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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上中文系》是一组精选的随笔集，分为复旦篇和华师大篇，主要围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
年代的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大中文系而展开，多角度地展现了那个时期沪上两大中文系师
生的多个面相，尤其是几位学术大家的流风余韵，进而呈现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以及教育界、学术界
的侧影。

《海上中文系》汇集了章培恒、陈思和、李辉、陈子善、格非、毛尖等诸多名家的文字，尽管风格各
异，有的平实，有的华丽，但都情深意浓，尽显复旦中文系、华师大中文系两大中文系的先生之风山
高水长。
透过先生之风，也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学界、学术界的思想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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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言，《知识人》丛书主编，《凤凰周刊》特约撰稿人，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
知识人》等，编有《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演讲录》等书。
康凌，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参与编辑《丘东平研究资料》，并译有《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文章散见《读书》、《
鲁迅研究月刊》、《热风学术》、《史料与阐释》、《东吴学术》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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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复旦篇 我跟随蒋先生读书章培恒（3）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一）陈思和（12） “胡风分子” ——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二）陈思和（19）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三）陈思和（29） 历史的门 —
—贾植芳先生散记李辉（38）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贾植芳先生琐记张新颖（44） 记忆的碎
片 ——怀念蒋孔阳先生郜元宝（54）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王彬彬（60） 四月骊歌 ——送别章先生吴
盛青（76） 从庸常到戏剧化 ——谨以此文纪念恩师许道明先生徐珏（88） 骆玉明老师张新颖（95） 
同学少年都不贱郜元宝（99） 从军训到毕业季孙洁（105） 华东师大篇 施蛰存先生侧记陈子善（115）
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张闳（122） 师大忆旧格非（151） 丽娃河吕约（163）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毛尖
（169） 在文学回到人学立场的日子里李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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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跟随蒋先生读书 章培恒 1952年夏秋间，全国高等学校开展了院系调整工作。
其结果，不但许多有名、无名的高等院校就此消失，就是继续存在下去的，其所设学科也大为减少。
与此相应，教师和学生尤其是教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调动。
学生的调动是有明确规律的，甲校的某系并入乙校的相应系后，其学生就全都转过去；教师的调动却
呈五花八门之势，即使其所在的校系继续存在，一部分教师也仍被调到其他的——而且往往不止一个
——学校任职。
如其所在的系并入另一校了，教师却不都并入该校，而是向几个学校分流。
当时，被撤销的学校不必说，就是保留下来的学校，其师生能留在原单位的也只是少数，大部分都被
调至其他地方，包括外省市的学校；上海的师生就有远调东北、西北等地的。
这空前绝后的壮举，奠定了建国后全国高等学校的格局和传统，我们至今仍承受着它的余荫。
只不过在我们这些老人脑子中如此宏大、红火的场面，现在的青年大学生却已一无所知了，想起来真
使人不胜感慨，生活到底比别的一切都强大。
 院系调整以前，我虽然已在大学里悠闲地度过了三个多学期（因为第四个学期没有读完就生病休学了
），高兴时偶尔去听听课，否则就随便翻翻书，日子打发得颇为惬意，但却不知学问为何物。
院系调整后，我从就读的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听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课，养成了眼高手低
的习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眼高手低不但对青年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到了老年也仍然如此。
一般说来，年轻人很难达到眼高手低的地步，倘不准他眼高手低，那他就只能眼低手低，一辈子向所
谓专家、教授也者顶礼膜拜，也就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
实际上，只有眼先高了，手才能跟着高上去，但在手高了以后，如果眼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那么，
发展到一定阶段，他就会自满自足，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
所以，我认为我进入复旦后的第一大收获，就是从原先眼低手低进到了眼高手低。
在这方面，我首先应该感谢朱东润先生和贾植芳先生，而使我改变原先的手低状态的，则是蒋天枢先
生。
尽管我现在仍然手低，但比起原先，到底有所不同了。
 蒋先生字秉南，江苏徐州人，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8年。
1927年至1929年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师事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
毕业后曾在河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43年担任复旦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蒋先生始终坚持陈寅恪先生的传统，忠于学术，对曲学阿世的行为深恶痛绝，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他没有写过一篇趋时的学术文章，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学术批判；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没有在系
里、校内的学术批判会议上发过言。
他的著作，无论是关于先秦的《诗经》、《楚辞》，还是关于清代的全祖望、杭世骏，都是为了发掘
出真实的情况，加以描述，此外没有其他的目的。
在陈寅恪研究方面同样如此。
 1953年9月11日，蒋先生特地从上海去广州拜谒陈先生，在那里逗留了大约十天。
临行前，陈先生作《广州赠别蒋秉南》诗：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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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上中文系》收录了章培恒、陈思和、李辉、陈子善、格非、毛尖、李劼等诸多名家的散文（随笔
），风格各异，但纪事颇有趣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20世纪后半期海上两大中文系——复旦中文系
、华师大中文系的流风余韵。
章培恒、陈思和、李辉、陈子善、格非、毛尖、张闳等娓娓讲述复旦中文系、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先
生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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