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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曼君先生走了。
他比我还小两岁，身体、心态向来都不错，却突然先我而去。
闻讯后不禁黯然良久。
    我与曼君最初相识，是在1961年，至今已整整五十年。
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正主持全国两百多种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
我与曼君共同参加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瞍主编)，即是其中之一。
那时，我们两人都还不足三十岁。
由于各自的工作都相当紧张，我们之间个人的接触并不多。
真正相互熟悉起来，则要到“文革”结束，《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又上马之后。
    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夏秋之交，曼君正在北京。
不知他何以得悉周扬已经从被拘押的场所出来，便约我同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
我们听周扬提到了“文革”中的某些经历，也谈到他今后如果出版文集，会把自己所发表的文章全收
进去的打算，周还特意提到了那篇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必须收。
从中组部招待所告辞出来，一路上曼君就向我表示，他很佩服周扬那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敢于负
责的精神，我也深有同感。
正因为这样，几年后当《周扬文集》正式出版时，同样是周扬却说“《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由
于是毛主席亲自阅改过的，所以就不收进文集”，曼君就失望地表示“无法接受”，“没有道理”；
因为毛泽东所加进的那几行文字(“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
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
了”)，早在“文革”中就曾以黑体字公开发表过，绝不能成为作者自己推诿责任的理由。
可见，曼君的是非感相当分明。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曼君在饭桌上当众摇头晃脑、满怀激情地朗诵自己新诗作品的景象。
虽然现在早已记不得他背诵的是哪几首诗，但在我记忆中，这样的场面至少曾出现过两次或三次，每
次必是朗诵者神采飞扬，在场者则欢笑不已，一餐饭下来，每位友人都感到非常愉快。
足见曼君颇有点诗人气质，而且性格相当开朗。
因此，当后来有朋友传说他患了抑郁症的时候，我实不敢相信这类消息，总觉得和他的气质有点相背
。
    确切地说，曼君其实既有诗人的热情、浪漫、活泼，更有学者的严谨、勤奋、扎实，而且后者应该
是他更为根本的特质。
他早年那篇《(创业史)的长篇结构与人物描写》，便写得相当中肯到位。
后来在沙汀研究、郭沫若研究、余光中研究等方面则更有出色的成绩。
《论沙汀小说艺术再现的特征》一文，将．这位作家写实主义之厚重、细密、锐利、泼辣展现得淋漓
尽致。
《(女神)创作灵感试论》、《自然科学的精神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二文，对郭沫若的诗作灵感和
泛神论思想均作了科学的颇有说服力的论析。
《余光中现代诗学品格论》更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不仅论述得全面得体，而且富有思想学理
的深度；既体现出研究对象余光中诗学境界多元丰厚的特点，也显示了曼君自身学术视野的开阔和襟
怀的宽广。
这些都是我自己作为同行，读过他的著作后不能不一吐为快的实际感触。
至于像《新文学“以美引真臻于善”教学体系刍议》这类文字，更可以说是总结了他丰富的教学经验
后形成的真知灼见。
    曼君是一位非常诚恳的人。
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动：1989年8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出后，我曾给
曼君寄了一册，但并不敢期望他撰文评论，因为知道他很忙。
过了七八个月，我却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上面载有曼君先生的大作《一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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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与开拓性并重的小说史力作——评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长达万余字，写得非常认
真，而且极有见解。
十多年后，当我想在拙著第三版(增订版)中选收几篇书评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曼君这篇，但终因其篇
幅较长而不得不犹豫再三，忍痛割爱(仅在书评目录中显示)。
我想，曼君自己或许是能够体谅我此番不得已而用的苦心的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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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黄曼君学术与人生》是为了纪念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华中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黄曼君先生逝世一周年而编辑的一部纪念集。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黄曼君学术与人生》汇集了对黄曼君先生学术思想与教学经验专题研究的文章
，收录了黄曼君先生20多位博士、部分硕士回忆追随黄曼君先生求学问道时的心得体会与生活片段；
黄曼君先生生前同事与学术界友人缅怀黄曼君先生学术人格与性情风采的诗文；纪念黄曼君先生70寿
辰与去世后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黄曼君先生去世后追悼活动期间有关学术机构与学界友人发来的挽
联与唁电。
压轴为黄曼君先生的夫人与其二公子合作完成的生平年表。
以此表达我们对黄曼君先生的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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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泽龙，1957年生，湖北洪湖人。
1982年元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毕业，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高校首批跨世纪学术
带头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
主要学术成果有：《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湖北文学史》(与王齐洲合
著)、《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中国现代文学》(主编)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有近60篇文
章为有关刊物转载或转摘。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诗歌等。
黄水林(1958-)，湖北仙桃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财会研究》杂
志社社长、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大众文学以及高等教育财会研究。
已出版《中西通俗小说比较研究》、《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郑振铎与民间
文艺》、《张恨水及其作品论》、《民间文化与荆楚民间文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合译)
、《学校财务会计手册》(副主编)和《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财务改革与发展》(总纂)等著作10多部，
发表论文100多篇。
曾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学术著“山花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合著)，以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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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位有真性情的学者(代序)一、学术风范黄曼君的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追忆诗性澎湃天性自然的
曼君师先生教我做学问——纪念黄曼君先生逝世一周年文载道而儒雅诗缘情而风流——黄曼君的学术
个性与文学智慧学者生命的青春气象——黄曼君先生的学术个性春华秋实——黄曼君老师的范式论、
经典论和革命文艺论史论研讨讲析唱诵——记黄曼君先生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艺术“老去的是时间”—
—黄曼君先生70寿辰暨执教50周年学者个性化的追求把做学问当做一种生活“教案最好背得”学术创
新是学术生命的活水源头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才情高卓真实率性——纪念黄曼君先生追求
学术至上的当代学者情怀“带有一定的开创性质”的一本创作论百年文学理论的足迹——评《中国近
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稳健与创新：一代学者的历史品格——评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
”》评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诗性的烛照与栖居——评《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自决
”、“自性”的生命之流——评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品格论》二、师生情缘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与黄老师思域恢廓不懈奋进的曼君师有容乃大教师楷模学者风范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楚时之人”我
的读博三年——忆黄曼君先生永远的黄老师我读曼君师永远的导师我认识的黄老师恩师如火黄曼君教
授的诗性人格春风雨露润物无声以学术为快乐的黄老师感恩节前忆恩师三、性情风采浪漫学者余派知
音先生本色是诗人感念曼君同志真人诗心青春明朗而天真真诚而宽容真人桂子山的黄曼君活力·才情
：黄曼君先生的魅力黄先生与鞋子的故事歌者来生还做您的“二公子”给我无尽父爱的慈祥公公只是
爷爷率真吾师黄曼君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四、新闻报道率性而行，风神何让魏晋；吟诗唱曲，教学不拘
古今——著名学者黄曼君教授因病辞世学术之路的四重境界——黄曼君教授访谈录文化人写真：黄曼
君的文学人生黄曼君：桂子山上的浪漫背影生命永远在春天——著名学者黄曼君因病去世六十载教书
育人桃李满天下——一代名师黄曼君谢幕桂子山上少了一位浪漫诗人浪漫的文学大师黄曼君去世——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谁人不识君”华中师大著名学者黄曼君教授病逝著名文学家黄曼君因病去
世黄曼君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举行送别我的老师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缩影率真黄老师一个点
燃智光、拨动心弦的人——记特等教学优秀奖获得者黄曼君教授以美引真臻于善——记文学院黄曼君
教授黄曼君：名士风度五、纪念诗文桂子山的思念(附一首)——写给曼君先生我亲爱的老师——写给
我病中的黄曼君老师他回来了——答泽龙君诗黄曼君先生墓前口占您像一颗不灭星——悼黄曼君教授
先生走了，我心悲伤你就是青春(附二首)——给黄曼君先生永远活在你的诗中——写给黄曼君先生菊
诔(附二则)凝望——怀念恩师人生最贵师生情西行的云请你转身告诉我悼恩师远去的背影风雪夜悼黄
曼君师夫子风流人最爱如父似友诗人心银杏飘黄送我师念君诗五首黄曼君诗四首六、挽联唁电七、生
平年表黄曼君教授生平简介黄曼君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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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曼君先生把文学经典当作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的观点，是一种“视界融合”的经典阐释理
论。
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体现了从历史发展的多维视野中对文学经典进行认识和把握的文学历史发展观，
要求我们不断从新的高度对经典进行历史建构。
它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精神资源；有利于我们从传统中去发现与发展人生经
验与审美经验；有利于阐述主体创造意识的拓新，从根本上不断地变革传统、丰富传统，不断地激活
传统、发展传统。
可以说这种“视界融合”的经典阐释论，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观念意义与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批评理论贡
献。
    其次，关于现代文学经典。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新的知识系统，体现了新的价值观。
    中国现代文学有无经典，这是多年来困惑当代学术界的一个问题。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人认为，1949年以后的30年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1949年以前的30年，1949年以
前的文学成就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的资料。
黄曼君先生认为这样一种在文学急剧转型时代的焦虑感与危机感主要是源于本体论缺失所造成的阐释
性焦虑，它也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问题。
新世纪以来，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潮中，受海外汉学的影响，存在着一股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传
统与新文学传统的解构主义倾向，用一种二元对立立场，把“五四”文学放在与古代文学的对立面，
否定或消解现代文学经典。
黄曼君先生认为，无论是消解大师、告别经典，还是寻找大师、重释经典，都要避免盲目性。
我们必须从经典的融合视野来认识现代文学经典，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价值观。
把现代文学经典放在与古代文学经典的比较与对话中来确立现代文学经典、认识现代文学经典。
    黄曼君先生认为现代文学经典是在新的知识系统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价值观的结晶。
这个新的价值系统的核心就是人的发现与科学的发现。
现代宇宙观突破了天人合一，转化为“天人相分”的凸显个性的观点；从知识论范畴突破传统的文质
、道技关系；从形式上表现出重逻辑和理性化的叙事特点，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旧学体系，又区别
于西学的新型知识系统。
科学在古典价值系统中，被归入从属于“道”的“技”的范畴，而在新的价值系统中，是推动社会变
革与发展的“人之道”、“人性之光”。
新的知识系统与新的价值观不同于旧系统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性。
在西方，现代性寄予“人”的启蒙理性和主体性原则，“人”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
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国民性等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融合，由器物而制度
而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导致“人”的发现、科学的发现与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
政治经济先行，思想文化后变导致了“人”的精神价值与审美自由追求的受限、科学理性和知识系统
价值中立立场的丧失。
现代性是“启蒙的现代性”，它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的更新、新人的培养。
这样一个启蒙现代性孕育了新的审美精神，即审美现代性。
新的审美精神的体现，是建立在新的知识与价值背景之上的。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以现代性为中心，呈现为多维度的展开与流变，这个多维向度主要体现为革命与审
美的关系、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并且在这样的流变中得到重构与延传。
    与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经典，作为特定时空的一种历史话语，有着被确认的权威价值与
地位。
以现代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赋予了新文学经典以特定的内涵，使其具有现实的超越品格
与历史的恒久品格。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和互动一直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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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中，各民族文学如何维护和更新自身的传统，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有没有传统？
如果有，这种传统又是怎样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蜕变和转换过来的？
黄曼君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形成新型传统》①中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中国人在文
化上的优越感的丧失，文学在表现现代生活、揭示现代人的心灵等方面显现出很大局限，文学必须改
良或革命。
他把现代文学新型传统的建构过程分为：现代转型、现代构型与现代定型三个阶段。
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文学明显地由抒情言志的文学向叙事的文学转变。
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从新民入手，倡导国民群体意识，在着重文化承传的前提下调和“东”、“西”
，提倡“渐变”，这是新型传统的转型期。
到了“五四”时期，主张破除精神传统，以个体意识取代群体意识，追求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
并将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冲破了数千年传统文化深层价值观念及其文言文符号
系统。
“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辅相成，形成了“五四”精神，它是中国文学新传统的构
型期。
“五四”精神是中国人精神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是几代中国人创造精神能量经过积聚以后的总爆
发。
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而是一个多面体，涵盖着哲学、社会政治思潮、文艺思潮、语言本体及符号
表现系统，它包容了政治意识系统的、启蒙的、生命价值本位的、审美独立性的、文化守成的等多种
文学观。
这一些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形成的“五四”精神本体以其鲜明的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特性，体现了
“五四”新传统构型中的开放性特征，获得了成为建构新传统的资格。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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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曼君先生是去年11月22日中午离开我们的。
为了纪念他，我们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编辑了这部黄曼君先生逝世周年纪念集。
纪念集中的作者有曼君先生的同辈学者，像严家炎先生，就是60年代与他一起参加中宣部组织编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同事。
那个年代严家炎先生与曼君先生都不到30岁。
这部由唐□、严家炎主编的教材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中文系最权威的专业教科书。
这部纪念集中的大多数作者是他的学生，有50年代他留校时教过的，像曾祖荫先生，和他的年纪不相
上下，曼君先生那个时候是位年轻、帅气、有才华的老师。
他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到20lO年他所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位，这次他的大多数研究生为
纪念曼君先生撰写了文章。
也有不少作者未曾授业曼君先生门下，但无不对他发自内心的崇敬。
    每一篇文章都深情地记录着曼君先生学术与人生的生动影像。
曼君先生给大家的印象，正像戴建业教授称道的那样：黄老师治学有才，为人有趣。
像黄曼君老师这样才趣俱佳而又清澈如水的学者，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可谓“稀世珍宝”。
在如今中国的学术界，黄老师虽然未能绝尘免俗，但他也从不假装超然脱俗。
正因为黄老师敢以本色示人，我们才觉得他有趣，才觉得他可爱，才觉得他可亲，才觉得他可敬。
    在学者、朋友们的追念中，曼君先生可敬可爱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复现在脑海里。
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是桂子山一个永远具有现代学者魅力的偶像，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二代
学者的优秀代表。
    这部纪念集中的“学者风范”，主要收集的是有关回忆与评述曼君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就的文
章；“师生情缘”汇集的是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回忆追随曼君先生求学问道时的心得体会；“性情
风采”是学者们与曼君先生交往的生活记录与印象扫描；“新闻报道”收录的是曼君先生70寿辰与去
世后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纪念诗文”采集的是写给曼君先生70寿辰与去世后的诗歌，也选载了他
生前的四首有代表性的诗作；“挽联唁电”是曼君先生去世后追悼活动期间有关学术机构与学界友人
发来的唁电与挽联(可惜有部分没有保留下来)；“生平年表”中的“生平”是由周晓明教授代写，以
文学院名义发布的，“年表”由曼君先生夫人与他的二公子合作完成。
纪念集的几个专题分类，是为了方便编辑阅读，内容上有不少是交叉的，并没有明显的区分。
    曼君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段维总编的大力支持，得到了
华中师范大学领导与文学院领导的热情关心，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纪念集由黄曼君先生纪念集小组策划、协助组稿，黄永林教授做了大量组织与协调工作。
稿件的编辑过程中，曼君先生夫人陈菊先教授给予了许多协助，访问学者王海燕副教授帮助做了大部
分稿件的整理工作，最后由王泽龙教授统稿定稿。
纪念集中的遗漏或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泽龙    2011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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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曼君(1935年5月30日-2010年11月22日)笔名黄毅军，湖南株洲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中国现
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著名学者和诗人。
2010年11月22日因病辞世。
    黄永林、王泽龙主编的《黄曼君学术与人生》汇集了对黄曼君先生学术思想与教学经验专题研究的
文章，收录了黄曼君先生20多位博士、部分硕士回忆追随黄曼君先生求学问道时的心得体会与生活片
段；黄曼君先生生前同事与学术界友人缅怀黄曼君先生学术人格与性情风采的诗文；纪念黄曼君先
生70寿辰与去世后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黄曼君先生去世后追悼活动期间有关学术机构与学界友人发
来的挽联与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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