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李鴻章論其時代為：「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在這個大時代中，除少數先鋒人物外，還有

大量的「守舊」遺老，他們生長於舊文化的土壤，並自覺得在歷史轉變中充當了傳統的繼承者

與衛道士，他們創作舊體詩歌、不屑於學習西方現代文明，在對古典美的想像與陶醉中，無限

懷念著帝制時代的榮耀與驕傲。研究他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搞清楚守舊的文人個體與時代變

遷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古典文學向現當代文學轉型時期的文人心態，並

由此管窺中國近代以來文學變遷的內在原因。

本文以樊增祥為研究對象。樊增祥於清末官及「紅頂」，民國初年雖有短暫仕宦經歷，但很

快隨著袁世凱帝制夢的破碎而隨之結束。樊氏也轉而「放浪狹邪」，混跡於伶人之中，遊戲於梨

園內外。樊增祥以其特殊的經歷成為「遺老」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選取他進行全面的研究與

評價，是非常合適的。本文基本以作家生平經歷安排行文脈絡。第一章至第三章，論述樊增祥

早年行跡，重點討論了樊增祥家世背景對其影響和李慈銘、張之洞二位「恩師」對青年樊增祥思

想形成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並兼述樊氏與李、張門下眾文人的交遊情況。第四章至第五章，就

樊增祥仕宦生涯進行了整理，重點討論了《樊山政書》價值、樊增祥與官僚集團之關係、樊增

祥晚年與新政權間的關係等幾大議題，並以此為基礎，對樊增祥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較為客觀地

評價。第六章，是對樊增祥的「豔詩」創作、「捧角兒」癡迷戲曲等問題的探討，論述中嘗試從

時代背景的角度分析樊增祥晚年名聲不佳的原因。第七章則專論樊山詩歌創作主張與詩歌藝術

特徵，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同時，對其詩學思想和創作實踐特點做出了補充和修正。文末附錄了

樊增祥年譜簡編和部分輯佚詩文，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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