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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何西来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9年，正当新中国建立10周年之际，根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的提
议，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商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意，两家合办文艺理论研
究班，简称文研班，集中培养文艺理论骨干人才。
何其芳、何洛任正、副班主任。
研究班面向全国招生，由高校、省文联、省作协等相关单位推荐，经考试合格，予以录取。
前后共办三期，外加一期进修班。
    文研班的业务由何其芳领导的文学研究所负责，包括课程设置，教师延聘，派专业辅导员，安排论
文导师等。
人民大学负责日常管理，包括党员组织生活，学员政治思想工作，食宿管理，以及外语课、政治课、
逻辑课和少数专业课。
    文研班第一期共招收研究生39名，全部是调干带薪学习，绝大多数为中共党员。
专业课按照周扬的意图，何其芳邀请各学科顶级的海内外专家名师前来讲课。
学制3年，统一延长1年。
满3年时，因工作需要，有相当一部分学员返回原单位。
到最后举行毕业典礼时，仅剩18人。
文研班的学习，除了组织系统的、一流专家的高水平授课外，还非常重视学以致用的写作能力训练。
不算各人的毕业论文，在四年学习中，文研班一期的同学，还按照当时“反修”的需要，以马文兵的
笔名，写过大量习作发表，也有些短文以文效东的笔名发表。
其中，《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
的艺术遗产》三篇习作，在1960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在《文艺报》被作为重点文章，乃至领头
文章刊出，总字数7万多。
这是极少见的，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由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些习作的价值取向，显然受到某些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如对巴人
的批判，就很值得反思。
    文研班一期的同窗们毕业后不久，便碰上绵延10年的“文革”灾难，学术的结果期、鼎盛期，被大
大地推后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和90年代前期，他们才得以在全国各地的文艺领域，颇见光彩地发挥了
骨干的或学科带头的作用，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到了新世纪的2005年，当年马文兵的成员们已经很有一些过世了。
活着的同学们，怀着难以抑制的对母校的思念和对师长们教导深恩的感激之情，聚首北京。
能来的都来了，也就14个人。
文学所的领导和人民大学的领导，都分别热情地接待了大家。
在座谈中，时任文学所所长的杨义，在充分肯定当年文研班办学经验的同时，还提出，写一本回忆录
将会很有意义，并说写好后文学所可以帮助出版。
    那次聚会中，成立了文研班一期(马文兵)同学会，推举缪俊杰、何西来、贺兴安为会长、副会长，
韦凤葆为秘书长。
联系仍健在的马文兵成员写稿的工作，便从那时开始了。
但由于大家年事已高，又分散在全国各地，还有少数人定居海外，联系十分困难，回忆录的写作，进
展得并不十分顺利，只有部分稿子收了上来。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也是文研班一期开班50周年，同窗们相约，再回母校看看，以
为纪念。
9月金秋，大家又一次欣喜地聚首北京。
文学所的领导和人民大学的领导，像上次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大家。
然而，来的同窗又比上次少了4位，有的故去，有的重病缠身，有的-远在海外。
满打满算，也就到了10人，不过是当年那支意气风发的马文兵队伍的四分之一，相当零落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九畹恩露>>

大家相视而笑，都是白发萧疏的耄耋老人了。
    回忆录的写作和催收和出版，变得十分紧迫了。
同窗之中，已经很有几位当年的写手根本不能动笔，有的甚至老年痴呆到不认人了。
所幸出版的事，得到党委书记钟代胜和党圣元、刘跃进两位副所长的大力支持，列入所史“抢救”项
目。
从去年聚首，到今年5月，无论是写稿者，还是催收人，都非常辛苦。
然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终于可以把到手的回忆录文稿，图片和相关资料编排出版了。
    这本文研班一期(马文兵)回忆录，定名为《九畹恩露》，取屈原“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
亩”的典故，以感念前辈师长们滋树栽培，阳光雨露之恩。
    回忆录共收21位马文兵成员的追念文稿36篇，其中包括新、旧体诗(词)4篇。
其芳师是文研班的主要创办者、组织者、授课教师和论文导师，他德高望重，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在
作文上，都堪为师表，所以将《先师何其芳治学录》置于首篇。
    附录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何其芳老师当年为文研班同学所开具的《必读书目三百部》。
这个书目非常重要，好多回忆都提到它，但因年代久远，谁也没有保留下来，谁也回忆不起全部，徒
令不少文学史家遗憾与叹惋。
最后收到潘翠青的回忆文章，讲到这个书目，有些细节，非持原件者不能道。
打电话一问，果然她那里有一份原件，真让人喜出望外。
据潘翠青说，她“文化大革命”时仍在暨南大学，东西放在那里，没有被抄家，书目得以保留下来。
而她丈夫吴文煇所在的中山大学的家，则被彻底抄了，如果放在中山大学，肯定没有了。
    附录的第二部分，收了马文兵的三篇习作。
其芳老师一向主张从文章判断作者的综合素质，包括其优长和局限。
习作也不例外。
它们是仍然活着的马文兵的成员们对那段成长的历史进行自我省察的镜子，故录以备考。
    总之，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九畹恩露》，既真实地记录了文研班一期的同学们在那个生命阶段成
长的心路历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和生动的细节，更真诚地表达了大家对先师们的感戴之心和
敬重之情，还有那让人难忘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相濡以沫的同窗之谊。
    2010年6月10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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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文艺理论批评家何西来主编，收录了21位作者的三十多篇回忆文章，以及几十张很有价值
的照片。
这些作者都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文学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的学员，
他们对当年在文研班的那段学习生活的回忆，文字生动，细节真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些史料，无论对于填补文学所史的空白，还是对20世纪现代文艺理论和文艺理论教育的研究，都具
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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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多
所大学兼职及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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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学友贤——文研班回忆之三/缪俊杰
忆何其芳/孙国林
忆我们的副班主任何洛/孙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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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狮子胡同生活琐忆/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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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七言/陈兆荣
四十年后话“文研班”/李希贤
文研班的记忆/梁仲华
沉痛的回忆，实事求是原则的胜利/戴其锷
长征精神万岁——首届文研班同学四十六年后返京聚会感言/戴其锷
想起春元兄/申文钟
在“文研班”的难忘岁月/何寅泰
忆张兄/王德勇
忆学兄陆一帆教授/张颂南
悼其锷/叶凤沅
忆冯湘一同学/潘翠菁
难忘的春节/刘建军
刻在心上的记忆——追念何其芳同志/何西来
愚人节的感伤/何西来
附录一　由班主任何其芳所开具的必读书目三百部/
附录二　马文兵习作三篇/
　第一篇　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马文兵
　第二篇　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就“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复归”同巴人辩论/马文兵
　第三篇　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艺术遗产
　　　——为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五十周年而作/马文兵
后　记/何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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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芳师出身于四川万县的一个有文化的封建家庭，有家学的传统，受过长时间的私塾
教育，系统地读过一些古代典籍、诗文和古典小说等，后来又受新式教育，大学先后读过外文系和哲
学系，酷爱读书，古今中外，涉及面极广。
以新诗而论，做学生时，他就读过当时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新诗集，包括翻译的。
他还读过当时能找到的、借到的几乎全部已经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
这不仅为他早年的诗文创作，培养了很好的艺术感受力，又为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打下了很扎实的
基础，养成了勤奋读书的习惯。
他爱书如命，嗜书如命。
平生不抽烟，不喝酒，几乎说不上有什么嗜好。
在饮食习惯上，喜欢吃肥肉，最好是颤抖的“立方寸”，但这算不上什么嗜好，一如毛泽东的喜欢吃
辣，喜欢吃红烧肉。
如果非得要说有什么嗜好的话，就是嗜书。
写作、工作之余，他唯一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琉璃厂中国书店。
那里有了什么好书，特别是善本、孤本，他一定要为所里图书馆买来，或为他自己买来收藏。
文学所48万册藏书，其中的线装书，尤其是善本书库的收藏，基本上都是在他长所时购置的。
而文学类珍、善本的收藏，仅次于北图，而与北大图书馆互有短长。
他个人的藏书，达3万余册，除了曾作过文学所第一任兼职所长的藏书家郑振铎，在文学所，他就是
首屈一指的了。
他的藏书，以线装书为主，也有善本，加上大量平装书，在内容上含古今中外。
这些图书在他身后为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所收藏，那里的图书馆设有专门的何其芳藏书阅览
室。
其芳师读书，有做批语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
统地整理过。
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文化视野上来看，其芳师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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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校改完这本《九畹恩露》的清样，已经是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了。
北京已经春绿，可以听见陶陶盛夏的敲门声了。
培育我们成长，施给我们乳汁和恩露的先辈们、先师们，早已驾鹤远去，连我们自己，也都深深地步
入了耄耋之年。
同窗之中，竟有三分之一和我们阴阳悬隔，跟到另外一个世界，随侍先师去了。
以致回忆录的作者中，有两位学兄戴其锷和陈宝云的名字，不能不加上黑框，作为纪念。
    书稿里师兄师姐们的回忆文章，从收到稿件，到编排成书，到校改完清样，我至少都仔细读过三次
以上。
每读一次，都感动不已，常至潸然泪下，以致像老杜样感慨：“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都曾有过一个非常青春的年岁，又恰逢共和国的早晨。
虽然天空时见阴翳掠过，但毕竟不掩火样的激情，哪怕是苦难，是饥饿，在回忆的追光里，都浮现出
某种诗意的氛围里。
那时，我们正是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的主角。
    在这本书的组稿、催稿中，马文兵同学会的会长缪俊杰兄，做过许多组织工作。
他的三篇稿子也写得极为认真、突出；一遍一遍地改，稿子送来了，还要改。
实在让我感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几届文学所领导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新一届所长陆建德，党委书记刘跃进，副
所长高建平，科研处长严平，都多有关照。
还有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院长，张永清副院长，陈传才教授等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也让人难忘，一
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感谢出版社的魏小薇和周志宽。
    最后，我的老伴儿，马文兵同学会的秘书长韦凤葆，在本书的约稿、催稿、催要新老照片的过程中
，在后续的编稿、校稿、联系责编等一应琐细的杂务中，都替我分劳、代劳，勇于承担，不辞劳累，
对她，就不是一个谢字可以了却的。
    谨以此书纪念我们的先师，我们的先走的同窗，还有我们自己远去了的青春。
    何西来    2011．5．4六砚斋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九畹恩露>>

编辑推荐

《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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