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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李浴洋

黄老师曾经把自己的研究概
括为赵树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研究与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其
中最为大宗的是文学史研究，最具
特色的是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
可以说，他以一种开阔的文学史视
野不断尝试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从对于学科的关怀出发推进现代
文学学术史研究成为一门真正的

“学问”，在我看来，这是黄老师在
学科史上最为重要的贡献，也是他
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的代表性所在。黄老师以及第二
代学者中的其他优秀代表，他们的
人生都是大于学问的。黄老师的
学科关怀，既指他对于现代文学研
究史的研究，也指他为学科建设做
的若干具体工作，还指他在整个学
科发展中对于自身学术的规划与
实践。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放在
整个学科史上，黄老师和第二代学
者与整个学科都是共生同构的。
从这点来说，他的足迹大于他的著
作，他的身体力行也大于他的文
章。学科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黄
老师这个人，而不仅是他的著述。

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举行

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研究的灵魂

采写：本报记者 张映竹 摄影：本报记者 程霖

中山大学 彭玉平

从 1987 年黄修己先生来到中
山大学任教后，带领一批学有专
攻的学者大力调整学科格局，逐
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20 世纪中
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
与学术史等方面树立起中山大学
的学术品牌，并以其独具一格的
学术眼光、自成一家的学科体系
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谱系中备受关
注的一域。

一个学科要有灵魂，这个灵魂
既要有洞悉历史的深邃、关怀当下
的热情，更要有前瞻未来的锐眼，
而黄修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
全局观、穿透力、辐射性的学科灵

魂。他以自身一流的学术研究，带
出了一支具有学术战斗力的团队，
进而发展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学
科。我曾多次登门拜访过黄修己
先生，感受他春风化雨的人格力
量。我知道黄先生当过五年兵，一
直保持着朴素、认真而执着的品
格，而他的学术研究兼重史料与理
论，主张论从史出，所以他的学术
踏实、稳健而有力量，由此，我想
到了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中山大学中文系以“素朴大
雅”四字敬赠黄修己先生。刘禹锡
曾写：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
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
情到碧霄。今天的“诗情”属于黄
修己先生。

北京大学 商金林

1976 年冬，北大中文系成立
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有幸成了教
研室的“小字辈”，名义上是给黄
老师当助教，其实是由黄老师做
我的指导老师，督导我进修。黄
老师对我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
有坚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守道
坚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外界
干扰；二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
沉下心来读书、研究，既要经得住

“ 猛 火 熬 ”，也 要 经 得 住“ 慢 火
炖”；三是要以古代文学、文艺理
论、外国文学为基础，有了古代
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根“拐棍”，
才能站住脚跟；四是要有比较，
要摆脱前人和名家学说的束缚，
思想要开阔，不要做井底之蛙；
五是要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才
能拼搏。除此之外，黄老师说得
最多的，便是做学问要有真切的
艺术感受力，要有气魄、敢于超
越，敢于大胆讲出自己独到的见

解，并帮助我拟定必读书目。黄
老希望我把专业和学问放在第一
位，并再三叮嘱学习是持久战，要
想在学业上有成就那是一辈子的
事，要确立较高的目标和追求，自
强不息、永不懈怠。黄老师的这
些教导，正是他的从教经验和科
研心得，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秉持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黄老
师在学术上取得了许多成就，其
治学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
打通现当代研究，赵树理研究就
是 打 通 现 当 代 的 范 例 ；二 是 由

“专”到“博”，由研究赵树理起
家，扩展到整部文学史；三是走史
论相结合的道路，他的《中国现代
文学简史》和《现代文学发展史》
都是论从史出的成功之作；四是
从“史料”里找“文献”，从“文献”
里找“史料”，《新文学史编纂史》
被誉为是“专精”与“博通”的交
融。老师的督促和指导使我懂得

“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终生
受用。

清华大学 解志熙

很久不见黄修己先生了，心
里很是惦念。我一向畏行如畏
虎，很少出门，但黄先生是我尊敬
的前辈，此次专程来广州拜谒黄
先生。

黄修己先生是现代文学学科
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1960 年 8
月，黄先生毕业后留北大中文系
工作，负责讲授解放区作家赵树
理等。黄先生精心备课、认真钻
研，在 1962 年发表了第一篇文学
史论文《论中国的农民形象》，随
后完成了第一部著作 《赵树理的
小说》。此外，黄先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还发表了多篇现代文学史论
文和当代文学批评，这是一个良
好的学术开端，在同代学人中也
不多见。进入新时期，黄先生撰

写了多篇论文，并推出了《赵树理
评传》，至今为学界所称引。当
然，黄先生也是很有理论概括能
力的文学史家，有些文学流派的
命名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如“新
英雄传奇”“社会分析派小说”等
等，恰当的命名其实是理论概括
能力和文学洞察力的反映，我很
佩服黄先生见微知著的学术判
断。黄先生写于上世纪80 年代初
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虽然简
要却不简单，展现出史家风范和
言简意赅的史家笔力。后来，到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第二
版，黄先生不仅对全书的叙述做
了大面积的增删，而且更难得的
是在总结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经
验和教训时坦率直言，使第二版
成为了很有史学主张和立场的著
作，让我至今难忘。

暨南大学 宋剑华

黄修己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领城的标杆式人物，同
时也是新时期赵树理研究的开拓
者。我个人最早认识黄修己先生
是从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开
始，我用这本《简史》教过十几年
书。《简史》并不简要，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脉络清晰，文学史现象、作
家作品评论样样俱全，仅就我个人
而言，虽然并没有直接求学于黄先
生的门下，但是在我的学术成长道
路上，尤其是在解放区文学研究和
赵树理研究方面，受黄先生的影响
很大。

正像在《不平坦的路——赵树
理研究之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所写
的那样：“希望读者‘不妨把它作为
新中国文艺批评史的一个小小部
分，或者一个注脚来读。这样，也
许对你帮助更大。”从这本厚重而

极具学术价值的理论著述中，我了
解了赵树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
为我对于赵树理作品的研究和阐
释 寻 找 到 了 一 个 较 为 准 确 的 切
入 角 度 和 思 想 定 位 。 黄 先 生 的

《赵树理研究》系列著作，对于赵
树理的成长道路、民俗化创作的
努力、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以及作
品人物分析、语言运用等方面都
做 了 全 面 而 深 刻 的 思 想 论 述 。
黄先生在《赵树理研究》一书中，
专 门 论 述 了 赵 树 理 小 说 语 言 的

“形象性”“动作性”和“运动感”，
对于唤起读者的“视觉和听觉形
象”具有重要意义。他还特别强
调了一个现象，赵树理在做《新大
众报》编辑和小说创作时，非常注
重报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乡土生
活化，而这种语言文字不仅是为了
让人“看”，更是为了拿来让人去

“听”——“一听就懂，真好”，使我
的思维豁然开朗。

河北大学 田建民

1986年和1987 年，我有幸拜在
黄先生门下，课程有时在现代文
学教研室上，但更多的是在先生
家中的小客厅。每次上课先生都
是谈笑风生，讲作家作品，谈文艺
运动、文艺思潮、文学史典故、治学
方法……先生深入浅出、滔滔不
绝，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还多次
在忘情的讲解中忘记已经到了吃
饭的时间，而师母已经做好了一桌
广东风味的饭菜，让我们几个学生
一起用餐，对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先生则在饭桌上还在给我们做着
风趣的讲解。回想当时先生给我
们上课，真有“随风咳唾皆珠玉，拾
取今余跂脚看”之感。

黄先生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界
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学术
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作家作品研
究、学术方法、文学史、学术史等诸
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尤其在赵树
理研究、现代文学史著述、现代学
术史编撰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先

生的不断突破、勇为人先的学术创
新精神集中表现在文学史著述和
学术史编撰上。在文学史著述上，
先生率先打破上世纪 50 年代后形
成的文学史集体编写的风气，独自
著述《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在编
写的体例框架上，《简史》突破了当
时文学史编写的文学运动加作家
作品的“板块结构”模式，从文学史
及各种文学体裁的总体发展过程
和演变规律着眼，按照现代文学发
生、发展及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演
变来结构叙述框架，加重了“史”的
成分，使现代文学史不再像现代作
家作品的串讲，而是让人们在整个
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中认识各种
文艺思潮、文学现象、文学体裁发
展演变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同作家
作品的特点、作用、地位和贡献。
正是在文学史著述上的这些突破，

《简史》在当时不仅让人耳目一新，
而且也让人认识到这部著述虽名
曰《简史》，却绝不简单或简略，而
是简明精炼、要言不烦，有剔骨见
髓的明了和深刻。

羊城秋日，和风煦暖。广
州中山大学迎来了黄修己先生
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建设研讨会。

黄修己先生于1935年生于
福建福州，1955年就读于北京
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
校任教，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学术史
家。1984年，黄修己先生编写
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恢复了
新中国成立前个人写文学史的传
统。这部书重新审视了现代作家
的文学成就，客观地评价了胡适、
周作人等文学大家的贡献。

1987 年，黄修己先生从北
京大学中文系调任中山大学中
文系，来到中大后，他得益于广

东改革开放的思想风气，先后出
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
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不平坦的
路》等广为流传的学术著作，主
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华文
学史话》和《张爱玲名作欣赏》等
各类著作。现代文学研究是动态
发展的，新资料的发现和作者阅
历的增加、学识的加深都可能有
新的认识诞生，黄修己先生一遍
遍地修订、重写自己的著作。其
中，出版于1988年的《中国现代
文学发展史》受到国内外学界的
广泛关注，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出
版，曾被翻译为韩语出版。

研讨会当天，黄修己先生

来到会场，他笑意吟吟、目光明
澈，不时与师生挥手致意，会议
现场会集了众多中国现当代文
学的优秀学者。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会长刘勇为黄修己先生
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
献荣誉奖”，该奖项授予在中国
现代文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
学者，目前国内仅有两名学者
获得该奖项。黄修己先生对参
会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回顾
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同时表达
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
中山大学中文系未来发展的殷
切希望。黄修己先生说：“会议
是以我在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
实践为探讨主题，从我这个研
究者的长处短处、优点缺点中

探寻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我
非常愿意成为大家的‘解剖’对
象，希望大家不必有所顾虑，坦
率地‘解剖’我这只‘麻雀’，从
而引出对学科建设和发展有用
的经验教训，不断探寻中国现
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未来，这是
我对研讨会的最大期望。”

随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等5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黄修己先生的学术思
想、治学精神、教育理念、学科关
怀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者的
发言中融汇着对黄修己先生的
尊重与敬意，以及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致辞。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为黄修己先生颁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
献荣誉奖”。

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分组发言。

黄修己先生黄修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