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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梅尧臣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提出了诗歌应当反映现实的主张，影响了欧阳修、陆游等人，改

变了宋初诗坛截然异于唐代的局面，促使诗歌创作回到现实主义的大道上来。吴孟复用了五十年的时间，对梅

尧臣生平、家世和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全面、客观的研究，撰写了《梅尧臣年谱》《梅尧臣事迹考略》《论梅尧臣

诗》等著述，梳理了梅氏生平、家世等基本问题，指出梅氏诗歌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风格变化和缺陷，并对其进

行了中肯的评价。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具有嚆矢性、客观性和持续性，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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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孟复（１９１９—１９９５年），字伯鲁，名常焘，后
改字孟复，号山萝，别号勉堂，安徽庐江人，因家近
肥西三河，又称三河人，著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
物。幼时受学，八岁能作诗，１９３４年考入无锡国学
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进行了三年的学
习，先后师从钱基博、唐文治、陈衍、顾实、叶长青、
冯振、王蘧常、钱仲联、朱东润等名家学者；又先后
拜访姚永朴、方彦忱、陈诗、袁思亮、李宣龚等学者，
请教学术问题。吴孟复一生教书育人、潜心治学，
在语言、文字、文献、历史、文学等方面皆有建树，著
述颇丰，先后著有《古籍整理研究通论》《古书读校
法》《吴山萝诗文录存》《桐城文派述论》《训诂通论》
《唐宋古文八家概述》《梅尧臣年谱》《刘大櫆文选》
《刘大櫆集》等十多种著作，主编了《中国画论》《安
徽古籍丛书》《戴震全集》《魏晋南北朝诗纪事》等八
十多种古籍图书，为保存安徽古籍文献、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钱仲联先生评价他“合皖江南北之长，果能
善用以相济者矣”［１］，王达敏先生称其为“桐城派最
后一位大师”［２］。在梅尧臣研究方面，吴孟复受陈
衍、李宣龚的影响和引导，很早就开展了相关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梅尧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年），字圣俞，世称宛陵先
生，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北宋现

实主义诗人，曾任国子监直讲、尚书都官员外郎，故
又被称为“梅直讲”“梅都官”。他为诗主张写实，反
对“西昆体”，所作力求平淡、含蓄，是宋代诗文革新
运动的领袖，被誉为“开山祖师”。他的诗歌成就非
常突出，被宋元时期的刘性称为“变晚唐卑陋之习，
启盛宋和平之音”［３］的第一人，为欧阳修、晏殊、苏
舜钦、王安石、陆游、刘克庄等人所推崇。欧阳修曾
赞曰：“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周旋
二纪陪唱和，凡翼每并鸾皇栖。有时争胜不量力，
何异弱鲁攻强齐。”［４］司马光亦赞曰：“我得圣俞诗，
于身亦何有？名字托文编，他年知不朽。我得圣俞
诗，于家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年珠。”［５］南
宋刘克庄认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
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
在欧（阳修）、尹（洙）下。”［６］宋末元初的方回也十分
推崇梅尧臣的诗作，认为他在五言律诗方面为宋人
“第一”［７］。正因如此，梅尧臣及其诗文受到了历代
宋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其生平履历、诗歌贡献、诗
歌风格、思想主张等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吴孟
复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倾其大半生，历时五十
载潜心于此，研究范围涉及梅氏生平、家世、事迹、
诗歌和思想等多个方面。本文大致将其分为梅尧
臣生平研究和梅尧臣诗歌研究，并从这两个方面展
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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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孟复对梅尧臣生平的研究

从已经问世的成果来看，吴孟复对梅尧臣生平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梅尧臣年谱》《梅尧臣事迹考
略》《论梅尧臣诗》等著述之中。

吴孟复研究梅尧臣始于就读无锡国专之时，受
其老师———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陈衍的影响。陈
衍在其《宋诗精华录》和《石遗室诗话》两部著作中
都对梅尧臣的诗歌进行了很多论述和评价。“时陈
石遗（衍）为我班讲授‘音韵学’，时及‘宋诗’。先生
固晚清‘同光体’诗人领袖也；提倡梅诗，亦由先生
始。我自是用力于 《宛陵集》，并着手编撰年
谱”［８］１５５，“昔年十八，由李拔可（宣龚）师之教，知读

宛陵诗集”［９］７８，随后开始着手编撰《梅尧臣年谱》，

此项工作始于１９３６年［８］２３１。此后，吴孟复对梅尧
臣的研究持续了五十余年。他开始研究梅尧臣
年谱不久，抗日战争便爆发了，研究被迫中断，至

１９５０年回皖任教于滁州中学期间，得到张师曾所
撰《宛陵先生年谱》，细细研读后发现其中讹误之
处颇多，对之多有考订。１９５６年，吴孟复调至合
肥教师进修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前身）任教，后被
错划为右派调往图书馆从事古籍编目工作。借
助于合肥教师进修学院丰富的古籍资源，他复理
旧业，乃“旁稽宋人别集、笔记及地志、谱牒，撰为
年谱”［９］７８，“至六四年初，草创甫就”［８］１５５，初步完
成了年谱的修订，遂投稿至出版社，但没有发表。

紧接着发生了十年动乱，吴孟复的《梅尧臣年谱》

原稿丢失。１９６３年，吴孟复在《江淮学刊》第４期
发表了《宋诗革新倡导者梅尧臣及其诗》，后以
《论梅尧臣诗》收录于《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
稿》中。该文论述了梅尧臣诗歌的创作过程、艺
术特点、风格和影响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梅
尧臣年谱》原稿失而复得，几经努力，再加以分析
鉴别、考订源流，“历五十年，幸于垂暮之年，得以
就正师友”［８］１５６。此外，吴孟复还以《梅尧臣事迹
考略》为题撰成一篇论文并发表于《安徽大学学
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后收录于《吴孟复安徽文献研
究丛稿》）。该文对旧谱、史志中存在讹误的二十
六条事迹进行了考辨，主要涉及梅尧臣的家世、

生平、交游、诗歌创作、学术活动、官宦生涯、社会
评价等方面（表１）。

表１　吴孟复对梅尧臣事迹的二十六条考辨［９］７８　９３

序号 考辨内容 类别
１ 尧臣之先世 家世
２ 尧臣之母 家世
３ 尧臣生地 生平
４ 尧臣作诗及出游之始 创作、交游
５ 尧臣始游洛阳时间 交游
６ 尧臣荫补太庙斋郎 官宦生涯
７ 尧臣初游会稽、杭州 交游
８ 尧臣肄业国子监 官宦生涯
９ 尧臣初任桐城主簿 官宦生涯
１０ 尧臣在河南、河阳 官宦生涯
１１ 尧臣以德兴令知建德 官宦生涯
１２ 尧臣的入京 官宦生涯
１３ 尧臣迁秩太子中舍，非著作郎 官宦生涯
１４ 尧臣及其妻 官宦生涯、家世
１５ 梅尧臣与苏舜钦 交游
１６ 尧臣与颍州及晏殊 交游
１７ 梅尧臣转阶国子博士 官宦生涯
１８ 集下误注 交游
１９ 梅尧臣与《太常因革礼》 官宦生涯、创作
２０ 尧臣晚年之直辞 官宦生涯

２１
　
梅尧臣任国子监直讲，编《唐书》及
其他著作

官宦生涯、创作
　

２２ 尧臣转屯田员外郎和都官员外郎 官宦生涯

２３ 尧臣与苏氏父子 交游

２４ 梅尧臣之卒 生平

２５ 祭文和挽诗 社会评价

２６ 梅尧臣之葬 生平

　　作为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梅尧臣一
生创作诗文２　９２２篇，成就卓著，个人经历也非常丰
富，交游十分广泛。因此，其年谱整理十分不易。吴
孟复能数十年如一日，历时五十余年坚持研究考证
梅尧臣生平、家世及学术经历，堪称典范。吴孟复编
撰的《梅尧臣年谱》全面、准确、客观、深入地回顾了
梅尧臣的一生及其创作生涯，不但按时间先后顺序
以条目方式展示了梅尧臣的家世背景、生平大事、学
术交游和诗文成就，还在年谱后面收录了诸多不同
时代的名家对梅氏学术成就、诗文思想价值的评语，
创新了年谱的选材，体例完备，资料丰富，是一部关于
梅尧臣生平及其学术史的精细考证之作，对宋初诗文
革新运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而
言，吴孟复对梅尧臣生平的研究是非常成功的。

二、吴孟复对梅尧臣诗歌的研究

吴孟复在研究梅尧臣生平、探究其思想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梅尧臣的诗歌。在整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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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臣年谱时，吴孟复把梅尧臣的诗歌也全部整理了
出来，并对这些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主要
涵盖四个方面。
（一）梅尧臣诗歌革新的背景

吴孟复认为，梅尧臣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他的诗
风选择。梅尧臣生活于北宋初期，此时诗体除了
“晚唐体”外，还先后产生了“白体”和“西昆体”。从
诗风来看，这三大诗派都相对缺乏韩愈、白居易那
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责任感。宋初，“白体”诗人王
禹偁高举韩、白大旗，强调诗歌的现实功能，诗风上
也推崇白居易风格，但后期的“白体”诗人如李昉、
徐铉、王元之等人就脱离了现实主义风格。“晚唐
体”诗派中以惠崇为代表的僧人，作诗题材普遍离
不开山、水、风、云、竹、石、花、鸟。该诗派代表的是
翰林馆阁的御用文人，至宋初为“西昆体”所代替。
“西昆体”诗派过于注重词语的雕琢，更加脱离社会
现实，诗歌的美刺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而且其还代
表了逃避社会现实的山林隐士［１０］９４　９６。可以说，宋
初三大诗派发展到了不得不革新的时候，梅尧臣等
人领导的诗歌革新运动应运而生。
（二）梅尧臣的诗歌主张

在吴孟复看来，梅尧臣的诗歌主张有很多，比
如，注重诗歌的美刺传统，主张诗歌应当反映现实，
强调诗歌的形象描写和意境刻画，认为诗歌创作重
在平淡。梅尧臣的诗歌主张在其诗作中得到了较
明确的反映，如梅尧臣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
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圣人於诗言，曾不专其中。
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
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
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
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１１］３３６

他强调诗歌应当具有美刺功能，写出诗人的真情实
感，积极反映现实生活，愤世嫉邪，关心百姓生活，
揭露社会的黑暗不公，指陈政治得失和利弊。梅尧
臣还在《答裴送序意》一诗中指出：“我於诗言岂徒
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
未忍捐。”［１１］３００这些诗歌无不体现出梅尧臣作为一
代名士的那种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吴孟复
认为梅尧臣的诗歌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
的过程。自天圣后期到庆历年间，梅尧臣“从反对
‘西昆’而发展到同时反对‘晚唐体’，扬弃了‘晚唐
体’对他的某些影响，使尧臣在理论上既完备、成
熟，在创作上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１０］９７。

吴孟复指出，梅尧臣很重视诗歌内容的现实性
和战斗性。深入观察和深刻分析社会现实是梅尧
臣诗歌创作的主要途径，在实际创作中，他也把诗
歌的思想内容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浅陋”“无工”看
成次要的事。这是一种对“晚唐体”和“西昆体”的
革新。在吴孟复看来，梅尧臣在提出诗歌应发挥美
刺功能的同时，还提出了平易独创、深刻纯洁的诗
歌创作理论，彻底改变了晚唐浮夸奢靡的诗
风［１０］９６　９８。元人龚啸对此亦有评价：“去浮靡之习，
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家未
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６］

（三）梅尧臣诗歌的创作风格
为了研究梅尧臣诗歌的创作风格，吴孟复将梅

尧臣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察，发现每个
时期梅诗风格也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为天圣九年至景祐元年（１０３１—１０３４
年），从梅尧臣任洛阳主簿到任建德知县之时，为摹
仿期。在这一时期，他先是摹仿王维、孟郊，后期又
开始摹仿韩愈、白居易，还学习摹仿了“玉台体”，因
此这一时期是从摹仿王孟到摹仿韩白的时期。他
在摹仿王孟的田园诗时，已开始着笔于农民的疾
苦。例如，《田家四时》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希望通过
劳动致富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奈何现实残忍，他们
生活依然困苦悲惨［１１］９　１０；又如，他在《观理稼》中，
不但描述了农民辛苦劳作却无法获得温饱的现实
状况，还在诗中联想到自己，觉得自己不能帮助他
们，白白读了圣贤书［１１］１４。吴孟复认为，这些作品
是梅尧臣诗歌创作中的精华，也是其创作的良好
开端［１０］９９。

第二阶段是景祐元年至庆历年间（１０３４—１０４０
年），从梅尧臣任建德知县至任襄城知县时期。在
这几年里，梅尧臣了解了农村稼穑之事，体会到了
农民的疾苦、官僚的腐败，同时还遭受了结发妻子
去世的打击，因此其诗歌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变
化，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和政治讽刺诗大为增多，
质量也很高，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同情和
赞扬，以及对官僚的谴责，比较有名的有《陶者》《田
家语》《汝坟贫女》。这一时期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
成熟期。《陶者》颇有白居易《卖炭翁》的风采，采用
比较的方式，对陶者给予了同情和关怀，对统治者
的官僚腐败作风进行了抨击和批判［１１］９３。《田家
语》描写了劳苦大众在面临水灾、蝗灾时，不但不能
耕种自家田地，还要卖地卖牛去买弓箭武器以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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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导致家中瞎子跛子不能耕种而早晚饿死的悲
剧，批判了不顾劳动人民死活、麻木不仁的统治者，
抒发了诗人空食人民俸禄，无能为力，甚至想辞官
归田的愧疚无奈之情［１１］１６４。《汝坟贫女》则通过描
写一个贫苦女子的悲惨遭遇来控诉当朝统治者的罪
恶———强迫劳力参军，造成土地荒芜、尸横遍野、妇
孺生活没有着落的局面［１１］１６５　１６６。吴孟复认为，从这
几首诗的风格来看，梅尧臣学习白居易现实主义诗
风的痕迹非常明显，其通过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悲
惨遭遇来反映战争时期民不聊生的状况，控诉当朝
统治者的腐败和罪恶，具有重要的现实批判意义。

第三阶段是梅尧臣由襄城知县改任湖州监税官
直至去世长达十八年的时间（１０４２—１０６０年）。这
一时期，梅尧臣声名日响，慕名求诗的人也越来越
多，因而应酬诗数量大大增加。特别是到了开封之
后，其社会地位、生活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活
日渐安定，心态愈发平和，他所创作的一些诗歌现实
性和战斗性都相对有所减弱，如有些游历诗已经比
较肤浅了，但也有部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讽刺、揭露、谴责当时官场腐败行为的作品，呈现
出“益老益劲”的风格。例如：《小村》深刻批判了当
朝统治者强迫劳动人民参军的行为，认为其是对劳
动人民的压迫和摧残，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
关怀［１１］４７５；《闻进士贩茶》描写了封建士子的丑
态［１１］７９０；《梦登河汉》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
间，充满了神秘奇异的色彩，展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
力。吴孟复认为，这一时期梅诗枯淡的风格更为明
显，属于梅尧臣诗歌创作的晚期。他引用欧阳修的
观点对梅尧臣的诗歌进行了评价———“其初，喜为清
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
然气完力余，益老益劲”，认为欧阳修的说法是符合
实际的［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

前人对梅诗的评价，用得最多的就是“平淡”一
词，盖因梅尧臣自己在诗歌中曾多次提出诗歌创作
要以平淡为审美追求，例如：“重以平淡若古乐，听
之疏越如朱弦”［１１］１１５，“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
淡”［１１］３６８。欧阳修也认为梅诗具有平淡、古淡的风
格：“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４］，“圣俞
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
艰”［１２］。但是，吴孟复认为，对梅诗仅仅用“平淡”
二字评价显然是不够的，“前人以‘平淡’或‘幽淡’
为梅诗特点，这一说法已不攻自破，因为断无战斗
性如此强烈的诗人而可用‘平淡’概括其风格的道

理”［１０］１０１。他还认为，梅尧臣的创作风格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随着其年龄、阅历的增长呈现出逐步成熟
的特点。梅尧臣推崇严肃的诗歌题材和纯洁朴素的
思想，即面向生活、面向现实，敢于与当朝统治者的
腐败行为作斗争，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也追求质实，拒
绝一切淫词滥调、浮声虚采。梅尧臣的诗歌纯洁、深
刻、平易、朴厚且豪放，他把上述几种风格融为一体，
自成梅诗宛陵体风格［１０］１０１　１０２。
（四）梅尧臣诗歌的缺陷及影响

在肯定梅尧臣诗歌成就的同时，吴孟复也指出
了其缺陷。在吴孟复看来，梅诗并非完美无缺，其缺
陷亦比较明显，比如梅尧臣在晚年写了颇多无聊应
景唱和的应酬诗，抑或歌功颂德的谄媚诗，即便其中
一些比较好的诗也有不足之处，导致对梅诗的评价
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吴孟复认为，梅诗存在的
缺陷主要是少含蓄，偏于散文化、议论化，而这些缺
陷主要是由其生活的时代及其思想上的局限性所决
定的。他认为，梅尧臣诗歌存在缺陷，原因“有客观
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首先是他所处的时代既
不像‘开元’那样强盛，也不像‘天宝’那样突出，这是
他所处的时代与李白、杜甫或韩愈、白居易的时代的
不同之处。再者，他的一生生活虽然困于小官，但毕
竟是官，虽然没有飞黄腾达，但也没有什么挫折，因
此不但没有李白、杜甫那样丰富的经历，相较于韩
愈、白居易也平静得多。时代与生活的限制使他的
气概不如李、杜、韩、白之大，感情也不如李、杜诸人
之深，因而写出来的诗不能如李、杜的诗那样动人，
甚至比白居易也有某种程度上的逊色”［１０］１０３。此外，
吴孟复还认为，梅尧臣在诗歌艺术上也过于强调雕
琢，过于追求深刻、平易、奇崛、明显，致使其诗“深而
近晦，平而近直，奇而近怪，显而近率”［１０］１０３，过分忽
视辞藻，语言不够丰富多彩，意境也不够深厚优美。

关于梅尧臣诗歌的影响，吴孟复认为，梅尧臣
的诗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这并不影响其宋诗“开
山祖师”的地位。梅尧臣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
陆游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倡导了宋诗的革新运动，
力矫“西昆体”“晚唐体”等脱离现实、单纯讲究形式
的倾向，使诗歌回到现实主义大道上来。可见，梅
尧臣“开了两宋诗风，影响深远”［１０］１０４。

三、吴孟复之梅尧臣研究的特点

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生平、家

８３



第２期 曹金发，等：论吴孟复的梅尧臣研究

世和诗歌创作，研究的贡献在于厘清了梅尧臣生
平、家世的一些疑点，校正了其生平、家世的一些讹
误，系统总结叙述了梅尧臣的家世、学问、人格、品
行、交游和官场生涯。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础上，
吴孟复将梅尧臣放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背景中
加以考察和论述，将梅尧臣的诗歌思想与时代发展
联系起来，他还辑录了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
舜钦以及后来的陆游等人对梅诗的论述、评介，进
而肯定梅尧臣在宋诗革新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历
史性贡献，对其人其诗都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细致的
探讨。总体来说，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是系统深
入的，方法和视野确当，结论中肯公允，成就有目共
睹。他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嚆矢性。学界对梅尧臣的研究虽在清末
民初即已开始，但研究者较少，鲜有相关研究成果
问世，较有影响的为夏敬观的《梅宛陵集校注》和
《梅尧臣诗选注》。吴孟复在１９３６年受教于陈衍、
李宣龚二师之时，即着力于梅尧臣生平的考证，逐
步进入梅尧臣研究领域。他在考证梅尧臣生平家
世时，借阅了梅氏宗族的家藏谱牒，并将其与自订
年谱进行对比，相互印证，还通过考察梅尧臣的社
会活动，准确地对其诗歌创作风格进行了分期。这
些研究成果体现出吴先生的创见，对于梅尧臣研究
而言，具有开创意义。

作为桐城派大师姚永朴先生的嫡传弟子、桐城
派最后一位大师，吴孟复一生都在大力发扬桐城
派，振兴皖学，其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自始至终未
离开这个主题，而对同属皖籍的宣城诗人梅尧臣的
研究，正是这个主题的发轫。此后，吴孟复不断拓
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主题，潜心诗文创作，投身古
籍整理，树立起安徽文史领域的一座标杆，而这座标
杆的来源当是梅尧臣研究之发起。基于此，无论是
对于梅尧臣研究这项工作来说，还是就其人生追求
而论，吴孟复对于梅尧臣的研究皆具有嚆矢性。

二是客观性。吴孟复对梅诗的研究较为客观。
他对梅尧臣诗歌风格和梅诗思想性、艺术性的评价
总结基本上体现在其《梅尧臣年谱》和《论梅尧臣
诗》中。他对梅诗的评价与欧阳修的观点较为一
致。欧阳修认为，梅诗“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
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然气完力
余，益老益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至
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寄于诗”［１０］１００。吴
孟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梅诗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是

梅尧臣诗歌风格的主要特点。吴孟复高度评价了
梅诗的现实批判性，对其风格进行分阶段的评价也
是以梅尧臣实际的社会活动轨迹为基础的，既赞扬
了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指出了其不足。可见，吴
孟复的评价是客观的，是恰当公允的。

三是持续性。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前后历
时五十年。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其间历尽艰
辛和磨难，经历了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教师岗
位、被迫下放农村改造、研究书稿遗失等种种变故，
但他矢志不渝，最终完成了《梅尧臣年谱》的撰写，
个中酸甜苦辣，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够真正体味。吴
孟复对梅尧臣研究的执着追求和坚持不懈，也正是
这一研究得以持续开展的主要原因。

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对其诗歌作品的剖析还不够深入，对梅尧臣中
晚期辞赋、散文等体裁文学作品的挖掘和整理还稍
显不够。但是，瑕不掩瑜，就整体而言，吴孟复在梅
尧臣研究领域成就显著，为学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
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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