫研究成果，学者比较关注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生平研究

记载郑献甫生平事迹的文献，主要有：《清史列

传》卷七三《文苑传四》之《郑献甫传》；《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９９０辑《续碑传集》卷七九《象州郑君传》，它

与《东塾集》卷五中的《五品卿衔刑部主事象州郑君

传》为同一篇传记，皆由陈澧所撰；支伟成《清代朴学

大师》卷二一《郑献甫》；徐世昌等编《清儒学案》卷一

七五《郑先生献甫》；蒋琦龄《小谷先生墓志铭》；郑献

甫门人石建渠撰的《诰授中宪大夫赐进士出身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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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卿衔刑部云南江苏司主事加三级先师小谷夫子

行述》；郑献甫《识字耕田夫别传》《小谷自诔》等，均

言之甚详。大致不出《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说及之

范围：广西象州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任
职十四个月辞官，归主龙溪、秀峰、榕湖书院。

今人有关郑献甫生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相关

研究论文数量比较少，研究其年谱的只有周永光《郑
献甫年谱》（《广西地方志》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文中并附

有《郑献甫活动地域图》，地图标明了郑献甫生平主要

的活动范围、时间和地点，让人对郑献甫的行踪一目

了然。此年谱为简谱，是今人对郑献甫生平研究较有

力的专论。年谱每条下叙年龄及事 迹，考 辨 较 为 详

实，但缺少更为详细的论证，很 多 地 方 未 注 明 出 处。
但瑕不掩瑜，它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目前有两篇研究郑献甫的硕士论文，在文中都

有研究郑献甫生平的内容，一篇是朱海萍的《郑献甫

思想及古文研究》，文中用一章的篇幅对郑献甫生平

作了考辨，内容涉及郑献甫的生平及著述、郑献甫辞

官论、郑献甫的交游等。文章对郑献甫的生平研究

是比较详细的，但对他交游的研究不够全面，有待于

对其交游状况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另一篇是覃汉吨

的《清代后期粤西儒宗郑献甫研究》，内容涉及郑献

甫的经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全面

概括了郑献甫的一生及其成就与贡献。此文侧重研

究郑献甫的各种思想，对其生平研究不够深入具体。
莫乃群主编《广西历史人物传》第六辑收录了刘映华

所撰《郑献甫》一文，文章首先概况了郑献甫的生平，
正文论述郑献甫辞官的原因和他对战争的态度以及

他的诗论。文章对郑献甫生平的研究较为简略，缺

少对郑献甫交游的考察。
另外有两本介绍郑献甫生平的通俗读物，一本

是叶玉生著的《岭南俊 郑献甫》，此书以传记文学

的方式来写郑献甫的生平，叙述了郑献甫因憎恨官

场腐败而弃京官还乡，之后历任象州、顺德、广州、桂
林等书院主讲，致力于传播知识和著述的平凡生活

及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另外一本是侯钰著的《两粤

宗师郑献甫》，全书分为十二个部分，采用通俗读物

的形式，联系纵横广阔的大历史背景，用生动活泼的

文字还原了郑献甫的人生轨迹，内容形象生动，具有

一定的存史作用。两书的学术价值不高，但有助于

普通读者对郑献甫生平的认识和了解。
（二）诗文研究

首先是诗歌研究，郑献甫现存诗歌近三千首，但
他大量的诗作还没有进入研究者和读者的视野，目

前对他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内容、特色方面。
刘映华《郑献甫在诗歌创作上的宋诗特色》（《广西文

史》２００５年第３期）一文主要探讨郑献甫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押韵为工的宋诗特色。
刘映华先生 认 为 郑 献 甫 的 诗 可 分 为 两 大 类：“白 体

诗”和“獭祭诗”，并写了两篇文章来论述。一是《郑

献甫的獭祭诗》（《广西文史》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该文首

先解释獭祭诗的含义，接着重点分析了郑献甫獭祭

诗在用典方面的几个特点：引入牛鬼，想象丰富；意

内言外，巧于寄托；安排妥贴，典雅精工；汪洋肆说，
磅礴横陈；化用典故，以物拟人；以饾饤为博，虚有其

表；追求奇拙，以涩为新。一是《郑献甫的“白体诗”》
（收入《历史文化名人郑献甫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该文对郑献甫白体诗中的山水诗、春光

诗、田园诗、羁旅诗作了分析。刘映华先生对郑献甫

诗歌创作特色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抓住了郑献甫

诗歌艺术上的主要特点，这样的研究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还可继续深入研究郑献甫诗歌创作上的其他艺

术特色。
郑献甫的纪游诗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周永

光《郑献甫纪游诗文是一笔亟待开发的财富》（《广西

地方志》２００４年第５期）重在探讨郑献甫纪游作 品

的内容，研究其对于发展旅游和提高人们文化素质

的现实意义，葛永海《行者无疆———试论壮族名士郑

献甫纪游诗 的 文 化 之 维》（《广 西 民 族 研 究》２００７年

第２期）则侧重分析郑献甫纪游诗的内容，认为其内

容大致可分为四个维度：地理之维、民俗之维、历史

之维、时政之维。这四个维度分别指向四重文化内

涵，即抒写行者无疆，揭橥风物民俗，寻求古今会通，
传载末世心史。两文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都关注

到郑献甫纪游诗的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在研究方

法和视野方面都有所突破。
王 德 明 先 生 在 研 究 郑 献 甫 诗 歌 方 面 有 重 大 突

破，他关 注 了 郑 献 甫 的 一 部 特 殊 诗 集———《幽 女 诗

集》，在《人鬼情未了———对郑献甫〈幽女诗集〉的初

步探讨》（《民 族 文 学 研 究》２００７年 第４期）一 文 中，
他介绍了郑献甫所著《幽女诗集》的内容和价值，认

为《幽女诗集》表现了郑献甫对幽女们不幸遭遇的同

情，同时也表现了郑献甫自己孤寂苦闷和微妙的内

心世界。此研究具有开创之功，为我们研究郑献甫

诗歌提供了一个另类视角。王德明先生对郑献甫诗

歌的评价是极高的，他在《广西古代诗词史》一书中

写道：“郑献甫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诗文皆工，诗尤

为突出。他的诗，题材广泛，各体兼具，思想深刻，艺
术上也有深厚的功力。在广西堪称一流，在当时全

国的诗坛上也有较大的影响。”［３］２１３对郑献甫诗歌在

广西诗歌史的地位作了准确定位，对其成就给予了

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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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词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十分 薄 弱。曾

德编的《粤西词载》收录了郑献甫的词作，而王德

明先生则是研究郑献甫词的第一人，他在《广西古代

诗词史》一书中介绍了郑献甫现存的词及其特点，分
析《幽女诗集》问世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受前人的启

发，二是出于对幽女的同情，三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

愤孤寂之情，并对其词进行了评价，认为“郑献甫的

词在广西古代词坛上独树一帜”［３］，这种评价是公正

而确切的。
最后是古文研究。郑献甫的古文作品 颇 丰，质

量颇高，但对其古文的研究比较有限，目前只有两人

对其古文进行了研究。张维《清代广西古文研究》一
书单独用一章“不名一派的古文家”来论述郑献甫的

古文［４］３９６，书中结合郑献甫的平生事迹对其古文进

行分析，认为郑献甫不遵桐城派，不名一派，却以自

己的学术研究和古文创作影响了广西的桐城派。朱

海萍《郑献 甫 思 想 及 古 文 研 究》一 文 从 郑 献 甫 的 生

平、著述、交游入手，主要研究其文学思想和古文创

作，把郑献甫的古文按照内容分为六大类加以分析，
并对其古 文 的 表 达 艺 术 作 了 概 括。从 研 究 现 状 来

看，很有必要继续加大力度来研究郑献甫的古文，挖
掘出其中的文化意蕴。

综合起来看，郑献甫诗文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

法、观照视野，还是切入角度，都有了一定的突破，但
研究的范围不够宽，研究的内容不够全面，有待于进

一步深入。
（三）诗论研究

郑献甫的诗歌理论十分丰富，从目前对其诗论

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虽对郑献甫的诗论作了较

为精辟的论述，但缺乏系统研究。如曾庆全《论壮族

诗人郑献甫》（《广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１第４期）认

为郑献甫的诗论不是有意而作，无系统可言，这一结

论过于简单化。
研究者把郑献甫的诗论与他壮族学者的身份结

合起来研究，这 是 他 诗 论 研 究 方 法 上 的 一 个 特 点。
何德化、覃登科《郑献甫诗论初探》（《民族文学研究》

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中 提 到：“郑 氏 的 诗 论，一 方 面 继 承

了前辈诗论家的优良传统，主张用完美的艺术形式，
表现丰富的社会内容；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创作实

践，明白而深邃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在壮族古

典诗人中是不多见的。”［５］李玩彬《略谈壮族学者郑

献甫的诗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指出，郑献甫的诗论内容包括：第一，诗歌来自现实

生活，写诗要抒发自己的真性情，要写出个性；第二，
提倡创新，反对复古摹拟；第三，文学要创新，就要写

出自己的所触所感，就要有阅历、学问和才情，郑献

甫的诗论基础在于壮、汉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社会

风尚密切相关，与其性格气质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
郑献甫诗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关注郑献甫诗

论主张与前人诗论的关系，主要集中在郑献甫与黄

庭坚及袁枚的关系上。张学军《黄庭坚与壮族诗人

郑献甫》（《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学 报·研 究 生 专 辑》１９９６
年第２期）认为郑献甫受到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诗

歌创作的影响，并对黄庭坚产生敬仰之情，但他对黄

庭坚并非盲目崇拜，而是在学习和继承黄庭坚的诗

学过程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郑献甫学习黄庭坚

但超越黄庭坚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把创作实践跟社

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把诗歌创作当作一种

“闭门觅句”的活动。刘映华《略论“性情说”———郑献

甫诗论与袁枚“性情说”》（《历史文化名人郑献甫论

丛》，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认为郑献甫诗论的

论点来源于袁枚的“性情说”，他们在大的原则上是一

致的，在对待诗歌创作问题上却完全不同。
这些关于郑献甫诗论的文章主要论述了郑献甫

求真、反对拟古的诗论主张，指出了其诗论的主要特

点，但研究不成体系，仍可做系统深入的研究。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有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对郑献甫所修的《象州

志》进行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象州志》进行评

价，如雷坚《评郑献甫同治〈象州志〉》（《广西地方志》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一文评价了《象州志》的结构、体裁、
风格，认为该志可以为现代修纂方志提供借鉴。罗

解三《评郑献甫〈象州志〉对人物的记载》（《广西地方

志》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一 文 认 为 郑 献 甫 纂《象 州 志》重

视人物入志，把人物放在全志突出地位，注重记载人

物的实绩，让志书发挥教化作用。秦邕江《郑献甫纂

同治〈象州志〉简评》（《广西地方志》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则认为《象州志》首重沿革，厚载人物，记述内容涵盖

了象州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故

籍、文物故迹等各个方面，它体例简而不繁，文辞典

雅简洁，条理清晰，是一部受到方志界推崇的清代名

志。这些文章 都 只 是 研 究 了《象 州 志》的 形 式 和 内

容，并未深入涉及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
关于郑献甫的文学史观的研究，有莫山洪《“一

代之世运与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体”———郑

献甫文学史 观 研 究》（《柳 州 师 专 学 报》２０１２年 第４
期）一文，认为郑献甫“一代之世运与一代之人才合

而成一代之文体”的文学史观，准确地揭示了中国文

学发展的基本情况，揭示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意义。

也有研究者从哲学的角度对郑献甫的哲学思想

进行研究，如何成轩《壮族哲学家郑献甫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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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会科学》１９８６第２期）一文从发展观、无神

论、人性物性论三个方面来探讨郑献甫的哲学思想，
认为其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社会。
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

族哲学史》则分别从宇宙观、发展观、无神论、人性恶

于物性论四个方面来介绍郑献甫的哲学思想。文史

哲结合，一向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用的方法，厘清

郑献甫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
相关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学选集对郑献甫的

关注较多，对其评价也较高。如欧阳若修等编的《壮
族文学史》对郑献甫进行专门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评

价：“从郑献甫诗作的数量和艺术质量看，在岭峤壮

族古典诗人中，是卓然独立的大家；即使置于十九世

纪中期 的 整 个 中 国 诗 坛，也 是 一 颗 光 华 灼 灼 的 大

星。”［６］９７３周作秋、黄 绍 清、欧 阳 若 修 等 著 的《壮 族 文

学发展史》，专列一章来论述郑献甫，称他为“经师和

诗人”，并对其诗歌按内容分类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高度评价了他在壮族文坛和岭南地区的地位。专论

近代文学的文学史也提到郑献甫，如郭延礼主编的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专用一节篇幅介绍

郑献甫，题为“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诗人郑献

甫”。文学选集有马学良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少数民族 文 学 集》和 任 访 秋 主 编《中 国 近 代 文 学 大

系·散文集一》均选录了郑献甫的部分诗文作品；买
买提·祖农、王弋丁、王佑夫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

民族文论选》选录了郑献甫论诗论文的部分作品；陈
书龙主编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评注》选录了

郑献甫《义马行》等７首诗歌。

二、郑献甫研究薄弱之处

近年来，广西学界加强了对广西著名历史人物

的研究，学者们越来越关注郑献甫的研究。从目前

郑献甫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来看，成果较为丰富，但以

下几个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
（一）郑献甫相关资料严重不足

郑献甫现存的作品缺乏系统整理。郑献甫一生

著述甚丰，经学方面的著作有《四书翼注论文》十二

卷，《愚一 录》十 二 卷；文 集 有《补 学 轩 文 集》散 体 四

卷、骈体二卷，《续刻补学轩文集》散体四卷、骈体二

卷，《补学轩文集外编》四卷；诗集则主要有《鸿爪续

集》三卷，《鸦吟集》四卷，《鹤唳集》四卷，《鸡尾集》六
卷，《鸥闲集》六卷，《重印补学轩扶鸾诗词》三卷；另

有《家记》一册，《象州志》八卷。郑献甫现存著作均

为刻本，目前 尚 未 有 整 理 本 出 版，为 了 方 便 学 者 研

究，亟需对郑献甫现存作品一一梳理，考究其著作的

版本，力求保持其作品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柯愈春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和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

别集总目》均记载了郑献甫现存的诗文集及其所在图

书馆的馆藏情况，可据此来整理出版郑献甫的作品。
目前，对郑献甫诗歌进行整理注释的有刘映华《郑献

甫诗选注》一书，该书对郑献甫的部分诗歌作了注释，
内录诗３３２首，也只收录了其诗的十分之一，尚须对

郑献甫的诗歌加以全面细致的注释、整理。
此外，与郑献甫相关的文献资料尚待 挖 掘。郑

献甫友人朱琦、蒋琦龄、陈澧、林昌彝等人的著述，都
曾提及郑 献 甫。他 们 对 郑 献 甫 其 人 其 作 的 相 关 评

价，无疑也是研究郑献甫的重要参考资料，却未见有

研究者对此全面挖掘梳理。
（二）郑献甫文史研究尚显薄弱

郑献甫文学思想体现在古文与诗歌的创作中，
同时郑献甫的不少诗文作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而论者多只论及其古文思想和诗歌思想，忽略了其

中的史料价值。缺少对史实的考察，是导致一些研

究泛泛而谈、浮光掠影的主要原因。同时，因为郑献

甫著作丰富，其作品虽是按写作年代编成集子来刊

刻，作品年代错乱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因此对郑献甫

诗文的考辨也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此外，对于

郑献甫与桐城派的关系，学界虽然一直认为郑献甫

自成一家，不隶属于任何派别，但他与当时广西桐城

派的代表人物朱琦有交往，论者并没有深入考证他

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文学主张与桐城派文学主

张有何异同，也未能系统论证他是否与桐城派之间

有理论渊源与启承关系。
（三）郑献甫经学研究相对薄弱

郑献甫经学著作《四书翼注论文》和《愚一录》六
十多万字，纠谬订讹，阐幽发微，在清代岭南经学界

占有重要 地 位，《中 国 历 史 人 物 辞 典》称 其 为“经 学

家”。目前对郑献甫经学思想进行研究的只有覃汉

吨的硕士论文《清代后期粤西儒宗郑献甫研究》，文

章专用一章来论述郑献甫的经学思想，作者首先分

析郑献甫经学思想的派属问题，其次具体分析郑献

甫的经学观 点，最 后 评 价 其 经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成 就。
研究中描述性的比重偏多，著述中涉及的郑献甫经

学思想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对一些问题缺乏系统

深入的研讨。此外，郑献甫与“东塾学派”的陈澧交

情最笃，他们的经学主张是否有关系，也是需要研究

的内容。
（四）郑献甫文化品格研究尚属空白

郑献甫是清代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人物，他

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亲历过太平天国起

义和两次鸦片战争，他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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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分析郑献甫的文化品格特征，把握他的人格

属性，亦可以管窥当时文人士子的人格特征，但是这

方面的研究还属空白。首先，郑献甫经四次科考成

功进入仕途却很快辞官归里的矛盾做法，实际是当

时广西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较为普遍的现象，探讨价

值自然不言而喻。其次，古人向有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之人生理想，如何从研究郑献甫的史学著作

《象州志》及 文 学 著 作 来 透 析 其 人 格 理 想 与 社 会 主

张，这也是目前研究的空白之处。再者，古人历来认

为，交友是人 类 生 存 处 世 之 必 然，郑 献 甫 入 仕 时 间

短，与其交往者大多默默无闻，这使得今人在考察郑

献甫交游时常常因资料匮乏而困难重重。周永光在

《郑献甫年谱》中虽提及了一些与郑献甫有过交往的

人，但对这个交友圈的典型特征与相关问题还没有

研究者展开理论探讨。

三、郑献甫研究展望

郑献甫研究中存在薄弱之处，值得研究者深省

与反思，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全面搜集和整理郑献甫相关资料，是郑献

甫研究中的关键和重点

目前，要深化郑献甫研究，必须对郑献甫现存的

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深入的挖掘整理。一方面，应该

系统整理郑献甫现存的著作。对于郑献甫的著作，
应尽可能地对不同版本进行系统梳理，力求影印，以
保持著作的原貌。这一方面的工作，广西桂学研究

会正在进行。广西桂学研究会成立后的重要工作内

容之一是编辑出版《桂学文库》，２０１３年１月已经发

布了《桂学文库·广西历代文献集成》第一批典籍的

出版信息，这批典籍全部采用影印形式，以保证原始

性和本真性。由此看来，郑献甫的著作也应是采用

影印的方式出版，这将为郑献甫研究提供丰富便捷

的基础资料，对 郑 献 甫 的 研 究 具 有 里 程 碑 的 意 义。
另一方面，在 保 持 作 品 原 貌 的 基 础 上，要 尽 快 完 成

《郑献甫诗文集》的校注工作。据了解，早在几年前，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编纂的“壮学丛书”已经把《郑

献甫文集》、《郑 献 甫 评 传》列 入 了 计 划［７］１４，但 目 前

尚未完成出版。对于那些散存于各地或民间而尚未

发现的散佚作品，则需要密切关注学界收集新资料

的动态，投入时间精力，尽可能发现新的线索，不断

挖掘整理郑献甫存世作品。同时，也需要深入挖掘

并系统整理郑献甫友人著作以及广西各种方志中所

涉及的郑献甫相关资料。
（二）进一步拓展深化郑献甫文史研究

除进一步深入推进郑献甫文学研究之外，还应

扩大研究视野，拓展研究范围，尤其是深化郑献甫史

学研究。首先，要分别对郑献甫古文思想和诗歌思

想进行单主题细化研究，改变目前学界对郑献甫文

学思想研究失之笼统的现状。其次，要进一步比较

分析郑献甫文学思想与前代文学思想的关系，以及他

文学思想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再次，要 从 史 学 的 角

度，全面解读剖析《象州志》及其涉及史料价值的诗文

作品。最后，详细深入考察他与当时广西桐城派代表

人物朱琦的交往情况，深入考证他们之间的关系，以
及他的文学主张与桐城派文学主张有何异同。

（三）继续深化郑献甫经学研究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把郑献甫列为“治事学家”
一门，认为他是专治事功的实学派经学家。应充分

发掘郑献甫著述中涉及的经学思想，对一些问题作

系统深入的研讨。郑献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应

关注中西方学术的碰撞交流是否对他的经学思想产

生影响，他的经学思想在当时是否有实际的作用和

意义。郑献甫流寓广东时与陈澧交往甚密，陈澧是

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又是“东塾学派”的创立者和代

表人物，他们之间的经学思想是否有密切的关系，这
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化研究。

（四）挖掘开拓郑献甫文化品格特征研究

探析郑献甫的文化品格特征，是需要进一步开

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可以通过研究郑献甫文学与史

学作品，管窥其文化品格特征在言知上的体现。行

重于言，言行一致方能下定论。因此，第一，要深入

探讨郑献甫经四次科考成功进入仕途却很快辞官归

里的矛盾 做 法。郑 献 甫 在 作 品 中 多 次 提 到 无 心 科

考，却又以 登 高 第 为 望，孜 孜 追 求，３５岁 时 考 中 进

士，官刑部主事，但一年多后却辞官归里。他的矛盾

做法，代表着当时广西士子群体特有的文化人格和

心态。第二，要着 重 搜 集 分 析 郑 献 甫 交 游 的 相 关 资

料。自古交友的原则有交友相益、择善而交、友贵责

善、诚信为本和患难与共等，郑献甫的交友原则是否

与古人一贯秉持的原则相同，这个交游圈有何特征，
是否对他的思想形成有所影响，分析清楚这些问题，
不仅可以把握郑献甫个体文化品格特征，还可以还原

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文人士子的生存状态。第三，要
深入研究郑献甫身为刑部主事前后的活动。虽然郑

献甫任职刑部主事的时间只有十四个月，但期间言

行，却能集中反映他的社会理想以及人生价值追求。
（五）开拓郑献甫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对于郑献甫研究，学者多采用文本分析法解读

郑献甫现存的作品，如果忽视历史背景进行作品解

读研究，则无法全面揭示郑献甫及其著作的历史意

义，无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为当今研究提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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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术借鉴，这就需要用传统的文史哲结合的方

法来研究其作品。除此之外，应努力开拓郑献甫研

究的视野和方法，如目前还未有学者从心理学、思潮

史的视野来关注郑献甫，因此，应引入社会心理学的

方法进行研究。如在研究郑献甫的思想性格时，应

对其思想转变过程进行考察并研究这种变化对其诗

文创作的影响，又应对郑献甫诗文、人格对后世产生

的影响进行探讨。同时，郑献甫既是一位诗人也是

一名教育家，应关注郑献甫在书院任主讲的经历，这
段经历与他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的变化有无关联，
以及与此相关的创作心态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

深入 探 究。此 外，还 可 以 借 鉴 比 较 文 学、应 用 社 会

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等人文社会学科的

理论与方法，实现郑献甫研究多视角、多层次、跨学

科研究思路与方法的突破。
目前关于郑献甫的研究，论文数量不是很多，从

其所论述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介绍郑献甫的生

平，分析其作品，评价其在文学史的地位，而作品研

究又侧重于古文和纪游诗的研究。广西学界近几年

来十分重视郑献甫的研究，２００３年在象州召开了郑

献甫学术研讨会，会后编有研究郑献甫的专辑《历史

文化名人郑献甫论丛》、《岭南才子郑小谷》。特别是

自２００９年广西桂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以及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桂学研究》立项，郑献

甫作为在清代广西文学史占着重要地位的作家，将

会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对其研究将会更加深

入，以促进广西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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