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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渐不惑文存》收录了作者五十余篇文章。
分为四部分：社会文化篇、文学考论篇、断想随笔篇、文献训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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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怡，女，1967年8月4日生，福建福州螺洲人。
杭州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学士（1987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学硕士（1990年）、
山东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1997年），2001年被破格评聘为福州大学教授。
先后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周易》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日本国立冈
山大学文学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文史部。
出版有专著《庾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薛绍徽集点校》（方志出版社2003年）、《
诗经楚辞要义》（合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佛家名言妙语》（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等
，在《（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韵文学刊》、《文史知识》、高校学报等发表论
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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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比肉体的存亡更深刻的是灵魂的安宁——敬悼费孝通先生（代前言）
社会文化篇
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若干问题的思考
“文化”有“安全问题”吗？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社会变迁与中国女性的再社会化——以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为例
“闽学”新议
面向大海的回应——晚清马尾船政学堂启示录
男情女爱：一种对“言志载道”传统的解构——试论柳永艳词的文化意义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论辛弃疾的困境和汉文化传统的危机
从“求富强”到“尊人道”——论严复社会思想的嬗变
宗教与社会：严复宗教思想简论——读《群学肄言·教辟》札记
论严复思想之现代性
孔子“吾与点也”义涵再考
孔子生平及其智慧
先秦两汉国人征兆观考论
论唐初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三省分权
千古一高僧——玄奘
创新奉献任真机智——唐朝闽籍禅门大师的风范
简论欧阳修的《易》说及其史学观
“一个林则徐”，还是“两个林则徐”？
——对林则徐评价的再认识
孤拔缘何负伤而卒——兼谈薛绍徽《满江红》词及其序的史料价值
福建新农村大众文化事业的现状、特色及其发展方向——以祠堂为视点
文学考论篇
欲不死而不得不死——从《九章》看屈原的心路历程并论《九章》诸篇情绪变化的内在关联
庾信“性灵说”：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兼议“性灵说”与中国诗学的主体间
性
从天堂到炼狱——庾信诗文及其心路历程
庾信在梁仕历考
庾信《哀江南赋》创作时间新考
庾信作品考辨二则
虚实相生诗之至也——读庾信诗《奉和山池》《奉和示内入》
论庾信的“和诗
论庾信对植物意象的应用——以“桂”为例
从庾信诗文“鹤”意象论“鹤”之悲喜剧双重内涵
“气势美”和“辞藻美”的统一——综论庾信作品的语言艺术
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论晚清著名女文人薛绍徽
郁达夫人闽前后心态论
本色之为美——评韩石山的《徐志摩传》
魂殇——对卢新华&lt;紫禁女》的一种解读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守望者——谢宜兴诗歌创作简论
断想随笔篇
文献训诂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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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清中国以造船练兵为主要手段的“洋务运动”，只是努力在“技”或“器”的层面上回应海上
文明的挑战。
至于“政”和“教”的层面的回应几乎没有展开。
原因是：执政的清廷担心因“政”的回应而导致王权的瓦解，所以不愿意在“政制”层面上有所变革
以回应海上文明的威胁；中国的广大士绅骨子里固守中国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的想法沁入骨髓，所以在文化价值理念等“教”的层面上也难于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
即便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里还说道：“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
善之善者哉？
”然而，仅仅局限在追求“富强”的“技”的层面对海上文明进行回应，这对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变
革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
主张变法的王韬说：“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噱。
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
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
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
”王韬认识到，马尾船政局等在“技”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本身就有局限，因为所有的“技”都由
“西人指授”，用今天的话说，洋教习们掌握着核心技术，中国学来的永远是人家二流或三流的已被
淘汰的“技”，这样中国永远跟在海上文明的身后亦步亦趋，永无出头时。
中国的“急务”是要致力于培养出有自主创新变革能力的人才。
那么，如何改变唯“技”是求的局限性呢？
王韬和冯桂芬一样认为“技”的回应只是“末”，关键应该在“内本”——“政”和“教”上有所作
为。
但王韬所理解的“政”与“教”依然是持守中国本土的。
他在《洋务》中说：“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所谓末也。
至内焉者，仍当由我国之政治，所谓本也。
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
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
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
欲明洋务，必自此始。
”无论冯桂芬还是王韬，此时都还不能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教”状况与孔子以来
所主张崇尚的“政”“教”理想之间悬如冰火两重天。
直到从马尾船政学堂走出了第一届毕业生的严复，中国近代士人才开始了从“政”与“教”的层面回
应西方海上文明的努力。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渐不惑文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