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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发掘了清代二十余家有关震川文章的评点，总结了归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生活化、亲情化、小说化、平淡化，并在此基础上充分
肯定了震川文章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文章对清代否定震川散文的一些主要论点作了分析，认为归有光是中国散文从“官”本位到“民”本
位、从“杂文学”到“纯文学”、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先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假如以此标尺来加以衡量的话，恐怕对他的评价再
高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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