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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学术因缘! 除去吴先生

谈及的这段往事" 夏氏兄弟的

著作中译本很多也都是在香港

面世" 并且经由香港对我们产

生影响的! 夏志清的好友宋淇

长期旅居香港! 而您也一直在

香港工作#生活"能否请您谈一

谈夏氏兄弟其人其书在香港的

传播情况"以及在您看来"在香

港阅读他们的著作" 是否具有

某种独特的体验与感受$

陈国球! 香港学界对于夏
志清的关注" 丝毫不亚于台湾
学界# 刚才已经谈到"$中国现
代小说史% 的中译本最早是在
香港出版的&此后"夏志清也有
很多著作在香港流传& 他的著
作在香港影响很大&例如"张爱
玲虽然曾经在香港驻足" 但香
港学界真正开始关注她" 还是
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 出版以
后&再如"香港的文学史家司马
长风撰写 $中国新文学史%"颇
有参酌$明报月刊%上夏志清的
$小说史%中译& 至于后来夏志
清苛评司马长风之作" 两人因
而笔战"则是后话了&夏志清又
有$印象的组合%一书"由香港
文坛重镇刘以鬯负责编辑& 近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更全面
整理夏氏昆仲的著作" 不少英
文著述有了新译" 相信对学界
又有新的影响& 香港是一个重
要的学术中介& 你谈到吴福辉
先生的回忆" 应当是完全符合
历史事实的& 不仅北大学人通
过香港开始接触夏志清的著
作" 上海的陈思和与王晓明两
位先生也曾经告诉我" 他们最
早阅读的夏志清的著作也是从
香港传入的&

当然" 谈论夏氏兄弟与香
港的学术因缘" 如果仅从著作
传播的层面上立论" 恐怕不免
太过简单& 夏志清和他哥哥夏
济安与宋淇的关系是理解这一
问题的重要入口& 兄弟二人在
上海读书时"就认识宋淇了&而
他们之间的交谊" 一直延续了
数十年&因此"我读$书信集%时
很关心他们是怎么讲宋淇的 &

宋淇与他们的关系绝不是 '好
友(二字可以完全概括的&

他们三人之间有许多批
评"但也有很多鼓励"更有对于
各自的人生道路的实实在在的
帮助&比如"夏济安在香港时期
的生活问题" 就有很多是宋淇
利用他在美新社的身份帮忙解
决的&他到台湾以后"宋淇也继
续支持他的文学事业" 为他的
)文学杂志%组稿&与此同时"夏
氏兄弟对于宋淇的工作也经常
施以援手& 我注意到" 宋淇在
!"#!

年出版过一本)美国文学
批评选%&尽管这一选本的编者
署名 *林以亮(+宋淇笔名,"但
我相信夏志清为此也下了很大

功夫"因为通过选目"我们不难
发现其中介绍的文学批评的观
念许多都是当时耶鲁大学流行
的" 而这无疑是夏志清为宋淇
提供的资讯- 他们*合作(的这
一选本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夏
氏兄弟与宋淇的交谊很有意
义"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夏志清在耶鲁所受的
学术训练&

李浴洋!提及宋淇"便不能

不说到今年同样也有一部与他

相关的%书信集&问世"那便是

吴兴华的'风吹在水上(致宋淇

书信集)! 我知道"吴兴华是您

很感兴趣的学术对象! 他与宋

淇的通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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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行的! 这与夏氏兄弟的通

信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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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有部分

重合" 而相近的时代背景与人

生经历也让这两部%通信集&中

的话题多有关联!将两者对读"

或许不失为一种策略! 您对于

两者都做过专门研究" 不知是

否有什么发现$

陈国球!你的思路很好&我
在看他们四人的文章时" 也想
到应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思
考& 通过他们的书信与回忆文
章" 我们可以知道! 在上海时
期"宋淇与夏济安曾经是校友"

他们合办过文学杂志& 宋淇常
去夏济安家中" 有时夏济安不
在" 他就与当时还是高中生的
夏志清交谈" 夏志清很多关于
英国诗歌的知识" 都是通过宋
淇了解到的& 而宋淇与吴兴华
是燕京大学的同学" 经由这层
关系" 夏氏兄弟也很早便知道
了吴兴华& 无论是宋淇与吴兴
华"还是宋淇与夏氏兄弟"他们
之间都是相互欣赏的& 夏.宋.

吴等又与其他背景及兴趣相似
的学人" 构成了一个松散的知
识社群&当时上海出版的)西洋
文学% 杂志" 便是以他们为主
力& 夏济安与吴兴华经常给这
家杂志投稿" 宋淇更是串连京
沪两地作者的联络人& 顺带一
提"杂志的编辑之一是柳存仁"

这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家曾几度
在香港居停" 对香港的文化和
教育都有过重要的影响&

)西洋文学%非常精彩& 后
来夏济安到台湾以后重办 )文
学杂志%"其渊源一是朱光潜办
过的 )文学杂志%"另外一个便
是)西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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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

吴兴华与宋淇书信断绝" 但他
的作品却开始以*梁文星(为笔
名在台湾的 )文学杂志% 上发
表& 吴兴华本人对此应当并不
知情" 这是出自十分欣赏他的
宋淇与夏济安的好意" 他们有
意把吴兴华的文学火种播撒到
香港与台湾地区& 而*梁文星(

在当年的确也成为了港台文坛
上风靡一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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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偕同吴咏慧去参

加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晚宴 !

碰巧主办单位安置我与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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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304512

$

教授比邻而坐!喜出望外!竟

有了一场智识的飨宴% 据说

经由大会的力邀! 他才万里

迢迢前来担任主题演讲 !当

然是全场的聚光点%

桑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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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哈佛

大学政府系的教授! 正是当

今红透半边天的政治哲学

家 % 他的名课((()正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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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思辨之旅!充

分展现苏格拉底辩证式的教

学法!修课者动辄上千!座无

虚席!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自

是哈佛的文化一景, 尤其经

由网络教学的加持! 从学院

走入群众 ! 虽不至于家喻户

晓! 但是绝对称得上明星级

的人物% 这由观众前仆后继

涌上索取签名!便可得证%

大会为增添热闹的气氛!

特别安排了一团洋乐队伴

奏% 作为背景音乐! 曲目虽

佳! 但对我与桑德尔教授难

得的交谈!却显多余-因为颇

受干扰!不时要提高嗓音!交

头接耳%

据统计!哈佛的学生不出

三分钟! 就会道出自己系出

名门!我自然未能免俗% 之前

与桑德尔教授素不相识 !因

此揖让而坐后! 立向他供出

自己
)"<=

年代也曾在哈佛

进修过- 该时恰巧也是初出

茅庐的桑德尔! 刚到哈佛任

教通识课程的时候% 虽说我

们两人在哈佛有数年的重

叠! 但其时两个默默无名的

小卒!究竟难有结识的机缘%

但三十年后却在异地他乡 !

在一场盛宴中得以巧逢 !也

算是冥冥中有缘了%

桑德尔一望即知是位温

文尔雅!辩才无碍的学者%最

初 ! 我 拜 读 过 他 的 成 名

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

局 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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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改写自其博士论文, 他

以批评罗尔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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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家 ! 我对他的论点始终

半信半疑 ! 可能源于我对

罗尔斯无所保留的忠诚与

景仰所致 , 但日后 !我发现

罗尔斯一再改写其 .正义

论 / ! 信心未免有所动摇 !

我 遂 提 问 桑 德 尔 教 授 !是

否因为他所主张的 0社群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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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

点! 遂促使罗尔斯一再改写

其经典成作 , 桑德尔回答 +

0可能是这样吧1 *我又问他+

0是否曾和罗尔斯当面陈述

过你的观点2 说服了他2 3桑

德尔言道 + 0罗尔斯总是很

礼貌 !莞尔而笑 !不作答 , *

他的回答正切中我一贯对

罗尔斯的观察 ,

之前! 我虽主修历史!但

六神无主!喜欢到处听课!尤

其哲学系名师辈出! 更是我

的最爱, 每回有空就往那里

跑 ! 业师史华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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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因

是委婉的劝诫 + 0罗尔斯的

.正义论/一书颇有被高估之

嫌, *意谓切勿荒废正业, 但

我一心只想向西方取经 !加

上罗尔斯正是我心目中无上

的哲学英雄!遂充耳不闻!我

行我素,

我跟桑德尔转述 ! 罗尔

斯因口吃之故 !讲课并不顺

畅 - 授课内容复深奥难懂 !

每逢开学固然高朋满座 !慕

名而来的学生不在少数 -课

程进行 ! 学生渐有流失之

虞 ! 使得罗尔斯顿感窘促 !

叹谓 0我留不住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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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事,

我们又聊到以罗尔斯为

首的0新自由主义三杰*中的

其他两位 + 诺齐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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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著

.无政府 4 国家和乌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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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颁 0美国国家图书奖*!

可是却常成为哲学鬼才普特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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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在课堂上的笑柄 ,

普特南曾口无忌惮地说+0我

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瞧不起

他, *显然极为不屑, 这当是

瑜亮情结所致, 两位均是风

头正健的同事! 在各自领域

独领风骚, 我一时想不起第

三位是谁2 只记得从牛津大

学来哈佛客座的法学哲学

家 ! 桑德尔马上脱口而出 !

0是德沃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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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复追问!到底我在

哲学系又上了那些人的课 2

我说伦理学的弗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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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氏

循循善诱!讲课条理分明!个

人受益良多, 按课表!最后一

堂课必须讨论罗尔斯! 他竟

说伟大的哲学家就在隔壁教

室!他不复多言!请各位来日

移步去倾听本尊, 弗思教授

谦逊盖如是, 桑德尔谓!弗思

教授年纪较大! 早已从哈佛

退休,

因为这些前贤一一作古!

令人不胜嘘唏!彼此突然静默

了一段,

之后 ! 我又道及从德国

前 来 客 座 的 亨 里 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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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系主

任介绍他乃是康德与黑格尔

的最权威, 的确!他的0黑格

尔*!自家人娓娓道来!既亲切

又厚实-只是我欲语还休!不

好 说 出 比 起 桑 德 尔 的 业

师'''泰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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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黑格尔/一书!尚

精彩许多,

于是 ! 桑德尔好奇地问

我!本业为何2 我遂有了播送

一己之学的契机, 个人原以

思想史为志业!近年则探究儒

教的宗教性质, 可能受到罗

尔斯的潜移默化!舍弃定义式

的概念纠结 &以罗尔斯的个

案!则是舍弃分析哲学的概念

解析$!改取0神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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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路 !聚焦孔庙圣

地的分析!避开传统经义的缠

绕不休!遂略有所获,

我复顺道提醒他 ! 令师

泰勒的巨作.俗世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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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荣获国

际大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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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其俗世化的论述却难以涵盖

儒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 桑

德尔遂兴冲冲地告诉我 !年

底哈佛将刊行他的一本关于

西方哲学与儒家4 道家比较

的著作!盼望彼此可以切磋,

我当然亟望早日拜读! 沐浴

新知,

因为早知桑德尔的著作

有多国语文发行!一时掩不住

虚荣心的作祟!也敝帚自珍地

提示他+拙作当下也有几种语

言正在迻译,

结束前!他突然既客气又

严肃地提问! 为了明日的讲

演!有何在地的议题!可资取

用, 我就说!目前此地烫手山

芋的议题!便是0年金改革*!

代表不同世代利益的冲突!恐

怕连罗尔斯的 0原初立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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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无 知 之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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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难以

介入其中, 另一个普遍的问

题 !便是 0环保 *和 0经济发

展*的矛盾-但不知会否派上

用场 2 桑德尔频频点头 !称

是, 话题不断!一来一往!谈

兴正浓! 背后乐队的伴奏却

戛然而止! 原来晚宴已告结

束!该是曲终人散!拱手道别

的时候了,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与桑德尔教授一席谈
黄进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