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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自己独
特的传统，尤其近些年，在您的带领下，中文系不仅在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研究方面一直保持领先水平，而且培养出许多文学批
评人才，很受关注；近年来，由于王安忆的加盟，又成立了“当代
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心”，争取到全国第一个“创意写作”的艺术
硕士点（MFA），在培养文学写作的人才方面有进一步的努力。
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陈思和：以前的中文系，也有叫“国文系”的，包括经史子集
教育，主要偏重于国学研究、古籍整理、音韵文字以及古代文学
研究。1949 年以后文史哲分工逐渐明确，教育格局有所改变。

“文革”后期的大学中文教育彻底打破了这个传统，复旦大学中
文系开始设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个专业，培养的目标也是
创作人才和评论人才，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梁晓声就是当时
创作专业的学生。“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我在参加第一
届（1977级）高考时，中文系招生简章里只分语言、文学两个专
业，创作专业取消了。文学评论专业就被容纳到现代文学专业。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系领导就知道我们班上很多同学是为了考
创作专业才来的，系主任朱东润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中文
系不是培养创作人才的。你们以后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学习创
作。中文系就是培养文学研究人才，先要打好文学基础。”然后
就讲了很多读书的道理。那时候很多教师岂止不支持学生写
作，连学生在报纸上发表短文章（那时叫“豆腐块文章”），也会
在课堂上公开揶揄，认为这是为了混稿费而浪费学习的时间。
但是还是有写作课，讲一些“凤头猪肚豹尾”之类的写作技术，
作业也布置写小说散文什么的。卢新华的《伤痕》就是这样写出
来了。当时教师不主张学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实也包含了

“短、平、快”的评论文章。
从学术研究上说，以前研究古代语言文学的学者不大看得

起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学科，主要是怀疑这两门学科的学术含
金量。那个时候主旋律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语言没有
阶级性，这是公认的，比较纯粹；古代文学、文献专业相对稳定，
而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基本上是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斗争工
具，学者想认真探讨一些文学规律和文学经验，就会受到批判；
要想生存，就只好甘当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就平平庸庸地混
着。1980年代以前这两门学科无甚可观。写作就更低人一等，大
学里的写作课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上的，复旦大学有一度写作教
研室没有固定教师，由新进的青年教师轮流上这门课。这种偏
重古典轻视现代文学、文艺理论的风气，在民国时期的大学里
也一样。台湾的大学教育也是这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
重要作家都是外文系毕业的，而不是中文系毕业的。

这个现象在 1980 年代以后逐渐改变了，主要还是社会发
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两门学科越来越成熟，越来
越体现出它们自身的价值观和独立的学科力量。文艺理论学科
的发展可能与1985年的“方法论热”引起大量西方文论进入中
国学术领域、打破了原来大一统的理论格局有点关系；现当代
文学学科的转折点也是在 1985 年，当时北大的几位青年学者
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打破了近代文学、现代
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格局。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1985年的
那场文学领域的“革命”存在的问题也很多，需要反省，但是当
时确实把学科意识强化了，慢慢地显示了独立的学术研究的自
觉。现在综合性大学越来越普及，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承担
了很重要的责任，表面上看，学科歧视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说到复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和写作教育的发
展，倒不是我担任系主任以后的事，之前复旦中文系的现当代
文学学科就有一些特点，可能与别的学校不一样。一个是复旦
从来没有独立的当代文学教研室，也没有独立的当代文学学
科，我留校任教的时候系里给我安排一门课，从现代文学一直
讲到当代文学，先是新文学70年，后来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
后来进校的青年教师也是这样上课的，所以，研究现代文学的
青年学者自然会把当代文学、甚至当下文学现象都放在研究视
阈里，把现代、当代看作一个整体的文学。郜元宝是研究鲁迅的
专家，张新颖是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他们同时又都是当代文学
领域卓越的青年批评家，现在你和金理也在走这样一条路，李
振声、倪伟也是这样，这似乎是复旦中文系的一个传统。我们的
身份也是双重的，既是在学院里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同时也是
关注当下社会和文学的批评家。

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放弃过创作。复旦大学历史上曾是一

个比较草根的学校，曾经聘请过许多著名作家来复旦教学，如
小说家孙俍工、靳以，戏剧家洪深，散文家方令孺等，后来又有
贾植芳，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他们当时都担任过写作课教师。在
我留校以后，中文系也有很多教师都在从事创作，写长篇小说、
散文。这对学生一定会产生影响。王安忆进复旦任教以后，教育
部特批建立全国惟一的文学写作硕士点，以后又作为试点开设
了MFA“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都是顺风顺水的，目前已经培
养了好几届学生，有几个在写作上是比较成功的，像张怡微、甫
跃辉、邹霖楠等。

可能是因为复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传统比较强，所以老先
生总是会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要写报章文章，等等，意在
培养学生走学术道路，强调多读书做学问，而不要迷恋文学创
作和急功近利地追求发表文章。但随着现在教育观念、培养目
标的变化，这样的风气已经淡漠了，教师也不会反对学生发表
文章，反过来惟恐学生发表不了文章，不能毕业拿到学位。从

“新概念作文大奖”风行以后，风气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个倾向上
去了。大学生创作成名都是得到鼓励的。

刘志荣：以您看来，大学的文学教育应包含哪些内容？它在
今天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此外，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中西教育
传统中，如中国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与西方的
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也译自由教育）中的“七艺”（算术、
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辩证法），类似今天所称的文学方
面的教育都是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而是在一个
系统、一个结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您怎样看待今天的文
学教育与广义的人文教育的关系？怎样看待今天的文学教育在
人格养成方面的作用？

陈思和：文学教育的定义，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文学的教
育或者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教育。我们从小就接受文学教育，那
是以文学为方式的开蒙教育。我们儿童时期都会唱儿歌背唐诗
听童话，读儿童书籍，讲故事，等等，都属于文学教育，它是以一
种形象思维、寓教于乐的方法来进行孩子的启蒙教育。中学以
后，因为高考的压力，应试教育占了上风，渐渐丧失了文学教育
功能，中学里有语文教育，知识教育，很少从审美角度来讲文
学，因此这一块教育是缺失的。这样一来，大学的文学教育就变
得非常重要。

什么是大学的文学教育？我想应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是文学方面的专业教育，即以文学为教育的内容，并且以文学
的方式，偏重于审美性、艺术性、赏析性的教育，旨在提高学生
的文学审美能力，艺术鉴赏能力，以及文学批评能力，文学写作
实践的能力（后一种能力有待于文学写作的实践教育，如复旦
大学中文系设置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教育，而不是指一般的大
学写作课程）。第二部分是指大学通识教育里的文学审美性的
课程，它属于一般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大学素质教育一般偏
重人文教育而不是技术教育。

要讨论这个问题，还是要先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强调文学教
育？文学教育对学生真是那么必要吗？在我看来，文学教育是整
体的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而人文教育与知识教育是不一样的教
育类型。知识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从无到有的教育，即受教育者
原先不具备某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不通过学习是永远不会掌握
的，如数理化知识、外语知识，包括人文学科中的某些知识体
系，所以需要进入专门的教育机构（如学校）接受这方面的教
育，他通过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然而人文教育是涉
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说通俗些就是人性的
教育。人性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文的要素是每个人都是与
生俱来的，因此人文教育不是从无到有的教育，不是把外在的
知识通过教育灌输到人的头脑中去，而是一种含有启蒙性的，
通过教育来激发受教育者内在的人性因素，使之觉悟到人之所
以为人的自觉性。

因此，人文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它是通过启发受教育
者自己意识到某种与自己生命内涵相连的东西，使其获得对自
己的深刻认知，从而获得做人的尊严和自觉来完成的。人的身
上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感情和伦理要素，如喜怒哀乐、同情心、正
义感、助人为乐与群体性分享、荣誉感和羞耻感、对爱与被爱的
渴望、生命本能的许多冲动等等。这些要素本来是不需要别人
灌输给他的，是与生俱来的，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力量的影
响和制约，人不是与生俱来就能自觉地意识到和发展各种人性
的因素，很多本能的道德伦理因素都是被压制、被遮蔽的，需要
通过人文教育来打破各种人为的遮蔽，使人具备对自己的行
为、生命和价值能够主动把握、独立负责并自觉施与社会交际
的能力。譬如，人都有喜欢和恐惧的本能，这不需要教育和灌
输，但是把这两种感情因素对象化，就变得复杂了，用比喻的方
式来说，一个孩子在没有接受教育以前，他无法分辨狗与狼的
区别，孩子一般都喜欢小狗，但也可能会喜欢小狼。可是当他接
受了教育，告诉他狗是人类的朋友，狼是凶恶的，他以后见到狼
的意象就会产生恐惧或者厌恶的感情。这种恐惧或厌恶狼的自
觉是被教育的，以后他还可能把“狼”进一步与凶残、贪婪等人
性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坏人”联系在一起，使人的恐惧和
厌恶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了。“人恐惧厌恶狼”并不是一种“知
识”，也不是从学校里接受教育才知道的；而是在从小开始的儿
童故事、民间传说等等教育中逐渐获得，这些教育唤起了受教
育者本能的恐惧自觉，同时这里面也包含了正义的教育，善恶
的教育，甚至有某种自我牺牲的教育。这就是人文的教育。然而

人文的教育也是可以被颠覆的，如动画片《喜洋洋和灰太狼》里
的狼，就不会让人产生恐惧感，相反，会对狼的形象产生同情。
所以人文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教育，受教育者不同的生命体
验，也会导致不一样的自觉。这就是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文
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在于启发和培养人的自觉，与知识教育
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机制，知识教育应该在学校里完成，而人文
教育（文学教育）则可以通过自我感悟、名师指点、阅读经典、人
生体验等多方面的途径来获得，当然，如果在我们学校里设有
完整的人文教育机制，则受益者就会更多更广泛，整个国民素
质的提高也更有保障。

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最初阶段，最贴近生命的原初形
态，也最富有感性的力量。当人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没有达到从哲学层面思考人生的高度的时候，
他已经从文学的层面感受到生命的各种体验和对人生的各种
认识，具备了丰富的感情世界。一个生命意识强烈的人、人文体
验深刻的人、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未必就接受过完整的知识
体系的教育，但是他对人文方面的感受能力可能超过那些高学
历低情商、感情枯燥、面目可憎、乏善可陈的人。因此，文学教育
也可以说是人文教育的基础。（我们暂不涉及艺术教育，其实艺
术教育也是人文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比文学教育更加基础。
完整的人文教育应该是阶梯型的教育体系。）

大学中文系本身就担负了文学教育的义务，除了培养专业
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外，进行文学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并且通过文学阅读来提高学生理解人生社会、历史现象的
能力，以及通过文学写作实践来培养更多的文学人才，都是中
文系的教育任务和培养目标。尤其在今天大学教育越来越趋向
大众化（非精英化）和实用性（非专业性），大学中文系本科的培
养目标，除了为一部分人进一步的专业研究打基础外，大多数
的学生将在本科毕业后从事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工作，只有少数
人才会继续从事专业研究。因此从教育的功能来说，培养健全
而美好的人格比给予高深的专业知识也许更为重要。这种情况
下，文学教育的地位就明显地凸现出来。大学的文学教育可以
由如下三部分组成：一，中文系以普及文学知识、提高文学审美
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专业文学课程，如文学作品选读、文学史以
及各类文学选修课；二，文学写作实践，如古典诗词欣赏与实践
课程、文学评论和文本细读、作品研讨、业余创作的指导、也包
括MFA专业课程；三，面对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

刘志荣：您的研究和工作，一方面在专业方面取得了很大
成就，另一方面，也一直和文学现场保持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这
些方面您的思路和经验——还有，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仔细谈谈？

陈思和：我个人的追求，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学习
现代文学的人的学术活动，是受制于这个专业的学科特点
的。我以前说过多次，现代文学为什么是二级学科，与汉语
言文字学、古代文学、世界文学同一等级？它的学科依据究
竟在哪里？古代文学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代文学从晚清算
起，到今天也不过 100 年出头，历史并不长久，内涵也不复
杂，到现在，许多高校还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台港澳文
学、少数民族文学分成好几个单元，把一个原本内涵就狭隘
的学科弄得四分五裂，这样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人才
呢？就算把这些分裂的小支流统统综合起来，也不能与古代
文学相比。为此，有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为了强调
学科的学术性，也像研究古代文学一样去研究现代文学，经
典化啊，编年谱啊，考证一些佚文啊，我不是说这些工作不
该做，它们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们这个
学科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现代文学 （包括当代文学） 与古
代文学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学
科，它没有时间的下限，也就是说，现代文学虽然历史不
长，但是它是一门与未来的文学发展紧密关联的学科。

我读书的时候，现代文学的历史只有70年，而现在已经百
年了，以后还要发展下去，50年、100年甚至几百年，都是我们
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
像研究古代文学那样钻故纸堆。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必须走向社
会、认识社会，把未来的意识与文学史结合起来。我在 20多年
前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谈过一个现象，未来文学中出现任
何一个新的文学实践，都可能改变我们对整个文学史的既定看
法。譬如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和再认识，
导致了对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现代派的重新评价；上世
纪90年代，上海经济起飞引起了对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怀
旧热、海派文学以及张爱玲创作的追捧，张炜、莫言、张承志等
一大批作家走向民间的写作立场，又引起了我们对文学史上沈
从文、萧红等持民间立场的作家的进一步关注；新世纪以来，旧
体诗词、网络文学、类型小说以及科幻动漫等创作现象的泛滥，
又激起了对文学史上“雅俗鸿沟”的再讨论，等等，我们的文学
史就处于不停地重新认识、重新鉴定的过程中，这也是当年“重
写文学史”的基本出发点。要想现代文学有个定论的文学史，选
出一批“经典”不能动摇的地位，大约都是靠不住的，时间、未
来、社会走向，都会改变我们今天的文学史观念。所以，我们现
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在当下是双重的，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
学）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客体对象，同时我
们在面对它们做研究时，本身又是属于对象的一部分，换句话
说，在现代文学走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属于我们研究

对象的一部分，作为客体的现代文学同时也体现我们主体的一
部分，研究者参与者的主体在推动学科本身的走向未来。所以
我经常对中文系学生说：我们属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如
果现代文学传统是一道长长的河流，我们都是河底下的石子，
传统之流将在我们身上淹没而过，又带走了我们的丰富的生命
信息。

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文学教育本身不是一项与当下文
学发展无关的知识教育，而是当下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
文学的发展本身与大学的文学教育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的
学生文艺社团、30年代京派海派的校园文艺运动、抗战时期重
庆和昆明的学生诗社、“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思潮、作家进入
校园推动文学教育、以学院为背景的文学批评，等等，都是现当
代文学的一部分，无法剥离。你指的与“文学现场”保持了密切
的关系，大约在这个学科背景下可以得到充分的理解。我们的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文学活动，本身就是当下文学的一个组
成部分，是当代文学所发出的声音。

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文学教育也包含了文学史的传
承功能。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灾难深重的“旧邦新命”的国家，文
学史研究是近百年才兴起的西方学科观念，古代中国没有专门
研究文学的机构，但是 2000 多年的优秀文学传统还是保存下
来的，它主要的保存渠道不是靠市场运作，而是靠教育体系。中
国历朝历代都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而文艺属于古代
经学教育的一部分（如《诗经》），在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中，文
学其实也占有了很大的比重。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如果
没有这样一个极为强大的教育传统在运作的话，很难想象古代
文学能够保存下来。其次才是通过历代文化经济的环境而流传
于社会的各类文学作品，那主要是指相对通俗的文学类型，如
词曲、戏剧、话本、小说等等。到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中文一级
学科就成为本民族语言文学的根本之学，也是承载发展中华文
化传统源流的重要教育机构，文学教育在它的本义之中，所以，
中文系对文学教育的忽视、轻视都是错误的。

刘志荣：您从事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已有30多年，这里面
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您觉
得新世纪以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何变化？哪些方面与以前相比
有进步，哪些方面相比之下又会显得有些不足？

陈思和：我在复旦大学工作30年，也从教了30年。我的教
育生涯里，从未把中文教育看成是与社会脱离、与时代脱离的
纯粹学院的知识教育，也从未把文学教育、人文教育和知识教
育分割开来，甚至也没有把大学教育工作与一个知识分子在当
下对自己使命的履行、责任和实践区分开来。一切都是在自觉
的实践过程中探索着进步。所以，文学教育也只是我的工作实
践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也无所谓经验教训。我只是觉得，搞好
中文教育一定要包含文学教育而不是排斥，可以说，80%的学
生考入中文系，都是有一点文学梦、作家梦的，不要轻易把学生
的梦想扑灭。虽然学术教育、知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
务，但是学生有一点文学兴趣、创作才华，绝不是坏事。其次是
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作活动，包括壁报、系刊、业余话
剧、诗社等等，鼓励学生有广泛的兴趣爱好。所以我很支持作
家进校园，如果我们的知名作家都经常在校园里走走，即使不
上课，能够让同学们在教室里、操场上、甚至食堂里经常见到，
也是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

新世纪以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显然越来越受重视，那种
莫名其妙地鄙薄作家的学院派傲慢态度现在越来越少。过去
学界流传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瞧不起沈从文的故事，现在大约
不会再出现了。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请王安忆来复旦上
课，那时候王安忆很年轻，她坚持要开一门教务处认可的正
式课程，我与当时的系主任陈允吉商量，陈允吉为王安忆设
计了一门当代小说的选修课，还特意给王安忆颁发了这门课
的教授聘书。结果王安忆上课引起系里很多老师的反对，觉
得作家可以来大学开讲座，但开一门正式的课则不行。但是
王安忆这门课上得非常棒，不仅选修者很多，而且课堂讲义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也大受欢迎。事实证明，作家上大
学讲台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要看上什么课。到了新世纪，
王安忆被正式引进复旦大学，成为二级教授。学校专门为王
安忆建立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心”的平台，并且为她
设计了全国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和MFA专业硕士点，都完
全是量体裁衣、根据作家特点来设计的。同时，学校也根据
国际惯例，把MFA专业硕士点视为文学写作的最后学历，不
再设立博士点。这样就把文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体系联系起
来，置于一个既为一体又有特殊性的教育位置，我认为是完
全恰到好处的。

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作家教授是很普
遍的现象，文学教育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中国则刚刚开始获得
普遍认可，渐渐地普及开来。我觉得这是好事，学院与社会的关
系也会越来越紧密起来，而且这种紧密关系不是建筑在金钱、
利益和权力之上，而是建筑在一种文学想象、审美想象的共同
空间之上，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加美好。

“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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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美好
——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思和访谈 □刘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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