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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宓以诗人兼学人，留学美国，游学西欧，以外语讲授西洋文学却酷爱中国古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风行南北时创办、《学衡》杂志，提倡新人文主义的人格修养而婚恋情感浪漫多情，筹建清华园学研
究院又随即辞职，“思想改造”积极表态但又在八十高龄的老残病弱之年坚决反对“批孔”⋯⋯终生
充满了矛盾与传奇，同时也屡遭社会与舆论的误解。
以前他被：当成“复古派”、“国粹派”，近年又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都没有完整全面地
看到他的本来面貌与真实品格。

    本书从文本出发，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文教志业、诗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
与贡献作了分析梳理。
本书的评述，突出了吴宓的思想理念、情感和意志的特点，还原了他的文化理想。
吴宓无法赞成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也不同于一般的“国粹派”或“文化保守主义者”。
虽因时代限制和本人性格因素，他未能成为这一文化理想的实施者或完成者，但他所做的种种努力使
他成为文化理想坚忍而光荣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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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弘  浙江桐乡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校繁荣学术委员会委员，东方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届
学术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包括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理论、欧美文学史、西方美学、艺术哲学及文化批判。
    主要研究成果：专著《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学在英国》、《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临界的对垒——1989—1999学术文化论集》、《美之魅——20世纪前的西方艺术和审美沉思》、
《我心中的缪斯——西方文学经典的现代解渎》、《西方存在美学问题研究》等八种，译著《阐释学
与文学》、《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等四种，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九十篇。
专著和论文曾分获教育部和上海市历届科研优秀成果奖及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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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的另一可能性  四、智慧和良知的痛苦第三章  献身《学衡》：思想阵线的开创坚守  一、孤独
的守望地  二、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纲领  三、形上真理的发扬  四、燃烧荆棘中的绿洲  五、文言与白
话之争第四章  “文教中华”：人文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一、清华研究院的志向  二、光荣与陨落  三、
“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诗教”的乌托邦  第五章  《文学与人生》：多—谐和的哲学诗学  一、诗和哲理的分析综合  二
、观念结构中的文学空间  三、人性和道德  四、  自由意志与文学的审美创造  五、“一多”问题和哲
学重建第六章  “华严境界”：小说、诗与人生的贯通  一、小说中的真理  二、《红楼梦》研究  三、
“理想小说”的蓝图  四、古体诗的现代性  五、为近代诗史奠基  六、求真意志的书写未完的尾声吴宓
生平大事年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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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一条理想化的现代文化建设道路，构成了吴宓的文化理想。
它意味着以现代性的批判为指导，以会通中外古今为基础，以自我的人格德性为落实处，通过本位文
化的建设，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这可以说是吴宓反思了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现代转型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
然而，历史的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前进。
就在上述同一组律诗中，吴宓写道：“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估计他肯定有感于时局
，有感于维新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同时诗中还意味深长地追问道：“文化神州何所系？
”  “文化神州”借用自陈寅恪《挽王静安(国维)先生》诗句：“文化神州丧一身”，吴宓与陈寅恪的
唱和诗中不止一次反其意而用之，称颂陈寅恪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中流砥柱，如1945年作《赋呈
陈寅恪兄留别》，又如1950年作《祝陈寅恪兄还历寿》诗。
但某种程度上，也可理解为他对自己的期许。
    走这样一条现代文化建设的理想的道路，无疑是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仅就个人的学养准备而言，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与精力。
拿陈寅恪来说，不算在国内的研习，单在国外留学，就总共花费了十八个年头，时间之长恰好等于唐
代高僧玄奘法师在印度访求真经的年月。
吴宓也同样，不仅下工夫攻读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还发愿回到国内钻研国学，并在
此基础上利用自己娴熟的英文把国学的精粹介绍到西方去(这也是白璧德对他的期待)。
回到国内后，他也确实向张尔田、柯劭态、黄节、王国维等经、史、子学方面的专家问学请益。
    已经意识到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个人生命能够付出的相对有限，造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在诗人气质的吴宓心里，激起了不安与彷徨。
感受到伟大历史使命的召唤，不仅让人充满奋发向上的力量，同时也带来力不从心的苦涩。
吴宓在留美日记里吐露了心声：“宓自到美以后，平心细想，学问一方，固有诸多进益，此行尚可谓
为不虚。
若事功一方，则久绝希望，留美与不留美等。
”在讲究实际功效的“事功”方面，自己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
他几乎不抱希望。
所以哈佛时期的吴宓，既是勤勉好学、博闻深思的，也是愁肠百结、悲从中来的。
“骚心阅尘世，惘惘集百端。
”(《太平洋舟中杂诗》)以“骚心”即诗人之心去面对人间尘世的纷扰，难免怅惘迷失。
这两句诗，实为他自我心态的忠实描绘。
    如果是一位意志刚毅的铁血英雄，在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后，他会一往无前地奔目的地而去，无论前
路迢迢、长夜漫漫，也不管脚下是燃烧的荆棘或冰雪的沼泽；又或者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践家，他会
从事广泛的动员，进行严密的组织，做好周到的安排，一步步实施拟定好的计划。
吴宓本质上是诗人，这两方面的因素他性格中都匮乏，他的生命力缺少一定的刚性和韧劲。
书斋里或纸面上探讨问题与制订方案都没有障碍，激情、敏感、见识高是他的优势，但易冲动、好摇
摆、过于拘谨是他的弱点。
一旦遭遇实际生活，他未免会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情绪低落以至沮丧，但他独有的意志力，又不允
许自己径直颓唐下去。
于是他不得不生存在心灵挣扎的痛苦中。
    文化的建设需要文化精英的参与投入。
吴宓以己度人，既想像也希望留美的中国学生均像他和陈寅恪，心怀大志，胸襟磊落、操行高洁、刻
苦好学。
然而目睹耳闻之处，无论波士顿还是纽约，来自国内的男女留学生总体情况都无法令人满意。
正如吴宓所说：“国步日艰，人才益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宓理想的使者>>

国人责望于留学生，留学生言谈之间自视亦甚高。
实则留学生中，可倚赖成事者甚少。
””只见有的人挂名学籍，大量精力花费在纵情游乐、寻花问柳上；有的人热心于成立名目繁多的兄
弟会、同乡会，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形成各种小帮派；有的人勾心斗角，玩弄权术，无所不用其极
。
只为争夺留学生总会、年会或所办报刊的负责人职位，美其名曰“玩政治”；有的人家境豪富，大肆
挥霍，召妓狎女，争风吃醋，丑闻迭出；有的人又迫于生计，忙于兼职煳口，无暇顾及学业与知识的
长进⋯⋯种种现状，使吴宓想起曾读过的暴露留日中国学生消极面的小说《留东外史》：“呜呼，《
留东外史》之作已久，昔固不知美国留学同人，其牛鬼蛇神之态，亦如此也。
”为此他深有感慨：“尝谓在中国内地之人，尚不乏真诚纯正之选，若一涉沧海，大抵皆失其故我，
熏染恶习。
”    最让吴宓触目惊心的，是这部分年轻人的麻木不仁、放纵无耻和国内国际严峻形势形成的强烈对
比。
眼见得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连有头脑的外国人都察觉到问题之所在，有的留学生则似乎无知无觉
，甚至制造出一些奇谈怪论来混淆是非。
一位叫布兰德(J.O.P.B1and)的外国人的中国重游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游记中正好有一段批评
中国留学生的文字：“新派留学生，或则妄效颦西人，倡虚空无当之论，费时费力于无聊之事业；又
或则衣饰举动，纯效西人，娶来美国娇妻，携手遨游，而不知日本之布置已周，列强之竞事方烈，若
辈乃熟视无睹，燕巢幕上，鱼戏釜中，犹且自鸣得意，酣戏快乐。
呜呼，亦可怜矣。
”吴宓意识到，其中“虽皆讥毁之词，然实多中肯之语”。
但这样的文章中国留学生是不大过目的，偶尔提起，也会被嘲笑为“悲观腐败”。
留学生中反而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旧有文章多言愁，不可读，只有像美国近年小说皆以团圆结局，才
值得称赞。
吴宓痛斥其不符合事实，抨击说：“此等妄论，真亡国灭种之利器哉！
”理由是教育人们猛省彻悟、艰苦奋斗既困难也见效慢，但引导人们贪图快乐享受却容易风行：“故
少年男女，皆妄从之，不知其所许之快乐，本属幻梦，而实事之破坏损失，已不可胜计，而又万劫不
复，不能挽回矣。
”    吴宓的深邃目光和特立独行，反而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格格不入，深受排挤。
他在日记中历数了留学生有关的劣迹后，愤慨地总结说：“凡不为以上之事者，则众讥其人为怪癖，
为顽愚，为无用，为不热心，为不爱国，为自私自利。
呜呼，⋯⋯‘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谓谣诼以善淫’。
”“譬犹贞女而堕入平康，不肯效群妓之搔首弄姿，倚门拉客，则必不能见容。
””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因备受冷眼而深感孤独的感触与牢骚，不难想见。
                        P67-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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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宓或许声名不够显赫，但他独特的思想轨迹、率真的人格品性和坎坷曲折的悲剧命运，却构成了中
国现代学术史上罕见的壮怀激烈而又孤兰幽馨的独行者形象。
本书从文本出发，根据吴宓的文字遗存，对他的文化观念、文教志业、诗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与
贡献作了分析梳理。
全书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是读者认识吴宓先生的一大著作。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宓理想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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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