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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个学术研究过程"就是我的学习过程#

七卷本!陈思和文集"出版

!

本报记者 朱自奋

日前! 由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中文系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举
办的"笔走龙蛇四十年###$陈思
和文集%出版发布及研讨会&于珠
海举行'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
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著
名学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和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 他
受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的深
刻影响!在研究和批评领域都自
觉地继承了新文学的传统!体现
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

他的研究和批评!融深厚学养和
现实关怀于一炉 ! 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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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以来!在研究界和批评界
就逐步有着持续和强有力的影
响' 他相继提出的一些具有原创
性的学术概念和理论 !如 "中国
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 &"重写文
学史 & "民间理论 & "潜在写作 &

"岗位意识&"先锋与常态&"共名
与无名 &以及 "世界性因素 &等 !

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声誉!对中国
当代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他也是一位有社会关怀和
践行精神的学者型知识分子!曾
组织(倡导和参与"重写文学史&

"人文精神大讨论& 等在人文领
域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并曾组
织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
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

等丛书! 在上世纪
8"

年代初文
化出版界青黄不接期间!开人文
出版的风气之先' 陈思和同时也
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教育家!

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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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 陆续引
导和培养了郜元宝( 张新颖(严
锋 ( 宋炳辉 ( 王光东 ( 宋明炜
)美*(鲁贞银)韩*(刘志荣(周立
民 ( 金理等一大批学者和批评
家 !通过做学问来做人 !通过教
育大批学生使得学术传统流传
下去!堪称学者典范'

$陈思和文集%共七卷!收录
了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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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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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
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
的陈思和个人文集' 其中前三卷
$告别橙色梦 %$营造精神之塔 %

$在场笔记%!分别收录了他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文
学评论代表作!既涉及对各个年
代文学状况的总体评价和观照!

也涉及对如王安忆( 贾平凹(莫
言(张炜(余华(王蒙(严歌苓(卢
新华 (张翎 (宁肯等作家的研究
和评论!同时也包含他对当代文
化问题和出路的思考 ' 第四卷
$名著新解% 收录了他关于中国
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和代表性
现象的细读' 第五卷$巴金的魅
力%收录了他关于巴金的研究论
著' 第六卷$新文学整体观%则收
录了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
的思考和研究!涵盖了他的学术
名著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正续
编以及他对学科发展的思考' 第
七卷 $星空遥远 %则收录了他的
回忆录和怀人纪事的散文!其中
既包括他的少年生活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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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淡岁月%!也包括

一些怀人纪事的散文!写了在他
的人生道路上给他深刻影响的
人物 !如巴金 (贾植芳 (冰心 (郑
超麟 (匡互生 (章培恒 (曾华鹏 (

钱谷融(潘旭澜(李子云(周介人
等等 ! 集结起来几乎是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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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变迁史!既反
映了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和波
谲云诡!也体现了中国现代人文
精神的传承' 中山大学教授谢友
顺认为 $文集 %直观地体现出陈
思和作为一位学者的 "巨大体
量&!令人钦佩'

$文集%编辑(湖北科技学院
陈国和教授说!在编辑该文集的
过程中!令他感受最深的不仅仅
是陈思和对文学史材料的熟悉!

也不仅是他的理论创新!而是他
面对当下知识分子遭遇的各种
现实困境表现出来的勇气与责
任!这是他对人文精神的守护和
开拓' 这部七卷本文集要把陈思
和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实践行为
都囊括进来!是相当困难的' 此
外 !由于篇幅的原因 !陈思和还
有许多理论成果未收入文集!如
有关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世界

华文文学成果!以及数量庞大的
读书笔记和序跋杂文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
华指出! 陈思和的评论和研究!

不仅是中国现代人文传统中鲁
迅精神和巴金精神的活生生的
继承者!同时也是从实际作品和
文学现象出发!提出原创性理论
和概念的 "中国气派和中国风
格 &的代表 !彰显出了用中国自
己的理论话语和框架解释和描述
中国自己的文学这样一种理论自
信和文化自信! 对学术界具有深
远意义'

$南方文坛% 主编张燕玲认
为!陈思和以其一以贯之的诚实
正直的治学为人品格!赢得学术
界和评论界的尊敬!这套$文集%

有着 "打通现代与当代&"重写文
学史&的意义!其丰富和重要性是
难以道尽的'

从事文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一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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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思和回顾求学与治学
人生! 感叹时光飞逝!"我这一代
学者! 与现在的博士( 博士后相
比! 并没有经过专门的长时间的
文化知识上的学习! 更多的是在
生活中(工作中学习'我比较幸运
的是我高考前是在街道图书馆工
作! 所以较早接触了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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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考进复旦后!我有幸认
识了恩师贾植芳先生! 贾先生本
身就是一座大学' 我研究巴金就
是在学习巴金'如果没有巴金(贾
植芳的教导和榜样! 就没有今天
走这条路的我' 大家现在常常提
到我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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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主编出版
的,火凤凰-丛书!其实当年我编
这套书的初衷就是看到年轻学者
出书很困难! 我就以巴金创办文
化生活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出书的
精神为动力!办了这个丛书'我是
在学巴金' 后来巴金还为这套丛
书题词' 这套文集基本上是我的

文学评论集! 没有把我的一些书
评文字放进去' 但其实读书随笔
是我比较重要的文字! 是我对自
己的一种思维训练' 往往在我提
出一个理论概念之前! 我已形成
许多读书随笔! 觉得某个概念在
面对文学创作和现实问题时很好
用!可以推广!然后才提出来' 因
此!我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实
际上!我的整个学术研究过程!就
是我的学习过程' &

陈思和一直认为! 实践比理
论更重要! 行动比写作更重要'

"这套文集是我四十多年来学习
和生活的一个记录! 也是我努力
寻找一种生命活法的尝试'&有很
多人惊叹陈思和有如此旺盛的创
造力! 写出如此丰厚有影响的研
究成果! 而陈思和却只是平和地
笑笑!说!文字是他自我解压的一
个方式!"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表面
上看起来那么乐观的人! 所以会
有很多迷惘委屈压力都沉积在心
里! 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
可以去玩去转移! 只有靠写作才
能把内心的很多压力曲曲折折地
化解掉' &

陈思和说+"在我的所有身份
中!只有一个身份是令我全然快
乐的!就是教师' 看到学生的成
长成熟成就!是我最欣慰快乐的
时候' &在飞往珠海参加$文集%

首发式的飞机上!他写了一首律
诗!并以这两句结尾+"追光卌载
桃林盛!唤作后生舞龙蛇&!用夸
父逐日!身后留下桃林惠及后人
的意象! 来表达自己愿为学术传
承和教书育人事业而奉献终生的
心愿'

据悉!$陈思和文集% 是广东
人民出版社的"学人文库&系列之
一种! 该社计划在未来五到八年
内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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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顶尖学者的著作结集出版'

#上接第一版$刘慈欣(郝景芳等科幻作家
接连在国际上斩获科幻小说大奖!也让读
者对科幻小说的兴盛充满期待' 事实上!

在中山大学的这次新世纪文学研讨会上!

刘慈欣是被与会学者提到次数最多的小
说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认为 !刘
慈欣 "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提升到
了世界级水平&!而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的角度来看! 其实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还
是跟主流文学有一种关联与回应 ! 是对
启蒙( 英雄等中国文学重大主题的一种
颠覆和改写' 以刘慈欣的中篇 $乡村教
师%为例!小说类似于刘醒龙$凤凰琴%的
太空版! 一位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的努
力!最终却拯救了全人类' 严锋认为!像
这样的启蒙主题出现在科幻小说中 !可
以说意义重大! 刘慈欣使中国文学重回
了启蒙现场'

严锋指出 ! 在这样一场有关文学的
讨论会上提到很多科学( 人工智能等话
题!这本身值得回味' 进入新世纪以来!

科学还是那个科学 !理性 (强势 (缺少人
性!但科学又正在加速攻城掠地!在一些

以前不可能攻陷的地方步步为营 ! 比如
文学 !以致于评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科幻文学到底姓文学还是姓科学 . 他当
然同意刘慈欣的意见! 科幻小说毫无疑
问姓文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志荣以科幻小
说中经常出现的人工智能为例! 探讨文学
与哲学(科学之间对话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
科学家( 小说家在超前思考一些由人工智
能研发而带来的问题! 即未来的人会不会
变成神一样的存在! 或人的历史将被人工
智能终结. 实际上!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畅
想和思考! 最后都会落到一个最核心的问
题上!即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但
人自己到底是什么.如何认识人自己.也是
在这一点上! 最古典的西方哲学之问与当
代最先进的科技之间可以展开对话'

刘志荣还特别强调了知识背景的变
化给新世纪文学所带来的影响' 他认为!

新一代小说家的知识背景和之前的作家
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先锋文学(对各种
类型文学非常熟悉! 对古典文学也很内
行' 知识背景会影响作家的想象力!这已
导致了新世纪文学在题材(气质上的一些

变化'毫无疑问!对今后的作家而言!个人
生活经验的更新固然仍是基本功!而知识
更新所带来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认为!科技
的进步正使得社会加速发展!也使得人类
的未来变得越发捉摸不定'这种科技社会
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波及到文学 ! 可以看
到!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性格令人捉
摸不定的人物!故事情节则动辄就时空穿
越(城市折叠!小说中的未来通常是不确
定的(令人惶恐不安的!那个可以为之奋
斗的可预期的未来似乎已经消失' "实际
上! 捉摸不定的未来正成为当代文学最
鲜明的特点 ' &

新世纪文学的姿态 !紧扣

当下 "放眼世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从鲁迅
对白话文新文学创作的评价谈起!以此观
照新世纪文学' 鲁迅一向从两个维度来看
五四新文学创作!一是看这些最新的文学
现象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如何!即人已有之
的前提下!我何为. 二是看新文学与传统

文学的关系! 也就是在古已有之的前提
下!而今安在. "今天&和"我们&!正是鲁迅
关注新文学的最主要角度' 以此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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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不难发现这两方面
我们都有所忽略' "如果我们的创作和评
论能够一方面紧扣当下 ! 强烈关注当下
现实! 同时眼光一刻也不脱离世界文学
的参照! 我们的文学界可能就少一点困
惑和苦恼' &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以梁
鸿$中国在梁庄%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 %

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作对比!分析新世纪文
学创作在反映中国当下农村社会问题时
的探索与努力' 都出自女作家之手!都给
读者带来震惊的阅读体验!但林白笔下的
农村样貌与梁鸿笔下的梁庄有很大差别!

这其中!作家的问题意识(采取的叙述视
角都值得留意' 梁鸿的作品更契合中国当
下对农村的想象!而林白则冒犯了大众审
美!某种程度上更有先锋性' 张莉指出!近
百年来中国文学对乡村的想象大致遵循
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三个传统!

而新世纪的乡土书写!更需要对书写者的
思考进行反思'

!陈思和文集"#七卷$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