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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人·诗学·武术》是著名学者王广西先生的一部文集。

王先生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兴趣广泛，著述宏富、他长于近代文学与近代文化研究，是精通中国武
术文化的一位权威。
收入《文人·诗学·武术》的这批作品，是从他众多的学术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代表性力作，体现了这
位安贫乐道的学人的治学特色和研究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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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广西(1941-2008)，笔名陆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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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期从事近代文学和武林文化研究，著有《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左宗棠》《中国武术与武林气质
》《中国武术》《功夫——中国武术文化》《中原文化大典·武术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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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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