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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藻者，并非要发“海上品藻”之类的雅兴，而是指普普通通的海里的草。
有位小朋友特意从网上查询海藻的功能——从好处说，它营养丰富，既可以用来当食物，还能治疗大
脖子(瘿)病；从坏处说，海里的草容易腐烂，经常成为海水腥臭的来源。
有时候看水底世界的电视片，见到美丽的鱼在婆娑起舞的海藻中游来游去，好不自在，但心思总会转
到另外一幅图景：假如潜水者不谙海底状态，身子又笨重，一旦被细软、柔和的植物牵攀着，缠绕着
，使你筋疲力尽挣脱不开去，那将是怎样的处境？
所以，海藻的意象，给我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觉。
这也是我三年来所感受到的自由与缠绕的印象。
三年前，我的编年体文集《草心集》编辑出版之时，正是我应上海作家协会之邀接受《上海文学》主
编工作的当口。
当时在我的周围，几乎没有一个亲朋好友支持我去接手这项工作，他们有的担心我精力有限忙不过来
，也有的或是为了我的健康，或是觉得这是个是非之地，犯不着去惹麻烦，而我本来就在中文系兼着
行政职务，手头也有做不完的研究项目，很多事情都已经力不从心，似无必要再去接受一个新的棘手
任务。
但我想了一想还是接受了。
原因当然有很多，一时也说不清楚，但至少不会是在家里闲得无聊才要求出来透透气的。
现在想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喜欢编一份杂志。
自己在很年轻时候就参与了卢湾区图书馆的宣传工作，就是参与编了一份《图书馆工作》的书评杂志
，再往上推，自己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一直担任了班级的墙报委员。
——一个人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形成的。
1990年代我一直在探讨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岗位，也有意关注了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学术
思想的传播，我以为这是三位一体的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更何况《上海文学》是一家对我的
成长有过影响的杂志，即使从感恩的角度出发，我也理当在它处于困难的时候去为它做些工作。
也许在局外人看来，一份杂志就是一个资源，可以用来交换、化缘、献媚、办公司，螺丝壳里做道场
。
但对我来说，它只是一块文学的阵地，我如果去接编，那就按照我的理想尽可能地给以它时代的亮色
，去探试纯文学在今天究竟能够走多远。
我从不讳言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从跟随巴金先生、贾植芳先生学步开始，就有自己明确的努力目标
和做人标准，我知道我的理想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我的努力是要探试一下理想主义在今天可能达到的
程度。
所以我还是抱着书呆子的脾气踏进了这个编辑部。
当时我与上海作家协会的姚克明先生作过一个访谈，后整理成文发表在《上海作家》杂志上。
我把它收进了即将出版的《草心集》，作为这本集子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预告了我的新的生活的开始
。
一转眼已经三年过去。
现在我终于卸下了主编的担子。
从2003年4月正式接受杂志社主编工作，编辑第七期的《上海文学》，一直到2006年第八期杂志出版后
金盆洗手，大约就是三年多一点的时间。
虽然这段时间在忙忙碌碌中一晃而过，但毕竟与以前的生活方式大不一样。
记得，有一次全国重点高校中文系系主任会议在复旦举行，有位外校的系主任对我开玩笑说，你过去
每隔一年两年总有一部编年体论文集出版，现在书没有了，只是每月读到你编的一本《上海文学》。
这个话也许是批评我的不务正业，本末颠倒。
但是我还是引以为知音，就因为这三年来，虽然主编《上海文学》并不能替代我的学术研究，但是我
确实将杂志当作我的著述、思想和人格实践来做的，它是我谋求的知识分子当下社会实践的有机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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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不是简单地把好稿子发上去，一份杂志在知识分子手里它就是一个传播理想的阵地，这就是
当年陈独秀编《新青年》、沈雁冰编《小说月报》、郭沫若郁达夫编《创造》、鲁迅周作人编《语丝
》、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和胡风编《七月》《希望》的精神所系，也是五四新文
学最可贵的传统。
所以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的时候，就将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杂志刊名作为《上海文学》的栏目名字
，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有追求总是会有人反对，要改革创新也会有人看不惯，这是不足为奇的。
一本杂志如果默默无闻，没有人议论也没有人关注，甚至没有人看，那才是可悲的。
三年间我遭遇到各种风风雨雨的检验，最奇怪的是，有些自称读者身份的人对我的攻击远远超出了一
个读者的愤怒，也远远超出了对一个主编的风格的拒绝。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本来在学院里教书写作，与世无争，但一不小心脚踏在地雷上，就爆炸个没完没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再想到李白的两句诗，并用以做我的座右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只能是一往直前，无暇纠缠于两岸的猿啼声。
本来还想，等过一阵子风平浪静了，再做反省与辩驳也不迟，但现在时过境迁，我竟没有半点旧事重
提的兴趣。
有朋友知道我在编辑这三年的论文集，建议我把主编《上海文学》期间各类明枪暗箭汇成一编，立此
存照，再写一篇长长的后记，一一诉说其来龙去脉。
可是我对此竞提不起半点兴致。
也实在是巧，在个把月前我的一个u盘突然出了故障，我在急忙中按错了一个键钮，结果把里面存放
的所有内容都消除了，其中就包括有关主编《上海文学》三年的全部资料。
这也是天意。
我已经与这段经历完全脱离开来，没有关联了。
现在，我是接着《草心集》来编近三年的文集。
读者可以从这本文集里完整地了解我在主编《上海文学》期间的劳动与追求。
从1988年起我开始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版我的杂文集，但我所谓的杂文之“杂”，是杂七杂八的意思，
把一两年中间发表的东西，无论学术的非学术的，都编在一起，留下完整的生命的痕迹。
为了突出时间的痕迹，我曾特意取了十二生肖为作品集的书名，于是就有了《笔走龙蛇》以降的各种
文集。
转眼十二年过去，我以《谈虎谈兔》收尾。
那时是1999年。
第二轮开始，我已经不能再用生肖为书名了，出于好玩，就对应着采用植物之名来作书名，第一本《
草心集》，收录了2000年到2003年初的各类文章；第二本就是这本《海藻集》，收录了2003年初到2006
年底的各类文章，其实“藻”也是草，我的文章本来就不值钱，如同草灰，只是每一篇都与现实的土
壤联系在一起，有一点活力而已。
原先以为这三年来我的精力所限，文字不多，一旦收集起来，似乎并不少，编起来大约有四五十万字
。
其中一部分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如关于《上海文学》的那些访谈通信短评之类，也有的是我余暇中
的兴趣文字和应酬文字，还有我正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除了这期间我出版过一部《中国现
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的讲稿以外，大部分的文字都收录在这里。
但显然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章全部编入这部文集，在编辑的过程中，我有意删去了几篇怀人记事的抒
情散文、几篇为朋友的书所作的序文，还有一组关于教育的论述以及从去年开始撰写的“自己的书架
”的专栏文章等。
然后把剩下的文章编为三辑：第一辑为巴金研究的各类长短文章。
这三年期间，我除了主编《上海文学》外，还做了一项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的工作，就是成立了上海
巴金文学研究会，这是在巴老百年诞辰时成立的，主要的工作是编撰有关巴金先生的研究著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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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巴老的遗稿、文献和文物资料等，还举办了多种展览和学术讲座。
2005年巴金先生仙逝，研究会参与了所有的治丧活动，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巴金先生的人格精
神，阐述巴金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研究会对巴金老人的最具体也是最迫切的纪念
。
第二辑是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以及几篇篇幅较长的文学史论文，这几年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主编一部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企图解决一些文学史理论问题，书中关于先锋与常态的文学史现象、关于
以抗战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界限的探讨等等，都是为这本文学史的新观念做好准备的。
第三辑是我为主编《上海文学》而写的各类长短文章，其中有一组是每期杂志的“太白”栏目通信，
这是我与读者、作者交流的主要渠道，也是我向读者表述编辑意图、文学追求的主要方式。
有不少，我只是选几篇有代表性的，其他的文章当俟以后有机会再收录。
2006年圣诞夜，我陪几位朋友走在繁花似锦的马路上，看着两边树上的灯光，听着教堂里传来的钟声
，想着即将流淌过去的生命痕迹，感念我的前辈、先生对我的教诲，不觉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受。
晚上在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样一首诗：平安夜里祝平安，灯火洋场照楼峦。
天降圣音传我好，风拂花树却君寒。
师前承教千般足，身后留名总是残。
寥落江湖人不倦，遥看星斗对鼾鼾。
2007年2月9日于黑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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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藻集》是当代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新一本编年体文集，为其2003年至2006年间的文章结集。
三年里，作者除在大学任教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上海文学》的主编，主持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等工作。
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为巴金研究的各类长短文章；第二辑是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以及几篇篇幅较长
的文学史论文；第三辑是作者为主编《上海文学》而写的各类长短文章，其中有一组是每期杂志的“
太白”栏目通信，这是陈思和与读者、作者交流的主要渠道，也是陈思和向读者表述编辑意图、文学
追求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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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思和，1954年出生于上海。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有文学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学术传记《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编年体文集《笔走龙
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豕突集》、《写在子夜》
、《牛后文录》、《谈虎谈兔》、《草心集》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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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辑　激流尽处　应是黎明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传统在先锋与大众之间——试论巴金在现代文
学史上的意义（一）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二）从鲁迅到巴金：《随想录》的渊源及其解读——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三）巴金研究
的几个问题——我对巴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关于巴金的几篇序跋永恒的镜头艺术——徐福生镜头里的
巴金新版沪剧《家》观后《家》的解读读巴金的《怀念振铎》“巴金和靳以联袂主编的旧期刊”系列
总序巴金提出忏悔的理由忏悔从怀念小狗开始——巴金《小狗包弟》分析激流尽处应是黎明重读作品
是纪念巴金的最好方式这不仅仅是遗愿——巴金逝世百日祭巴金访谈录第二辑　文学是缘　读书是闲
文学是一种缘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考察对样板戏再认识读春风文艺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2）》感言读近年台湾短篇小说有感春来发几枝——读《小说选刊》2004年第四至六期的小说关
于“都市文学”的议论兼谈几篇作品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简论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两个问题
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再说传媒批评当代文化趋向与出版对策城
市文化与文学功能——兼谈上海城市文学品牌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人文情怀——陈思和先生访谈录
第三辑　上海文学　如是我闻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为什么要提倡短篇小说文学中坚走通两仪，独立文舍
——主编《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轻舟已过万重山——写在《上海文学》2006年第七期的前面从细节
出发——王安忆近年短篇小说艺术初探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在柔美
与酷烈之外——刘庆邦短篇小说艺术谈踏进新的生活以后——读阿成的两篇小说愿微光照耀她心中的
黑夜——读林白的两篇小说在精致结构中再现历史的沉重——张学东的短篇小说艺术民间世界的善意
与温暖——读肖克凡的几个短篇小说什么是美丽的最好定格——读雪漠的《美丽》有感《郁金香》编
后感言——张爱玲小说的新发现一笑了之以后，还是有话要说——关于王蒙的《尴尬风流新编》“万
物花开”闲聊录——林白访谈我“痛”什么——陆星儿访谈太白选编传承人文薪火——陈思和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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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老人以一百零二岁高龄辞世。
有记者来采访我，我的第一个直接的感受，也就是当我守在老人病床边上，望着弥留之际的老人时已
经盘旋在脑海里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念头：随着这个人物的辞世，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巴金先生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简单地说，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一条新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是一
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原创者，他和他的一代人代表了筚路篮缕的新文化拓荒者，开创了中国
新文化的道路，那么巴金是属于第二代，是理想主义的照耀下维护新文化价值体系的一代。
在鲁迅逝世后的1936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抗战胜利、建立新政
权、实践社会主义理想、“文革”浩劫、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等等，基本上都是在一种理想主义信
仰的鼓舞下从事探索和实践的。
尽管具体的“理想”方案各有不同，但是这种精神状态是相同的。
尽管他们经历了各种考验，但是所围绕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对五四新文化价值体系的维护和实践。
直到“世纪”进入了新的交替之际，世界在全球化经济的席卷之下，文化发展的趋势又一次发生歧路
丛生的迷茫，现代价值观念和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想，巴金是在充满信心的20世纪踏上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是走得那样地生机勃勃有声有色，但是
当1999年春节他因手术造成失声以后，即将来临的21世纪对他来说已经是充满了悲观、绝望的无声世
界。
当时他对周围的人说，以后我是为你们活着，或可以理解为，此后他所面对的新的时代已经不属于他
的时代了。
所以，我觉得要阐述巴金对现代文学史的贡献，应该联系整个已经过去的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道路
，考察他与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传统之间的承传关系，并且在这样一种关系里，来考察巴金这个名字
在今天以及未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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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藻集》是当代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新一本编年体文集，为其2003年至2006年间的文章结集。
三年里，作者除在大学任教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上海文学》的主编，主持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等工作。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藻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