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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研究可能有问题 ! 但
是! 作为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
时代的学者 ! 他开创的典范 !

你就还在这一路径上走"

所以! 如果要说学术史上
最重要的人物! 我还是选择梁
启超和胡适" 可能! 很多人会
推崇王国维# 陈寅恪! 这都没
有错" 我也觉得! 他们在学术
上是真的了不起! 我也写过长
文讨论他们的学术史意义! 但
从整体而言我觉得这毕竟是两
类学者" 一类学者是从梁启超
到胡适! 是整个影响一代人的
方方面面的" 一类是王国维和
陈寅恪! 作为最精致最高明的
学术典范" 当然从学术组织者
来说! 傅斯年和顾颉刚也是最
重要的 " 但是 ! 就我个人来
说! 这些学人里给我影响最大
的是胡适 " 我看 $胡适文集 %

和 $胡适日记 % $胡适书信
集 %! 甚至包括他的手稿 ! 不
知道看了多少遍! 但是我没有
写过有关他的论文! 这是因为
我觉得对于胡适研究必须特别
慎重! 毕竟我不是研究现代历
史的! 要写好他! 需要有近现
代史很好的训练"

现在学术界已经没

有共识了吗$

文汇报 # 您曾说学术辉

煌 # 要仰赖三项机缘 % 新文

献& 新学理& 学院化的研究群

体'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三

项齐备的机缘( 可否谈谈今天

您理想中的研究团体与建制是

怎样的) 我们知道您担当首任

院长的复旦文史研究院# 建院

时就是想要效仿当年的史语所

和清华研究院(

葛兆光# 当时史语所和清
华学校研究院所开拓的方向 !

恰恰是近年学术界正在试图逐
渐扩展的新领域! 它既是陈寅
恪所说的 &预流之学 '! 也是
史语所当年傅斯年讲的 &虏
学 '! 以及他们非常强调的语
言(((这个研究所当年之所以
称为 &历史语言研究所 '! 也
许跟傅斯年留学德国有关! 这
是代表当时预流的学术方向"

那么 ! 在清华研究院呢 )

你注意到没有 ! 我从来不说
&清华国学研究院'! 那时的正
规名称是 &清华学校研究院'!

那时清华还没改成大学! 研究
院的设计里! &国学' 也只是
一门 " 而当时的这四位导师
里! 虽然梁启超的学术大概还
有点像今天爱说的 &国学 ' !

可是他提倡新史学 ! 发展社
会# 制度和文化史的做法! 以
及他对佛教的研究! 显然超出
所谓&国学'"陈寅恪更不消说!

他一回来就开西人东方学之目
录学!开佛经比勘等课程"而王
国维当时在清华研究院一方面
讲 &古史新证 '!另一方面做蒙
元辽金史! 和新出地下文献以
及异族之史结合! 都是很新的
学问! 至于赵元任! 那简直根
本不是国学 ! 完全是很新的 #

西洋语言学的东西"

至于我们
!""#

年建立复
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时候! 我
确实说过! 楷模是史语所和清
华学校研究院! 这是因为我们
想拓展的研究领域! 包括 &从
周边看中国 '! 也是相似的一
个路径和目的" 我们试图把自
己和晚清民国学术史连起来 "

但遗憾的是! 我们做不到! 因
为毕竟时势比人强" 所以我跟
王汎森兄开玩笑! 你爱讲天才
总是成群地来! 可我要讲! 你
没见过天才常常成群地死" 梁
启超 # 胡适 # 傅斯年 # 陈寅
恪# 顾颉刚的时代! 正是中国
转型时代! 这个时代催生了一
大批伟大的学者 ! 就连史语
所 # 清华研究院建立的时代 !

也就是
$%!#&$%'#

年! 不仅在
政治 # 经济 # 法律上可以叫
&黄金时代'! 其实! 在学术上
也是黄金时代" 而现在呢) 各
种影响很大! 评价体系也在变
化 " 市场影响也是非常可怕 "

有些学者学问不好好做! 成天
到处忽悠! 四处讲演赚钱! 上
到电视乱讲! 写论文则对付了
事" 以前有句话说! 是华北之
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现
在是中国之大! 根本就没有一
张平静的书桌" 以前是 &学出
于一 '! 也就是好的学术和坏
的学术 ! 好的学者和坏的学
者! 在学术共同体里面有共识
的 " 现在呢 ) &学出于四 ' !

数字化管理的体制# 媒体忽悠
的结果# 政治因素的考虑# 出
口转内销的国际评价! 谁说管
用 ) 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 "

体制干脆采取的方法是! 谁得
了多少奖# 拿了多少经费! 谁
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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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大牛" 现在已经不知道该
听谁的"

文汇报# 有可能在学院外

做研究吗)

葛兆光# 做现代学术! 必
须遵循一些共同规则 " 所以 !

这里有一个让人始终很纠结的
问题" 我现在讨论学术史也和
这一点有关! 就是要把专业跟
业余分开! 把学院的学术研究
和业余的学术爱好分开" 我觉
得! 业余爱好者并不需要讨论
学术史! 因为是爱好! 可以放
开随便讲! 他们可以不需要知

道前代学者做过什么! 不需要
知道学术界是怎样一步一步研
究这个问题的! 可以认为是自
己孤明先发" 可是专业学者不
同! 为什么我们做硕士# 博士
学位论文都要写 &研究史综
述'! 就是因为我们要讲清楚!

在你前面 ! 你研究的这些问
题! 有什么人已经做过了! 做
到什么程度 ! 为什么你还要
做! 这才是规范的做法" 十几
年前! 我在清华发现老图书馆
藏有一本当年清华学生的毕业
论文 ! 陈寅恪先生就在上面
说 ! 你必须说明别人做过什
么! 不这样! 一方面不能说明
你做得有什么进展和发明! 另
一方面也不能说明你是否抄袭
了别人的成果"

因此! 学术的规范做法是
比较艰难! 要花大力气要用长
时间的! 当然! 这也是比较学
院化的" 但我发现! 现在很多
人不按照规矩# 堂堂正正来读
书引书! 而是拍拍脑袋! 好像
都是自己的新发现! 甚至把别
人说的话题做的课题拿过来 !

包装包装! 改造改造! 就算自
己的了" 我经常遇到有人来找
我! 说我发现了一个什么! 证
明了一个什么! 这是以前没有
人发现的! 这里头有些就是胡
扯! 如果你重视学术史! 就可
以知道有些是以前人家早做过
的" 可无奈的是! 好些人根本
不看学术史" 更有一批人! 完
全不按学术基础和规则! 以一
知充百知! 拿放大镜在别人身
上找到碴儿! 只要找到一个碴
儿! 就证明我比你高明"

文汇报# 感觉您现在对学

界的看法很悲观( 但也有学者

觉得# 最近三十年学术发展激

动人心# 有新见典籍# 有古籍

数码化# 年轻人里一定会出学

术大师(

葛兆光# 我当然也希望年
轻一代出大师! 他们不像我们
这样! 处在旧传统与新时代之
间! 旧的缠住新的! 新的拉扯
旧的" 不过! 对于现在学术环
境的评价! 我多少有些不敢乐
观" 有些学者也许看到的是一
些专业# 资料和技术方面的变
化! 这不奇怪" 无论对于学术
变化正面的评价! 还是像我这
样比较多负面的评价! 都有各
自的道理! 我想! 只是各人看
到的和关心的不一样吧"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 对学
术进步的不利影响因素之外 !

也要看到 &时势比人强 '" 老
话说 &时势造英雄 '! 能不能
成英雄 ! 跟整个时势有关系 "

就拿发现新文献这一机缘来
说! 无论是像甲骨文# 敦煌文
书# 居延汉简# 大内档案等真
正的发现也好! 还是因为新史
学观念变化而导致对史料的解

读变化! 使旧史料就变成新史
料也好(((也许现在新见史料
很多 ! 但是新见史料也要分
别! 如果是同质性的史料! 没
有新的观念和方法! 再多也只
是量的变化 ! 不是质的变化 "

可是你想! 晚清民国! 不光观
念在变化! 整个史料的解读都
变了 ! 而且它出现的几大发
现! 是过去根本就没见过的东
西! 汉代竹简! 补充了很多纸
上文献没有见过的东西* 敦煌
文献的发现引起了中外交通 #

语言# 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 *

甲骨文更不消说 ! 毕竟古书
里关于殷周时代的资料太少
了 " 可是 ! 我们现在的新发
现 ! 虽然也不少 ! 但是不是
质的变化 ) 是不是真的能够
改变 # 颠覆原来的历史结论 )

还很难说"

文汇报# *余音+ 里纪念

的有些是不曾谋面的前辈# 有

些是曾有过交往的学者# 整体

而言# 交往与否# 会不会造成

认识上的区别)

葛兆光# 当然有差别" 那
些无缘谋面的前辈学者! 只能
根据他们留下的资料! 特别是
书信# 日记# 诗文来揣摩和想
象! 但是亲眼看到有缘聆听教
诲的呢! 就真切的多了" 我这
里面写到的交往过的! 都是我
尊敬的年长学者" 因为亲身接
触!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在
学术上# 观念上以及性格上有
这样那样的弱点! 但是! 毕竟
他们都是有个性# 有立场# 有
理想的人! 是值得尊敬值得纪
念的学者! 我才会写他们" 比
如周一良先生! 周先生是我第
一篇学术论文的推荐者! 这使
我成了 &文革 ' 以后最早在
$北大学报 % 上发表论文的本
科生! 这是周先生推荐的" 我
当然知道周先生曾经是 &梁
效' 成员! 但是你看看 $毕竟
是书生% 就知道他的苦衷! 你
看看他的文集! 就知道他学术
上的了不起" 金开诚先生是我
研究生时代的老师! 他和我不
大谈专业学术 ! 常常聊闲天 !

但是就在闲聊天之间! 很多话
会对我有启发! 我的一些学术
习惯! 现在想来和他的影响有
关"而章培恒和朱维铮两位!是
我原来在复旦关系最好的两
位!我没来复旦的时候!就和他
俩特别好" 他们两个人都是有
特点#有故事#有风骨的人" 我
总觉得!北京和上海!学界的风
气不一样!上海这边!学界交往
很少! 不大有敞开来聊! 北京
叫 &侃' 的习惯! 所以! 能深
谈的朋友不多了! 不免常常怀
念过去那些可以谈话的师友 !

写下这些文字! 也是一种对过
去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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