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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变化，书生之困，有什么关系。
    本书从资料搜集入手，于正史之外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分析现代以来知识
分子的命运。
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折射出的1949年前后知识精英与国家
之关系，一本国文教科书酝酿的现代文学教材模式，一个小说细节预示的百年中国文学之“赵树理悲
剧”，《文艺报》讨论、《文汇报》专栏反映的当代文学转型过程，《学习》杂志事件揭示的延安知
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作用，《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透露的高层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北京
大学《红楼》杂志与“文革”后期《朝霞》杂志呈现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以及王瑶学术道路中的
“陈寅恪影响”， 70年代初访华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杨振宁等人的家国情感⋯⋯一切发生过
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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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生，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现
代知识分子的困境》《靠不住的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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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
界的影响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
材模式“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以1951年《文艺报》一场讨论为例中国当代文
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以1952年《文汇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为
例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
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红楼》杂志研究《朝霞》杂志研究胡适思想批判与《
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外一种：胡适与厦门大学家同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
初的访华观感为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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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
恪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在时代习气中的升降命运和长远影响如何在一个学者身上由显
而隐，最终还原为一种稳定学术传统的过程，王瑶晚年多讲“清华学派”，其中寄托了对自己曾受陈
寅恪影响的怀念。
不过，一种学术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学术著作的细处才体会得出来。
　　一般研究王瑶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人，都会提到鲁迅对他的影响。
一是因为王瑶自己在所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都要提到鲁迅，二是王瑶1949年后的学术贡献中，
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以为虽然王瑶自己强调了鲁迅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考虑到中国1949年后
的学术环境，学者刻意显示的学术影响，一般说来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学术偶像，也就是说
，过分强调某一种学术影响，有可能包括了学者对时代学术环境的另外一种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可
能还遮蔽了一些东西。
我们研究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的影响显然不够。
　　人生有许多偶然，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上的偶然性，体现在他早年认同的三个学术导师，在
后来变化的学术环境中，他们不但没有因为时代转型而失去原来的学术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学术地位
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敬。
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朱自清，还有一位是闻一多。
三位学者在1949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瑶直接师从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又恰好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中能得到转型后时代高度认同的，因为毛泽东表扬过他们。
　　陈平原早就意识到，王瑶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
陈平原指出：“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
满足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
博古通今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
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
一派。
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
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
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
从50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
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
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　　陈平原是最能深刻理解王瑶学术道路的，但理解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朱自清和闻一
多显然不够，必须把陈寅恪引进来。
1983年，王瑶在《治学经验谈》中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语文部，因
此就师承关系说，我是直接受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
是朱先生。
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给了我很大
的影响。
”　　　王瑶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时与陈寅恪在两地的经历有一段是重叠的，吴宓日记中对此有详
细记载，此不具引。
也就是说，王瑶听过陈寅恪的课是基本事实，其研究生论文题目，选择中古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也
可以理解为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王瑶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见到他与陈寅恪有直接交往的记载。
那时王瑶还没有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陈寅恪当时身体很不好，不久已失明，是否知道王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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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学思想，还值得进一步搜集相关史料，但王瑶心仪陈寅恪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
　　1949年前王瑶重要学术论文中，引述最多的一个学者就是陈寅恪。
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所有论文中，在同时代学者中，只提到过鲁迅、刘师培、陈寅恪等极少
数学者，而提到最多并直接正面引述观点的，恰是陈寅恪。
　　　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提到陈寅恪时说：“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
考证范晔与天师道之关系甚详，中云：‘又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独《方术》一传，附载不经之谈，竟与《搜神记》《列仙传》无别，故在全书中最为不类。
遂来刘子玄之讥评。
亦有疑其非范氏原文，而为后人附益者。
其实读史者苟明乎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则知此传本文全出蔚宗之手，不必疑也。
’”　　《文人与药》中说：“顾恺之被人称为痴绝，大概也是服食的原因（凡姓名末字为‘之’字
者，多为天师道，详见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
”《论希企隐逸之风》中提道：“陈寅恪先生著《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说桃花源是寓意之文，也是
纪实之文。
所纪乃北方人避苻秦淫虐时所筑之坞壁，论证甚详。
”关于天师道信徒多以“之”字为名的研究，陈寅恪后来还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详加申说。
王瑶对陈寅恪学术的关注非常细致，有共同的趣味。
　　在《徐庾与骈体》一文中，王瑶引当时《清华学报》所刊陈寅恪文章后，指出：？
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考证庾信这赋之直接动机，在读沈初明之《归魂赋》；沈文今
存《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序云：‘余自长安还，乃作《归魂赋》。
’沈文作于建康，陈先生言‘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流传关右’。
”　　1954年，王瑶写《李白》一书时，述及李白的出生地，曾引陈寅恪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证
李唐氐族的结果。
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纪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
牌”。
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伪托夸诞之
语。
’”同时在另一处还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本来是‘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
”书后注释标明引述自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55年，王瑶编注《陶渊明集》。
在注《桃花源记》时，再引陈寅恪的观点，他说：“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
作材料的主要根据是来自《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
的情形。
”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瑶论文中凡引陈寅恪的话，均以“先生”称之，而在1949年后关于
李白和陶渊明研究中，依然不断引陈寅恪的观点，可判断为王瑶内心始终保持了对陈寅恪的敬意。
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理解，王瑶晚年凡谈学术，必谈“清华学派”，其实包含了对陈寅恪的敬意和
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反省，可惜王瑶在1989年去世，否则我们会听到他更多关于“清华学派”的意见，
并从中观察他对陈费恪的理解。
　　王瑶在清华中文系研究院读书时，师从朱自清，而朱自清在清华时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对陈寅恪
极为佩服。
朱自清曾在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
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
迄今已历三年。
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
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
，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
”我曾在《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中引述过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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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感情，无疑影响了他的学生王瑶。
　　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论著中，引述最多的是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
而朱自清对此文也极为熟悉。
1933年11月16日，朱自清的日记中记载：“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
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
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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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能仅仅以作家和作品的变化
为主要依据，还应当注意那些曾经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读者的欣赏趣味产生了影响的历史事件。
理解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观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角度。
不是说大学生活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知识和精神生活，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在多
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品质。
　　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
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
　　对一种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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