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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读《吴宓评传》，感到很振奋，很开心，用关中土话说就是很解馋。
　　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乡前辈，同属陕西泾阳县蒋路乡人。
因我从小离家出走，对这位乡贤所知甚微。
直到我长大而又喜好文学之后，才略知一二。
没想到，我的家乡竟出现了吴宓这位文化名人，叫我不胜欢欣。
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也即改革开放时期，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有关对吴宓的回忆文章和屡
次举办吴宓学术研讨会的消息，使我更多地知道了吴宓其人，然而对他仍缺乏深刻的了解。
只是在读了傅宏星先生的《吴宓评传》之后，才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才比较全面完整地了解了吴宓
的来龙去脉。
　　我为吴宓教授的复出感到欣慰。
我之所以用“复出”这个字眼，因为他仿佛长期被中国文化史研究者遗忘了，几乎淹没了，默默无闻
了几十年。
尤其因为他主编的《学衡》杂志曾被鲁迅《估》一文批评过，故判定他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因而
打人另册，敬而远之。
其实，吴宓的事功为人和人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不同，他并非坚定的保守派。
正如傅先生评说：“他一方面维护旧学术，另一方面又常在学术报刊上发表评介新文化的论文。
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但在必要时又采取权宜之计在林语堂办的刊物上用白话发表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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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宓评传》是一部系统而综合的吴宓学术评传，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县人。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和编辑。
这本书介绍和记述了吴宓的文化生命和学术历程，展示了他“文化神州系一身”的儒者情怀，奇特的
志节，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浓郁的诗人气质与名士作风，一段至真至诚的恋爱浪漫史，毁誉不一的
声名，以及他那漫长、丰富而又坎坷的一生中所蕴含的当代思想史的特有现象：一个饱学之士对现实
政治的感受，新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吴宓评传》还探讨了吴宓的“博雅之士”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他的悲剧性的文化人格(个性心
理)所形成的历史的、文化的和个人的原因；并在中西文化冲撞的背景下，转换学术研究视角，重新评
价了他引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巨大影响和深远的思想史意义
，以及他在具体参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中，企图建立独特的文化理念、道德理念、文学批评和新文学的
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可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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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宏星，男，1970年9月生于新疆石河子市。
幼从父习画，性笃静而好深湛之思。
早年毕业于西南工学院（今西南科技大学）机械系本科专业。
做学生时，喜爱阅读文史方面的书籍，舞文弄墨，积习难除。
现供职于一家大型管道公司，先后参与了国内多项重点引水工程的技术设计和制造管理工作。
业余则勤于读书治学，极少他顾，目前已发表有关文化保守主义研究论文六篇，其他杂类文章二十余
篇，著作有《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并编选《大家国学·钱基博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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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李若冰)序二(刘宾)前言 孤怀卓荦殉道真第一章 早年的精神印记出世与取名吴家大少爷早期教育
考上宏道高等学堂迷上《石头记》出版《陕西杂志》考入清华学堂，名列第二第二章 出国游学前后的
文化吸纳在清华学校专栏作家跳远不及格，不准留美在弗吉尼亚大学转学哈佛大学哈佛校园里的良师
益友《(红楼梦)新谈》及其他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第三章 创办《学衡》杂志和执教东
南大学创办《学衡》执教东南大学反“新文化运动”的异端情怀第四章 在清华大学时期的学术与事功
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文化神州丧一身”代理系主任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游学欧洲“柏拉图之
恋”“他们都是人中之龙”“藤影荷声之馆”第五章 吴宓与《学衡》“华之白璧德”《学衡》始末《
学衡》内容概述中国的“比较文学之父”《学衡》：“知我罪我，请视此书”第六章 吴宓与《吴宓诗
集》十五岁学诗，三十二岁拜黄节为师诗界“两吴生”“以新材料人旧格律”《吴宓诗集》玉屑吴宓
的翻译实践和对比较诗学的贡献第七章 八年离乱流寓西南在西南联大“红楼”情痴“怪”教授的流风
遗韵从《五十生日诗》看吴宓入蜀讲学第八章 从武汉大学到西南师范学院拒绝清华，决心留在武汉大
学“关中四大”“出家”蛰居西南师范学院不要一级教授，自请三级教授第九章 黄昏余晖：中国学人
的悲歌大学校园里的孤苦老人课堂“风波”“谁也保不住他”牛棚记“趣”下放梁平反对“批孔”挽
歌已隐约可闻吴宓之死寂寞身后事第十章 云烟境过皆同幻，文锦织成便不磨三个心愿《新旧因缘》：
一部来不及写成的长篇小说《文学与人生》的一种“旧”诠释《藤荷诗集续集》：历经劫火话沧桑两
份《年谱》漫话《日记》道高犹许后生闻第十一章 吴宓个性心理研究家乡与新关学家世一枚硬币的两
面灰色意识：宗教与死亡在妻子和情人之间第十二章 薪尽火犹传：中西文化的前瞻思想视角的移位重
读《学衡》学术思想的隐与显：从“学衡派”到“现代新儒家”吴宓与“博雅之士”的教育范式雨僧
先生的启示附录一 吴宓年谱简编附录二 吴宓著(译)作年表附录三 吴宓研究资料索引跋一 (黄世坦)跋二
(林亚光)跋三 (石琼生)跋四 (马富明)跋五 (秦元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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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旧时乡俗，婴儿出生后第三天，则由家里人一大早儿抱到大门外，赶上街中走过的第一人，即请
此人到家，厚予款待，尊为这个孩子的义父，终生礼敬，名日“撞周”。
据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预测小儿一生的命运。
吴宓“撞周”不巧遇上一个和尚。
因为家规不许僧道入门，故未从俗，仅仅将这个和尚请进家里，款待了一顿素食，并厚予“布施”遣
去而已。
1909年表兄陈君衍介绍吴宓加入日本某工程学会，用“雨僧”这个名字代他报了名，恐怕就是取小时
候“撞周”而“遇僧”的意思。
于是，雨僧就成了吴宓的字，有时候他也写作“雨生”。
　　吴宓出生不到一岁，生母李氏就去世了，祖母“乃抱归己室，鞠育抚养。
不随继母，而长随祖母，共一炕或床寝，几于一日不离膝前者十四年。
其间穿衣、梳头、喂饭、斟茶，以及沐浴、洗濯、缝补，一切衣服饮食之事，悉由刘妈动手、用心、
操作、经营、掌管。
刘妈乃宓实际生活中之母亲；而在感情、心理上，亦足为宓之母亲也！
”乳母刘妈，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前后受佣于吴家大约有二十年，据说她不仅容貌端秀，而且
精细勤快，忠厚和善，所以吴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喜欢她。
　　大约在吴宓四岁时，祖母“怜宓失母”，又夙爱次子吴仲旗，就干脆把他过继给了叔父。
这样，叔父反而成了吴宓的嗣父。
祖母又命他称呼生父吴芷敬日“爹爹”（在陕西用者不多），简日“爹”，称呼叔父吴仲旗日“达达
”（乡俗父之通称），简称“达”；称呼继母雷氏日“妈”，称呼婶母胡氏日“奶”（乡俗中“母”
的通称）——因而吴宓就同时有了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
直至多年之后，他对人说起这层血亲关系，外人大多不能准确了解，所谓“名义混淆，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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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宓评传》主要对我国著名学者，中国近代著名诗人、著名红学家和文博古今、学贯中西的知
名学者，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吴宓作了介绍。
该书全面介绍和记述了吴宓的文化生命和学术历程，展示了他“文化神州系一身”的儒者情怀，还探
讨了吴宓的“博雅之士”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等内容。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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