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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广西（1941-2008），笔名陆草，蒙古族，河南西峡人，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前曾任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文学学会理事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与近
代文化研究，以及武术文化研究，著有《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左宗棠》、《功夫——中国武术
文化》、《中原文化大典·武术卷》、《中国武术与武林气质》、《中国功夫》、《中国武术》、《
中国兵》等，并发表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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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关爱和
近代文人的地理分布
近代文人分布概况：“五江一湖一湾”
19世纪前后文人地理分布的变迁
文化中心城市的分布
地理分布对近代文风的影响
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
论近代文人的人世之心
论近代文人的忧患意识
论近代文人的抑郁心理
人口压力与科举竞争
君子小人之辩
三位一品大员的心曲
狂士严戍
黄崖教案
几点认识
中国近代文社简论
从复社到宣南诗会
大陆各地的文社
台湾的诗社
对近代文社的评价
穷愁无奈与狷介自守——湘乡人文研究之一
贫穷落后的人文环境
无奈与期待
狷介自守的文人群体
代价与补偿——湘乡人文研究之二
关于“补偿机制”
惨重的代价
回报之一：功名的诱惑
回报之二：财富的诱惑
在血泊中完成的财富大转移
剩余话题
结语
湘乡理学集团的人文品格——湘乡人文研究之三
优势与挑战
特有的人文品格
19世纪中叶的理学格局
湘乡理学集团的形成及其与贺长龄的关系
湘乡理学集团的基本观点
对“学”与“识”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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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些文章中，他从士风角度切入，以有较大纵深度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直面晚清数代文人群体
，从文人、士风、作品三个层面综合考察，深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在占有较多史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
上，以群体研究、代型研究、个案研究相结合，通过实证与分析，寻绎近代文人的基本特征和近代文
学变革的深厚文化底蕴，探讨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拓宽了近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从一个较新的角
度诠释了近代文学的演进。　　尤其是“湘乡人文研究”三篇文章，显示了王广西扎实深厚的学术功
底和独到精深的见解，堪称其晚期学术研究的代表。其中，《湘乡理学集团的人文品格——湘乡人文
研究之三》一文，两万余字，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此文风范，恐非他人所能及，文中所言，亦非
他人所能言也。　　有关近代湖湘文学的研究，自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历百年而不衰。论者所关注
的，多以中期桐城派和作家个案为切入点，且着眼点亦为湖南全境，尽管成果颇丰，但尚缺乏对地域
性人文特征的深入考察和对作家群体的综合研究，更无人专门研究湘乡一县。湘乡在中国近代史和文
化史上的特殊意义，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19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三件事情与湖南有关：一
是湘军崛起，二是程朱理学复振，三是桐城派散文中兴。湘军崛起改变了晚清的军事格局和政治格局
，程朱理学复振影响了晚清的思想文化格局，桐城派散文中兴影响了晚清以迄民初的文学格局。而这
三件大事的主角竟然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是湘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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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将王广西先生的论著进行结集，也是一件极好的事，有参考价值。
2、有几篇学术论文有见地
3、杂家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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