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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集 "再现了夏

氏兄弟学术训练的

整个过程

李浴洋!

"#$%

年代后期#夏

济安$夏志清兄弟二人都曾在北

大任教% 在某种程度上#北大可

以说是他们学术生涯的起点%我

们今天也在这里探讨他们之间

的书信% 在您看来#&书信集'面

世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陈国球!我想"#书信集$出
版的意义至少可以从内容与形
式两个角度来讲%首先"就个体
层面而言" 其中记录了两位重
要的华人学者&&&夏济安 '夏
志清兄弟二人在

"#&'

至
(#)!

年间对于人生道路' 现实世界
与知识世界的探索% 他们就这
些方面的话题进行的交流 "很
多是只可能在相互信赖的亲密
无间的两个个体之间展开的 %

而在他们通过书信展开交流的
十七年间 " 正是中国历史 '政
治' 文化与社会发生巨大变动
的年代%他们兄弟二人的足迹
先后经历中国大陆和香港 '台
湾地区与北美 " 在冷战背景
下 " 他们在当时做出的观察 '

反应 '思考与选择 "自然也就
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与理
解那个时代提供某种参照% 因
此"无论是从个体角度来说"还
是从 (时 )'从 (地 )的意义上
看"*书信集 $都是一部很有价
值的文献%

除去内容方面 "*书信集 $

在形式上也自有其意义 % (书
信)这一体裁的历史非常久远"

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原本
就有通过书信表达判断与互动
的传统% 但我们读到古人的书
信"大都是通过他们的文集%也
就是说" 这些书信已经经过了
人为的选择" 是一种单向的表
达% 但*书信集$中收录的夏氏
兄弟的书信却是它们的本来面
目"这是非常难得的%

李浴洋!我注意到#夏志清

最后的学术工作几乎都与 )书

信*有关%根据王洞女士的介绍#

在他
*+%#

年首次病危时# 最为

挂怀的事业便是希望可以将他

与张爱玲以及夏济安的书信整

理出版% 经过他历时三年的努

力 #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于

,%-,

年问世% 次年# 夏志清去

世% 在他身后#王洞女士秉承他

的遗愿#开始与季进教授一道编

注&书信集'%参照一些与他晚年

有过交往的学者的回忆文章可

知#为了这两种)书信集*#他基

本上投入了自己最后的全部精

力#甚至为此搁置了一些系统整

理个人学术著述的提议%您如何

看待他的这一选择(

陈国球! 夏志清晚年把主
要精力都投入到了书信整理
中" 与他最后一个人生阶段的
生活状态有关%

"##"

年"他从
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从

"##,

年
开始" 他基本上就没有再做大
型的学术工作了% 夏志清的主
要学术著作有三种" 即他的三
部英文专书与论文集 ! 一是
"#)"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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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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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 收录了他在哥
大任教期间的

()

篇重要论文
的 *夏志清论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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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这些" 都是他在退休以前完
成的%此外"他还有一些中文著
作" 编选过两种中国文学英译
的大学教材% 但最重要的便是

这三本"而他的学术地位"也正
是通过这三本著作建立起来
的%夏志清是很有信心的学人"

他相信这三部著作已经足以使
他(不朽 )了 % 因此 "在退休以
后" 他便进入了另外一种生活
状态% 在我看来 "他在最后一
个人生阶段所做的其实是一
种对于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
的(回顾)%

夏志清对于书信的整理 "

便是一种(回顾)% 在他的生命
中" 与张爱玲以及夏济安的音
问交流无疑是两段非常重要的
经历% 张爱玲是他最欣赏的中
国作家 "夏济安则是他在生活
与学术上最信赖的兄长 % 当
然 "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与
*书信集$也有不同%在前者中"

(主角)是张爱玲-而在后者中"

(主角) 则更多是夏志清自己%

所以" 对于了解夏志清的生命
史而言 " 更重要的应当还是
*书信集$%

*书信集$的出版说明夏济
安' 夏志清兄弟对于往来书信
都有十分精心的保管% 保存下
来的

)-*

封书信尽管不是他们
的全部通信" 但数量已经相当
可观% 他们当初应当完全没有
考虑过会在日后将通信发表 "

所以这一行为说明了他们原本
就视彼此的通信为个人生命的
重要记录%是故"*书信集$的出
版承载的也就更有一种(回顾)

的意义了" 因为其中记录的是
他们的真实足迹% 虽然夏志清
生前只整理完成了张爱玲给
他的信件部分 "但我相信王洞
女士执行的正是他的思路与

追求%

李浴洋!&书信集'繁体中文

版面世后#引起不少反响% 审读

过卷一书稿的王德威教授在&后

记'中指出+)!夏济安$夏志清"

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

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

洋溢着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

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

分% *那么#&书信集'中最让您感

兴趣的部分是什么(

陈国球!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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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台
北出席 (中研院 )举办的 (夏志
清先生纪念研讨会 ) 前夕 "首
次读到*书信集$卷一的% 记得
当时的会议日程非常紧张 "我
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卷一
翻了一遍% 因为那次会议兼有
(纪念)性质"又适逢卷一首发"

所以大家在讨论 *书信集 $时 "

更多关注的自然都是与夏志清
的人生经历有关的内容" 还有
一些(八卦)% 而我在翻的时候
目标却非常单一" 就是去看其
中学术性的部分&&&具体而
言" 便是夏济安与夏志清的读
书心得% 以往我们对于他们兄
弟二人的最初印象 "便是他们
编辑杂志 '从事翻译 '写作专
书与引发辩论 "好像他们一出
手便是十分成熟的学者% 但在
*书信集 $中 "我们却可以清晰
地看到他们的读书轨辙 "包括
他们最早读的是什么书 "如何
从一本书读到另一本书 "他们
在读书过程中如何转变与更
新他们的书单 "以及他们就一
些学人与学术著作所做的臧
否"等等% 换句话说"*书信集$

再现了他们整个学术训练的
过程 % 在我看来 "这是其中很
有意义的部分%

以夏志清为例% 我们此前
能够读到的他最早的学术著作
便是*中国现代小说史$% 但通
过*书信集$"我们可以知道"小
说"尤其是 (中国现代小说 )其
实并非他长期关注的对象% 他
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前
所受的学术训练几乎都是关于
诗歌研究的% 特别是在英国诗
歌研究方面" 他投入了很多精
力% 他在耶鲁攻读的便是英国
文学博士课程" 博士论文正是
关于英诗的%那么"他的学术兴
趣是如何从英诗转向中国小
说"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有哪
些(变)"又有哪些(不变)"这就
值得我们去思考了%

我认为 " *中国现代小说
史$尽管有文学史的眼光"但主
要还是一部(文学评论集)% 夏
志清所完成的是一项在历史向
度上的文学批评实践% 这应当
是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史$

的基本定位% 而他之所以会这
样研究 (中国现代小说 )"与他
此前所受的学术训练直接相
关% 也就是说"在他对于(中国
现代小说)的研究中"其实贯彻
了许多英诗研究的方法% 所有
对于这部著作的讨论" 都应当
首先回到这一(起点)上%在*书
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学术
成长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我
阅读 *书信集 $"关注的正是学
者的成长史%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陈国球!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中的学者成长史
李浴洋

我们读到古人的书信!大都是通过他们的文集"也就是说!这些书信已经经过了人为的选择!是一种
单向的表达" 但#书信集$中收录的夏氏兄弟的书信却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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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由夏
志清夫人王洞女士主编 !

苏州大学文学院季进教授
编注的五卷本 &夏志清夏
济安书信集$'以下简称&书
信集$( 陆续推出繁体中文
版!迄今已经问世三卷% 而
今年! 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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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简体中文版也由*活字文
化+推出"至此!汉语读者就
都有机会见到这部卷帙宏
富的&书信集$了" 近日!本

报特约北京大学中文系博
士生李浴洋!就夏氏兄弟及
他们之间的通信对恰在北
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访问教授任上的陈国球
!左图"进行访谈"

陈国球毕业于香港大
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

现任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
学讲座教授, 中国文学文
化研究中心总监与香港人
文学院创院院士" 著有&明

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文
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
治$&文学如何成为知识- $

&抒情中国论 $与 &香港的
抒情史$等!编有&文学史$

集刊 '与陈平原教授合
编 (,&抒情之现代性 .*抒
情传统+ 论述与中国文学
研究 $ '与王德威教授合
编 ( 与 &香港文学大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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