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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府师门范居长
!!!记范伯群先生与复旦大学

!

陈思和

在范伯群先生突然发病前的
两个月里! 我连续两次接到范先
生的电话" 一次是嘱我为汤哲声
兄的课题写推荐信! 另一次是告
诉我!他建立了范伯群工作室的微
信公众号" 两次电话都是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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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后打过来的! 电话里范先生声
音洪亮!笑声朗朗!传递给我强大
的温暖之感" 就在一周前!我去医
院看望他!他身体微微有汗!右手
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有力量"我走
出医院时还暗暗地想! 范先生身体
素质好!也许抗得过这一劫"所以!

当
!789

年
8!

月
8"

日早晨我获
悉噩耗!依然感到震惊!悲恸无已"

范先生
86:8

年考入复旦大
学!与曾华鹏先生#章培恒先生#

施昌东先生同学! 贾植芳先生是
他们的老师" 贾先生为他们开设
了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

写作等课程! 他们在贾先生指导
下研究现代作家冰心#郁达夫#王
鲁彦等! 当时贾先生已经通过泥
土社推荐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但
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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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风冤案的发生!

贾先生被捕入狱! 范先生曾先生
等学生也都受到株连!历尽艰辛磨
难"但是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
不改初心!互相勉励!精诚合作!相
继完成郁达夫论#王鲁彦论#冰心
评传等重要著作" 他们以丰硕的
学术成果回报了老师和母校"

我第一次见到范先生和曾先
生!都是在贾植芳先生的家里" 那
时候!贾先生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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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身体健
朗!范先生刚

:7

出头!头发已经花
白" 范先生第一次见到我!就语重
心长地说$%我和曾华鹏都是贾先
生的老学生!你是贾先生重开山门
的新学生! 你要好好光大师门传
统" &这个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不
敢忘记"还有一次是范先生与曾先
生一起来看望贾先生!也是我第一
次见到曾先生!印象中曾先生的手
很温暖! 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很
久不放开" 那次谈话时!不知是谁
问起为什么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
不好!但对郁达夫却一向很好!曾
先生和范先生都做了回答! 讲的
是如何理解%创造气&的问题" 我
在他们身边有意观察了两位先生

的神态! 曾先生说话非常温和!而
范先生说话时! 在温和的语调后
面!还是有一种凌厉之气"

那个时期! 范伯群先生掌苏
州大学中文学科" 苏州大学是在
江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
的!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范先生
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非常亲密的
合作!经常来到贾先生的家里!一
面是看望老师! 也是向贾先生请
教一些学科建设的问题! 并且有
力地推动了苏州大学中文学科的
改革与发展" 我记得他经常把一
些老师和学生带到贾先生家里谈
天说地! 我就是在贾先生的客厅
里认识了很多苏州大学的老师以
及范门弟子" 其实在高校里担任
系主任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工
作!这一点!我自己在以后当了中
文系主任才有了深刻体会! 但在
当时却一无所知!像听故事一样!

经常听着范先生向贾先生诉说着
工作中的不顺和烦恼" 范先生被
退休以后!一度心情也不好!章培
恒先生热情邀请他到复旦大学古
代文学研究中心来担任研究员!

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与经
费! 使范先生可以潜心研究近现
代通俗文学史"那几年里!我亲眼
目睹范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

每天像青年人一样!背着一个包!

乘地铁到上海图书馆! 查阅各种
资料! 终于完成了十几年心血积
累起来的# 具有他鲜明个人特色
的学术体系"

范先生晚年在学术领域奉献
出他多年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成
果!提出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
学史理论"这是非常有活力的学术
思想的表现"我在前几年写的纪念
曾华鹏先生的文章里指出过!像曾
先生#范先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
域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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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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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的早期学术
活动不可避免被烙上原来以新民
主主义理论观点来建构文学史的
影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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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思想解放的时
代背景下! 必然会面临一个学术
范式转型的过程!但是曾#范两位
先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反
而是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完成了范
式转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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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井喷式地出版
了一批力作"这批力作就是他们的
作家论" 他们所研究的作家系列!

与当时主流观念下的鲁郭茅巴老
曹以及赵树理的排列不一样!是另
一种作家谱系" 看似边缘化了的
作家!恰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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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后拨乱反
正#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而这
个另类作家谱系! 正是他们早年
求学时由贾植芳教授传授于他们
的"后来他们走得更远!曾华鹏先
生晚年研究张资平! 范先生则一
脚踩进了通俗文学领域"

范先生研究通俗文学完全是
出于偶然" 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
所承担了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
划!编辑一百多种现代文学流派#

社团#作家的资料集!其中有一个
子项目是编辑鸳鸯蝴蝶派文学的
资料" 因为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在

苏州! 文学所就把这个编书任务
交给了苏州大学! 由范伯群先生
主持"范先生亲口告诉过我!他起
先并不想接这个任务! 觉得通俗
文学是新文学的批判对象! 很难
处理"后来编完了资料集的初稿!

他寄给贾植芳先生审读! 贾先生
看到资料编辑体例! 第一辑是批
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 第二辑才
是有关通俗文学的资料" 那天我
在贾先生身边! 先生指着书稿笑
着对我说!你看!还是大批判开路
啊" 后来他大约把这个意见与范
先生说了!第二稿编成!体例次序
变换过来了"这就是说!范先生是
在学术实践中! 对通俗文学的了
解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趋向于同
情的理解!渐渐地!他逐步修正了
自己原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成
为一个卓越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大
家"几乎在同时!复旦大学的章培
恒先生也对通俗文学产生了浓厚
兴趣!尤其是对武侠小说!他不但
亲自研究! 而且自己想动手写武
侠小说"他多次与范先生相约!要
去苏州大学住一段时期! 集中时
间读一批武侠小说! 但最终是因
工作太忙! 章先生也没有完成自
己的夙愿" 章先生是古代文学的
研究大家!他从古代禁书#明清小
说的传统理解通俗文学的意义!

自有其学术渊源! 然而范先生是
从研究鲁迅#现代文学起步的!要
从这个传统立场转型到研究通俗
文学#肯定通俗文学#甚至提升了
通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 进而
发展成两翼一体# 多元共生的文
学史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他不是肯定了通俗文学而否定新
文学'这在当今国学热#传统热的
思潮里是屡见不鲜的陋见(!而是
提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双翼齐
飞的学术见解"但即使如此!他的
见解也遭到过质疑和反诘! 我几

次看到范先生与反对者的辩论
实录#也当场见过他与同行们的
学术辩论 ! 一种挥之不去的印
象!就是在范先生表面温和儒雅
的谈风里!始终伴随着一股凌厉
之气"

由这股凌厉之气! 我想起了
章先生有一次回忆贾先生教学影
响时说的! 他说他在古代文学领
域做出了一些探索! 常有人讥之
为%邪派武功&!他却以这个%邪派
武功&而自豪!他公开说!这就是
贾植芳先生传授给他的" 我想范
先生学术上的凌厉之气与曾先生
学术上能够绵里藏针的风格!大
约都是有一点这个%邪派武功&的
基因" 这正是贾植芳先生留给他
的学生极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记
得先生经常嘲笑那些躲在书斋里
点燃一支香烟也怕烧痛手指头的
学术庸人! 鼓励他的学生要解放
思想#大胆去探索历史真相#追求
学术真理! 不要在所谓学院派的
华盖下唯唯诺诺!甘做帮闲"我在
章先生#曾先生#范先生等人的学
术传统里! 都看到了这样一种朗
朗做人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因此!我要说!范伯群先生早
年的学术起步! 晚年学术集大成
的辉煌! 都是与复旦大学和贾植
芳先生的学统密不可分" 他受教
于贾植芳先生!受累于胡风冤案!

在鲁迅
;

胡风为代表的新文化传
统中获得了做学问的知识和做人
的榜样! 并且在实践磨难中砥砺
出高贵人格" 范先生平时在工作
中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老师竭
诚以待!情同父子)对学生诲之不
倦!爱护慈祥"但在是非原则问题
上! 爱憎分明毫不苟且" 这个品
格!也是贾先生#章先生#曾先生
继承于鲁迅的精神品格! 正是我
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范先生去世后! 我拟了一副
挽联! 综合了我对范先生的上述
理解!敬献于范先生灵前$

贾师倚闾曾章念切仙界高坛

又召绝顶智叟

迅翁风骨鸳蝴传奇学府何处

再觅双翼巨鹏

范先生千古

中国敦煌学研究需要更好地走出去
!

柴剑虹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加强我
们的学术著作与文化普及读物的外译宣
传工作!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经典中
国&#%丝路书香&外译项目等!资助种类及
款项逐年增加!但其中申报的敦煌学图书
种类却非常少" 如

!"8<

年的%经典中国&

项目!共申报
8=<6

种!敦煌学仅
=

种$*解
读敦煌+++敦煌装饰艺术,"樊锦诗#关友

惠著$#*解读敦煌+++发现藏经洞,"樊锦

诗#罗华庆著$#*敦煌史话,"柴剑虹#刘进

宝著$% 该年的%丝路书香&项目!共申报
!=!8

种!敦煌学仅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一种"

改革开放近
>7

年来! 我们翻译引进
的外国敦煌学论著已数以百计!而国内有
关论著的外译却寥寥无几"

老一辈著名敦煌学家的著作'包括普
及读物(已外译的寥若晨星!我所知道的
只有两种$一种是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

术,'上海人民出版社&

!"#$

(!由土居淑子
译为日文于

86$8

年出版!书名改为*敦煌
的石窟艺术,)另一种是常书鸿等编*敦煌
的艺术宝藏,!

86$7

年由文物出版社与三
联书店香港分店合作出版英文本 ! 书名
?@A B@C)DE@CD FE51E)5G

"

此外!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述论,曾
出版韩文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
煌学大辞典,也于近年出版了韩文本" 我
和荣新江教授主编的%走近敦煌&丛书

8!

本!入选
!78=

年%经典中国&项目!经过我
们的艰苦努力!在高田时雄教授大力支持
下!由他组织并亲自监译!将其中郝春文#

荣新江# 高启安的三本著作译成日文!由
日本东方书店出版"

至于我国敦煌学学术期刊#辑刊上发
表的相关论文!有一个概略的统计" *敦煌
研究, 创刊至今刊文

:777

余篇!*敦煌吐
鲁番研究 ,

8!89

卷刊文约
=77

篇 !*敦煌

学辑刊 ,

86$7

年至今
6$

期刊文约
8:77

篇!'港#台(*敦煌学,至今
=7

辑!刊文约
=77

篇" 以上四刊发表的论文总计逾
9777

篇! 其中绝大多数为国内学者的中文文
章!有多少篇被全文外译- 我虽无调查!但
估计也是微乎其微吧. 如果说在对外经贸
上!我们常常以%顺差&自傲!那么在文化
学术的交流上!却是典型的%逆差&"

即便是已经外译的敦煌学著作!其翻
译质量如何!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例如
我与进宝教授合著的*敦煌史话,'中国大

百科出版社 &中英文双语版 &

%&!&

(!近年
已相继被译成俄文#德文本出版" 德文我
不懂!但全书却没有我们作者的署名" 俄
文本我稍能阅读!匆匆浏览!发现的问题
却使我触目惊心" 例如书中引述季羡林先
生的话$%世界上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自
成体系# 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

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
个" &俄译本却删去了%再没有&之后的文
字!季老强调的核心内容被消失了" 书中
劫掠敦煌文物的外国%探险者&的名字!俄
国的奥登堡不见了) 他们拍摄的

!777

余
张考察照片被缩减成了

!77

张)列举的敦
煌所出古文书目前的收藏地居然删去了
中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的名字"

要加强敦煌学学术著作及敦煌文化
艺术普及读物的对外宣传推广!增加外译
数量!提高外译质量!必须在进一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注重推介好作品!鼓励作
者# 出版者与国外专家学者携手合作!充
分利用相关平台!这是促进敦煌学研究与
文化普及国际化的必要步骤" 如文物出版
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
煌莫高窟,中#日文五卷本即是典型例证!

前述%走近敦煌&丛书的翻译也是成功之
例" 听说赵声良研究员的*敦煌石窟艺术
简史,荣获

!78<

年中国好书奖后!经作者
与美国#日本的专家的合作!其英文#日文
本的翻译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之中" 这些都
是推进国际合作#促进学术交流#增强文
化自信的必要之举"

范伯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