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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社是一个文人组织，但逐渐具备了政党的社会属性。
从天启四年（1624）的应社成立，张溥、张采、顾梦麟、杨彝、吴昌时、周锺、杨廷枢等人的主要精
力，是读书、制艺、应试，为追求功名而探究“四书”、“五经”的真谛和八股文写作技巧。
到崇祯二年复社成立，登明堂以致君、长郡邑以泽民，成为复社的基本宗旨，也是复社人的人生理想
。
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复社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不得不关注朝局的动向，注意官僚集团的结构调整，复社由文人组织演变为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某
些特性的文人集团，远远超越了被党化的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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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代的经学流派，是学术的争论所致。
相比于刘安、刘武身边年龄志趣大致相当的文人集团，他们不是文人的集结，多半是学术的承传关系
，具有同门师徒或亲缘上的因素。
而且，在年龄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而这些空洞的经学文章，并没有使汉王朝走向兴旺发达，甚至耽误了治国方略的有效制定。
忠孝节义，难阻妄行废立；今古尚书，不救大汉危亡；四家传诗各有见，战火纷飞国家亡。
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强大起来的军阀为地盘而战，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
在北方最具有号召力的曹操，成为当时文坛最杰出的领袖。
除孔融而外，“建安七子”的其余六人，均完全依附于曹操。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
逸，故俊才云蒸”，基本上还是以政治权利为核心，形成了不同于供养关系又实际依附于权力的文士
集团。
不同的是，曹氏父子身边的士流，具有相当明确的专业性，均以文学见长，成为全中国的文学中心。
他们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曹氏父子，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
邺下文人集团的出现，标志着文人集结性质的转变，由芜杂的罗致结合转变为专业创作的联合，甚至
是形成完整的创作组织，对于文学脱离哲学、史学而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类并走向自觉，意义重大。
之后，文人的集结，就带有政治意气相近而文学趣味基本一致的社团性质。
　　两晋以后，文人的集结，一般是共同的雅趣与创作的需要，在共事议政之余形成文人集团。
这其中虽然不能排除政治的因素，有不少是政治性的文人雅士集团，也会在政治斗争中身不由己。
但文学的艺术的共同追求，成为文人结合最有魅力的媒介。
此后的文人，基本上不需要权要或贵族供养，虽然也有时会形成特定的依附关系。
文人的地位进一步独立，绝大多数文人走向自给，独立营生，他们一般不会“无以为家”，而是向贵
族化方向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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