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扬!做个博雅的读书人

!"#"

年
$

月!杨扬在"文汇报#发表"杂忆和杂

想$$$关于钱谷融先生%!在文中他写道&'人文学术

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博雅( )所谓博!是指知识渊博*

胸怀博大和意志超拔+所谓雅!是指文质彬彬*温文

尔雅和君子风度( 这篇文章是他的业师钱谷融先生

!"

华诞之际! 杨扬对他的学术品德和为人做派的一

种总结( 杨扬始终记得钱谷融先生所说的!读书人要

像个读书人!并将它作为自己做人和治学的座右铭(

童年记忆!在图书馆里成长

与很多同龄人相比!杨扬的童年幸运而快乐(

#%$&

年
'

月!他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临平镇(父

亲是当地图书馆的馆长! 母亲是文化馆的音乐工作

者( 小时候恰逢'文革)!父母去干校!他一度放在农

村插队落户的舅舅家里( 那时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

学工学农学军( 好在父母恢复工作之后!杨扬回到了

他们身边( 小时候的他!得以阅读各种书籍!包括像

当时被封存的 ,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

,青春之歌#*,红岩#!以及内部发行的,金陵春梦#*

,第三帝国兴亡史#和,舒伦堡回忆录#等!他甚至还

记得第一次阅读的长篇小说是,渔岛怒潮#!那时他

小学三年级( 进入初中后!任课老师中!有一些是因

为历史问题而从杭州下放下来的( 如班主任老师是

一位明清文学专家! 美术老师是从浙江美院油画系

下放来的著名油画家+ 而英语老师是一位复旦毕业

生( 这些老师有很深的专业造诣!对学生也是非常爱

护( '文革)结束后!他们先后回到高校任教( 谈到这

些老师!杨扬说!常常让他想到莫言,三十年前的一

次长跑比赛#中的情景( 一些著名的人物!因为政治

运动来了!而下放下来!平时!只有在报纸和广播中

才出现他们的名字(

童年的快乐时光! 不仅培养了杨扬广泛的阅读

兴趣!也使他心气平和!善于与周围人和睦相处!连

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的风格也是如此(

求知求学!在华东师大探索

(%)(

年夏!杨扬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美

丽的丽娃河畔!开始了他的十年求知生活(

(%)"

年代!华东师大中文系文学氛围浓郁!学生

自办的墙报和文学社团!层出不穷( 本科生中有赵丽

宏*孙颙*王小鹰等著名作家( 学校有夏雨诗社*散文

社等( 杨扬被这种文学氛围所吸引!完全沉浸在文学

作品的阅读之中( 大学期间的辅导员徐海鹰老师!是

一位
*)

级刚留校的优秀生!他经常邀请高年级学生

来开设学术讲座!介绍学术著作( 在他的引导下!杨

扬的阅读兴趣转向文学研究(

(%)'

年!在中文系宋耀

良教授的建议下!杨扬组织了学校的 '太阳河文学

批评社 ) !聘请王元化 *徐中玉 *钱谷融 *王西彦

等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出版评论刊物 (

(%)+

年教

育部推行研究生直升政策 ! 杨扬有幸成为华东

师大中文系首届免试直升研究生 ( 他随黄世瑜

教授学习文艺学 ( 很多年后 !杨扬还记得导师第

一次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选择做学问是一辈子

的事(既然自己选定了!就要好好做( )杨扬在硕士阶

段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当代文艺探索#上的,论文

学中的荒诞与怪诞#(

硕士毕业后!杨扬在交通大学文艺系任教(

(%%,

年! 他考取了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

生!导师是钱谷融先生( 华东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在当时的国内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钱谷融先生在
(%+"

年代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

但很快遭到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讲师做了
&)

年( 但他坚持学术!不受政治风云的影响!后又发表

了,

#

雷雨
$

人物谈#系列论文!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钱先生落实政策!开始招收研究

生!他以自己的方式培养研究生( 像新时期以来非常

活跃的评论家许子东 *王晓明 *李劼 *殷国明 *吴俊

等! 都出自钱谷融门下( 杨扬也受到师门学风的影

响( 回顾博士生生活!杨扬说&'最大的压力!是刚起

步时!发不出文章( 而且!钱谷融先生给我们两位博

士生上课!每周一次!题目让学生自己定( 每次!我们

两位博士生都为想不出好的选题而焦虑( )在这样高

强度的反复训练中! 杨扬顺利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

习!荣获上海市优秀博士生( 他的博士论文以早年茅

盾文艺思想为研究对象! 梳理茅盾早期文学观的来

龙去脉( 该论文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著作三等奖(

!"('

年!台湾出版'茅盾研究
$"

年书

系)!收录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寻寻觅觅!在海外挖掘史料

!""+

年!杨扬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到哈佛访

学一年( 这一年是他学术的新起点(

初到哈佛!他像很多研究者一样!拼命吸收美国

学术研究的新理论新著作!很多时间都花在图书馆*

书店和复印机旁( 但渐渐地他感觉这样的'跟随)在

学术上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突破( 为此!他转向哈佛档

案馆的档案材料( 他无意中接触到大量与
!"

世纪中

国人文学术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档案( 包括胡适*

陈独秀*吴宓*梅光迪 *胡先骕 *贺麟 *叶公超 *林语

堂*梁实秋*冯友兰*熊十力*梁思成等!外国学者中!

除了白璧德!他发现哈佛哲学系主任霍金!与中国学

界*政界交往十分密切!为此!他撰文向国内读者第

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霍金的情况( 对于白璧德的档

案材料的阅读!促使他重新认识'学衡派)的思想主

张( 他撰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白璧德#!从

哈佛学风* 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文化思潮之间的互

动关系!重新探讨'学衡派)的思想来源和正面价值(

!"("

年
&

月!杨扬受邀参加哈佛举办的'全球化与白

璧德新人文主义)研讨会!做了主题发言( 杨扬在哈

佛的研究工作! 获得了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

明教授的高度评价! 认为是几十年来受邀访问学者

中!对哈佛档案材料整体挖掘最多的一位学者(

对史料的特殊的敏感! 使他能较快找到未刊史

料的所在地(

!"")-!,#,

年!他应台湾大学高等人文

研究院邀请!两次赴台研究( 在台期间!他在国民党党史

馆和国史馆!阅读了大量国民党
#%'%

年携带到台湾的档

案!从中挖掘出许多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未刊材料( 其

中涉及胡适*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茅盾*

瞿秋白*闻一多*穆时英*胡风*郭沫若等( 依据档案材料!

他撰文解答胡适为什么被解除美国大使!周作人为什么在

#%&%

年元旦遇刺等历史谜团(

凝视当代文学! 评论

与学术的平衡

#%%,

年代的批评家俱乐部

当代文学批评!需要才情和发现的眼光( 杨扬是

目前国内活跃的文学批评家! 担任上海作家协会副

主席*文艺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 谈及对当代文学的

关注!他说得益于
#%%,

年代上海作协举办的批评家

俱乐部( 那时作协理论组差不多每月都有一次务虚

会议!徐俊西*李子云*王纪人*陈思和*朱立元*陈伯

海*徐中玉*钱谷融*郏宗培*郜元宝等老老少少一大

帮!挤在东厅会议室闲聊( 有关
#%%,

年代
#,

部文学

作品和
#,

位作家的推选活动!以及由华东师大主办

的第一次
#%%,

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就是在这些务

虚会上议出来的( 批评家俱乐部的活动!吸引了杨扬

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也打开了他的文学眼界( 通过与

作家*评论家交朋友!他有很多新的文学感受( 他清

楚地记得
!,,&

年莫言告诉他,檀香刑#创作的情况(

莫言说!故事是完全虚构的!根本没有檀香刑这样的

酷刑!之所以要虚构这样的酷刑!是想尝试一下文学

虚构的表现力( 只有比真实更真实的虚构!才是属于

文学的( 这些作家朋友的创作心得和创作实践!是杨

扬理解和领会文学的思想隧道!从中他收获很多(

为当代文学积累史料

杨扬是用史家的眼光审视当代文学!又以批评家

的眼光!打量现代文学(

!,,,

年!他与陈思和教授主

编了 ,九十年代批评文选#! 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

#%%,

年代文学批评的选本!他们以选本的方式!揭示

#%%,

年代文学的特征和特点(新世纪以来!杨扬意识

到文学格局的变化!

!,,&

年!他在,文艺争鸣#*,天津

师大学报#两家期刊上开辟'新世纪文学)栏目!推进

'新世纪文学)的研讨( 与此同时!他希望从文学史的

角度! 为今后的文学研究做一些比较全面的资料积

累(

!,,&

年!他策划'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时至

今日!

#,

多年中出版
#,

多种研究资料! 而他主编的

,莫言研究资料#-

!,,+

.! 获得了同行的好评(

!,,$

年!杨扬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

.

.

史料索

引卷%! 这是规模超过百万字的
!"

世纪末文学史料

的搜集*整理工作( 从上千万字的材料中!精选了有

代表性的材料!归类整理!为
!"

世纪末的中国文学

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通现代与当代界限

杨扬手上好像有两套笔墨! 一套是现代文学研

究!一套是当代文学批评( 但当代文学批评与现代文

学研究的相通性和相互启发! 在杨扬的文学史研究

和文学评论中!似乎更加明显( 他是国内学者中!较

早注意到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影响关系的(

(%%+

年

发表论文 "商务印书馆与
!"

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

移%( /南移说)就此开始( 但他不满足于对过去历史

的远眺(

(%%"

年代!他转到对当代文学的观察上!发

表,城市化进程与当代文学审美方式的转变#!最早

在当代文学批评中! 提出城市化进程对当代文学的

影响问题( 为此!他专门研究了城市文学的现代化过

程!出版,海派文学#( 而最用力的一项工作!就是从

!"""

年开始! 每年为上海文学写一篇上万字的年度

文学报告!在全国开创了文学年度报告的先例(

("

多

年下来!

!"('

年积集出版了,浮光与掠影$$$新世纪

以来的上海文学#一书( 上海是中国当今批评家最集

中的地方!但没有一位批评家像他那样!持续
("

多

年!追踪研究上海的当下文学状况(

为文的!同情之理解"

杨扬淡于名利!乐以助人( 在编辑圈中!他的信

誉度非常高!有求于他的!一般都会得到积极回应(

记得莫言获诺贝尔奖时! 上海电视台夜间新闻临时

电话约请他到场做特邀嘉宾!他二话没说!将家里留

有的莫言影像资料一同带到电视台! 供他们演播使

用( 杨扬的文章通达平和!扎扎实实!温润之中有一

种绵长的力量( 他从不刁钻尖刻地批评别人!甚至是

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也从不与别人争论( 他喜欢正面

阐述自己的观点!谈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钱谷融先

生曾说!文章之道!在于说理!要以理服人!不要拿腔

拿调( 杨扬深深记住业师的这一教导( 他是带着/同

情之理解)!广泛吸收新知旧闻( 他为哈佛东亚系王

德威教授的新作撰写书评!得到作者好评+他评论香

港陈国球教授的论著!被作者誉为/真正的书评)( 这

种深得学人赞许的书评文字! 背后深藏着一个读书

人的眼光和情怀(

作为读书人!杨扬的藏书在同行中名列前茅( 家

里和办公室!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书( 有一次半夜!堆

着的书突然倒下!地动山摇一般!楼下邻居以为出了

什么事( 杨扬曾写过,聚书的悲喜#一文!讲的是钱谷

融先生因为房子要重新装修! 无奈之下将全部藏书

交收旧货的论斤处理( 杨扬为导师一辈子的藏书顷

刻之间消散殆尽而难过( 而他依然顽强地在不断扩

充藏书的地盘!一年抛掷数万元购书( 这就是杨扬的

一种生活方式!他是以自己的行为方式!维护着读书

人在今天的身份角色( 就像钱谷融先生所说的!读书

人要像读书人(

!

文
/

文汇讲堂工作室 文学季采编组 左京!华师大中文系硕士生"

杨扬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 杨扬与导师钱谷融先生

杨扬陪同莫言参观王元化纪念馆 !,#!

年
#,

月#在菲律宾介绍中国当代文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