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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
回首望南社，这个史上罕有的社团巨无霸从成立起至今已将近百年。
由于前期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人们对南社的揄扬多出于对其政治功绩的夸张评价。
而由于南社在文化革新上比继起的“五四”新文化社团相对保守，南社人在性情、修养、思想、行为
上相对于新文化人群也保存着传统文人的更多特征，所以作风传统的南社又受到了新文化界的批评。
然而事实上，南社及其成员在挣扎于新旧之间的同时，也就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而且是双重的贡献。
　　本书所致力的目标，就是探索和展现南社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之间如何寻求微妙的平衡，以及由
此产生的“局限性”的双重意义。
因而，本书选择了南社的“国学情结”、“民族主义”、“文学选择”与“传统人格”四个问题来进
行论述，南社的这四个方面都既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纠结于变革的欲求
、时代的局限与民族的情结之间，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即使是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也是有巨大的
借鉴意义的。
　　首先，对中国近现代之交传统文化的整理及中国学术的转型，南社人不仅以丰富的学术成果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南社本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营造出了国学的整体气候和共同话语。
他们一方面欲以国学召唤国魂，拯救民族危亡，寻求民族自信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强调“孔学之
真”，把孔子从圣人还原为一个思想者，同时给学者以思想者的自由，使国学也成为一种思想革命。
他们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
但是，南社的国学研究没有完成学术的现代转型，尚局限在传统上附会新思想的阶段。
　　其次，南社借助“文化民族”意识的传统遗产，承袭惨烈的种族冲突的历史记忆，构建了民族主
义的革命意识形态。
南社因此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搜罗了大量的文化语汇，形成了革命所需的丰富完
整的民族主义话语，并积极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对现实革命的言说。
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出版遗烈文献，重建被抹杀的民族历史，进行以排满革命为主旨的研究和创作
，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也通过祭扫故陵，吊谒遗址，搜集相关文物，来抒发民族主义情怀。
　　再次，南社文学。
南社文学是革命的。
南社的许多文学观念，都与其革命立场相关。
政治的立场与文学的本质互相冲突，南社内的文学论争，大多因此而起，例如关于是否“以人存诗”
的争议，宗唐宗宋之争，关于韩愈的讨论。
南社的革命追求，也使他们以“草泽”气概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如果说同光体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审美高度，南社则继承晚清的文体革命，并继续发
展，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革新深度。
只是这种革命很有限，因为南社的文学又是笃古的，传统的“文学”观、名士的创作方式、滥腐的文
体模式，是南社文学的几大障碍。
然而，去粗存精，南社的文学仍然有许多是那个时代最美的收获，不能评价过低。
其实作为传统诗词形式的最后创作群落，南社的文学地位与传统诗词创作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还有没有
存在的意义有极大的关系——而这也是一个现在还在争论的问题。
　　最后，南社的发生发展，正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由“士”向现代新知识分子转化历程的写照。
南社是基于晚清新知识界形成而出现的，从这一代起，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不再是“士”了。
南社中很多人是新闻、出版、教育（教育是知识分子的传统职业，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在目的、内
容、形式及师资的来源、培养各方面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法政、工商等现代知识分子新兴职业的
第一批开创者和成功者。
当然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然而人生观、价值观大体上还是非常传统的。
这种传统人格一方面“把民族文化的精华，提升到一种品格的高度”，“成为民族的脊梁”；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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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种传统人格的落后方面与它的现代使命之间的磨合和冲突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之一。
　　总之，虽然作风传统的南社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但南社事实上是新文化的前驱。
在新文化诸子出现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
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它的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相对来说是有局限的、低烈度的，但南社人参与政
治革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并且建立了新文化运动文学、艺术、学术、新闻各
方面的基础，而且不少人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
作为前驱，他们在文化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先触到传统文化兼容现代文明的底线。
南社这一代人的某些困境因而成了新文化的前鉴，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启
动了新文化运动思想与文学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是通过对这一代人的扬弃来实现他们的突围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南社备受诟病的文化保守风格亦不可一笔抹杀。
他们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与他们在传承并且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上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一
个硬币同时具有的两面。
通过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持守和再创造，南社人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南社文化：“典雅”的革命与“诗意
”的生活。
这种南社文化体现出来的文化命题——在努力促进民族现代化的同时，怀着国魂丧失的隐忧，致力于
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依然是今天面对全球化与文明
冲突共存的我们不能抛弃的命题。
他们的努力及由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是如此丰富而广泛，囊括了精神与物质各个方面，包括了思
想文化与人格修养、艺术形式与审美追求等诸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以及文物、古迹、文献、古籍的收
罗与保存。
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建立之后，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学院教育
拒斥。
南社及其成员以及他们所依存所联系的文化圈，通过家传、师承、社团等学院外的民间形式，坚持了
民族文化之脉的继续传承。
　　南社所遭遇的困境，涉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几大基本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国学（及传统文
化）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形式的生命力的问题、传统人格与
现代人格的问题，在此后的历史以至今天仍然不断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南社人在这些问题上，用他们的丰富实践提供了一份回答，是我们现在与将来面对现实的一份有力的
借鉴。
南社的意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
　　与南社半途而废的思想文化变革相比，更重要的是南社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大无
畏的勇气和付出的巨大努力。
他们依靠充满激情的主体投入，最大限度地激发古老文化的活力，撞破传统的坚冰。
在那么陈腐的思想和律令中间，他们仍然体现了自由、个性的力量，这是今天我们继承民族传统、建
设现代文明最可宝贵的财富。
徐蔚南将这种力量概括为意志，“他们的气概是勃然的，精力是弥漫的。
他们作品的内容就是他们的意志，一篇文、一篇诗、一首词，甚至一首短札，都是热烘烘地表现了他
们的意志”。
正是这种意志点燃了一个过于衰老的文明，“使颓唐的中国，从垂死的病床上，振作起来，而能长春
不老，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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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所致力的目标，就是探索和表现南社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之间如何
寻求微妙的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局限性”的双重意义。
因而，《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选择了南社的“国学情结”、“民族主义”、“文学选择”与“
传统人格”四个问题来进行论述。
首先，对中国近现代之交传统文化的整理及中国学术的转型，南社人不仅以丰富的学术成果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而且南社本身形成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营造出国学的整体气候和共同话语。
其次，南社借助“文化民族”意识的传统遗产，承袭惨烈的种族冲突的历史记忆，构建了民族主义的
革命意识形态。
再次，南社文学是革命的。
南社的许多文学观念，都与其革命立场相关。
最后，南社的发生发展，正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由“士”向现代新知识分子转化历程的写照。
　　南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因为它囊括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学家、艺术家、
思想家、国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政治家以及军事学家，但同时它又是个被常常忽视的文学社
团，常被后人视为保守主义文学的代表。
就是这个矛盾的文学社团，引起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兴趣，不断去关注它、研究它，《中国近代文
化变革与南社》就是这样的一部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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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文芸，女，1973年1月7日生，江西南康人。
1990～1994年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96～1999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
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9～2002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现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任教，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2000年开始关注南社，主要研究南社这个文学社团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及其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变
革的关系。
现为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员，建立并主持南社研究网，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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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南社学者追求孔学之真，与他们用近代意识观照和重新言说古老的经典，所谓“参稽世界
学以会其通”，所谓“专表彰孔子民族，孟子民权主义，盖为正本清源之计”，并不矛盾。
只取符合新思想的孔学，原本为专制服务的孔学，就变成反专制的思想武器。
原始儒学中本就有许多反对专制，注重民本的成分，为南社学者们所充分利用。
高燮就认为，孔学之真，应该是平等而不是专制：“夫所谓孔学之真者，何也？
其论君臣也，一皆无所偏倚，相提并举，未尝以君为独尊也。
⋯⋯其论君民也，亦必一体相关，好恶与共，未尝以民为可欺也。
”因此，高燮的《忠》根据古儒学说，“吾国古时之言日：上思利民忠也。
孔子之言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古代讲忠是报施主义，抨击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
圣明”的荒谬思想。
报施主义虽不可为平等，而可为平等之道引线，亦可为平等之基础。
高燮的《论学书三》，说孔子没有三纲之说，只有五伦之说，“三纲之说，自后世伪儒倡之，乃孔学
之蟊贼也”。
而且五伦“则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之际，固无一不得其平者也”，本来都是平等的。
“且孔门之立教也，亦一以平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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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社是一个以古典文学形式作为联谊手段，社会各领域知识分子结合成的一个文化团体。
它是神奇的，一千余名社员中，囊括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国学家、教
育家、新闻出版家、政治家以及军事学家⋯⋯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转型中，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南
社，其实是“五四”新文化的前驱，是文化变革的最早探索者。
另一方面，南社人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开掘和发展，为清末困难重重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
神动力，也保存了民族文化的精华，使中国近代文化在不断变革的同时，仍然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守
望的心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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