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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月　悠然走过（代序）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掐指算来，我介入台港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经三十四个年头，虽然留下

的只是浅浅的屣痕，但毕竟是个人学术生命的重要部分，自我觉得有回眸和总

结的意义，于是敝帚自珍地检视起过往的一个个脚印，献丑于朋友面前，恳请

批评赐正。

适应时代的召唤

人总是生活在时代的潮流中的，人们的许多活动也常常是为了适应时代

的召唤。当时代的浪潮涌来的时候，退避还是投入，你不能不作出选择。我的

介入台港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实际上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环境下

作出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有着某些无奈的成分。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

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全会关于解

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台湾问题也有了新的论述：“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

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

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

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紧接着，１９７９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实行“两岸三通”，开

展人员交流，为祖国统一创造条件。于是，解决台湾问题进入了新的历史阶

段，即由准备“解放台湾”武力统一，进入到寻求和平统一的阶段。尽管当时台

湾当局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方针，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

大门已经打开，两岸接触、交流的潮流必将逐渐涌起，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逐渐解冻，旅居美国

的一些台湾作家开始来大陆寻亲访祖。旅美台湾作家於梨华早在１９７５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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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来到北京、上海、宁波进行了一个月的寻亲访问。１９７７年她第二次踏上

祖国大陆的土地时，就访问了我们学校，还与我们中文系的一位老师争论过关

于文艺创作的“三突出”问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两岸交流一旦展开，上海将

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复旦将是这前沿的窗口，我们应有所准备。当时，担任复

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我，已清楚地意识到

了这一点。恰在此时———１９７９年春节期间，我读到了香港１９７８年出版的《台

湾乡土作家选集》。这本集子介绍了自上世纪２０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至

７０年代的１８位台湾作家２２篇作品，从乡土文学的视角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划

出了一条朦胧的轨迹，为我打开了台湾文学的视窗，看到了天光云影的一角。

这些作品所涵容的扑面而来的海岛的生活和时代面影，无论从文学史或是审

美的视角看，都是不容忽视和不能不引起关注的。基于这种情况，经过慎重考

虑并获得系领导支持，我和另一位同事南下，就台港文学状况做调查研究。

此时，暨南大学因得到了香港《文汇报》副总编（代总编）曾敏之先生的支

持，已经在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里成立了台港文学研究小组，并且通过曾敏之先

生在香港采购到了一批台湾文学的图书，包括夏济安创办的《文艺杂志》、白先

勇创办的《现代文学》部分杂志、白先勇的《台北人》、陈映真的《将军族》、林海

音的《城南旧事》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台湾作家自选集》等台港文学的

资料。特别是１９７７年出版的台湾图书总目汇编，更有大量文学图书信息。

我们来到暨大，在那里读了十多天书。几乎是同时，《上海文学》杂志１９７９

年的３月和４月号上连续刊登了聂华苓的《姗姗，你在哪里？》、於梨华的《涵芳

的故事》、李黎的《谭教授的一天》等短篇小说。１９７９年５月，《花城》创刊号刊

出了曾敏之先生的评论———《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阮朗的中篇爱情

小说《俯冲》。１９７９年７月，《当代》文学杂志在创刊号上刊出了白先勇的短篇

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更是在两岸三地造成了轰动。自此，台港文学已是一个

现实的文学现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我们，已不能不关

注了。我建议将台湾文学列入教学和研究计划。这个建议得到了校系领导的

支持；但是在当时，一是因为“文革”余毒犹存，触碰台港文学心有余悸；二来台

港文学的资料要从香港进口，不仅困难而且需要投资；第三，当时现当代文学

的学科建设任务繁重，尽管已经将台湾文学研究列入了计划，但无人能够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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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初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代表团访问复旦，於梨华、

陈幼石都是代表团成员。我参加了接待，为於梨华安排了介绍台湾文学发展

概况的讲演。於梨华对我说：“希望复旦能够多关注台湾文学，将来两岸交流

可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陈幼石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她们都说会在资料问

题上给我以支持。于是我决定涉足台港文学研究，艰难起步。

之所以说艰难起步，因为我原来是在创作教研室任职，调入现代文学教研

室并被选为教研室主任后，教研室开始以集体名义招了硕士研究生，我任导师

组组长；同时我们确定将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并与２２所高校合作

编写当代文学史，我校被推选为主编单位，原本这将由潘旭澜教授出面主持，

但他鉴于参与学校多，人员情况比较复杂而推辞。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将

此任务接下来。从１９７９年４月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主持《中国当代文

学史》编写和统稿工作，同时开始了台港文学研究的准备。我得到了於梨华、

陈幼石和香港亲友的大力支持。

致力学科建设

在决定介入台湾文学的研究后，我首先考虑的是学科建设。１９７９年底，我

将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推荐给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应

林承璜先生之约，于１９８０年春节期间撰写了第一篇评论———《於梨华和她的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台

湾的长篇小说，第一版即发行了１０万册，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此后，海峡文艺

出版社出版了《台湾文学丛书》，包括我编选的《白先勇短篇小说选》、王祯和、

王拓小说选。到１９８０年底，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资料积累，开始考虑学科建设。

首先是准备开课。我想只有将台湾文学搬上复旦讲台，才能引导学生去

关注台港文学现象，扩大其在文学、文化界的影响。于是我在征得校系领导的

支持后，于１９８１年春，给“文革”后首届本科毕业班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正

式开设了“台湾文学”选修课。这在当时中国大陆是首创。新华社于是年３月

２７日、２９日分别向港、澳和北美发了电讯稿，《光明日报》、《解放日报》都发了

报道。开课不久，旅美台湾作家第一个访问大陆代表团的七位作家，包括刘绍

铭、李欧梵、郑愁予、庄因、杨牧等，由中国作协毕朔望先生陪同从北京到上海，

访问了复旦，我参与接待，与他们就台湾文学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们得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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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台湾文学”选修课深为高兴。他们告诉我，美国旧金山大学的葛浩文教

授不久前在一次讲演中说，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所大学对台湾文学展

开过研究，看来他的结论得修改了。他们回美国后将我开课的情况告诉了葛

浩文，葛浩文果真修改了讲演稿。台湾文学、白先勇研究等课程，我上了十

多年。

第二是编选教学参考书。开课后不久，我即主编了《台湾小说选讲》（上、

下两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３年出版。《台湾小说选讲》，共选了从上世

纪二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３４位作家、５７篇小说。包括赖和、杨逵、吴浊

流、钟理和、林海音、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

施叔青等作家的作品。大体上说，自台湾新文学发生、发展以来的有代表性的

小说家大部分都有作品入选。虽然，透过这本《选讲》还不能看到六十多年来

台湾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但是也能够约略地看到台湾文学特别

是小说创作发展的梗概。所以《选讲》是初窥台湾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是深入

了解台湾文学的一个梯次。当时我还想编一本台湾现代诗选讲，但由于教学

中诗歌便于板书，以及资料的局限而放弃了。１９９１年我又主编出版了《台湾小

说选讲新编》，选入了２１位台湾当代作家的２１篇作品，每篇均有两千多字的

讲评，在评析作品的同时，对作家的生平、创作和在发展中形成的个性特色、艺

术风格都作概要的评述。这些讲评合起来实际上是台湾部分小说家的简史。

第三是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台湾文学”条目的撰写。上世纪８０年

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决定在中国文学卷中编入“现代台湾文学”条目，

并约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武治纯先生撰稿。１９８４年初夏，第二届台港暨海外

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责任编辑杨哲女士

携带了武治纯写的稿子到会上征求意见。当时涉足台湾文学研究教学较早的

封祖盛、王晋民、潘亚敦、张超等都认真读了这个稿子，大家一致觉得这个稿子

需要重写。杨哲希望广东福建的朋友来重写，但无人应承。回上海后，杨哲来

找我，诚望鼎力相助，我只好接受委托。１９８５年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

册的统稿任务完成后，我着手重写这个条目。在当时资料和认知的条件下，注

意了以下一些问题：通过对新文学运动发动者的理论阐述和对作家作品的分

析，论证了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发展的，是中国反

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翼，台湾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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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分支；清晰地梳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轨迹；跳出以流派论高下、优劣

的观念，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家创作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它的历史

作用和他们在创作上取得的业绩；克服了偏重小说的倾向，将诗歌创作摆到了

应有的地位，评价或点评了１１５位以上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和散文作家的活

动和创作；将原有的７　０００多字的篇幅扩大到近２５　０００字，使这个条目实际上

成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史纲”。在撰稿的过程中，我曾专程晤面香港中文大学

黄维樑教授，听取了他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他的支持。稿子获得了通过和出

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列入“现代台湾文学”条目，标志着现代台湾文学这一学

科名称的正式确立。

第四是招收研究生。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我即以导师组组长的身份招收硕士

研究生；但那时都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招收的，１９８６年开始，复旦中文系

正式设立以台港文学研究为方向的硕士点，由我招收台港文学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７年为第一届。１９９０年毕业的林青的毕业论文题为《论高阳的历史小说》，

这是中国内地高校以台湾文学为论题撰写毕业论文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他

毕业后深化了研究，分别写成了《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

生》，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月出版，后易名为《高阳的历史风云》，台湾知书房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出版；《屠纸酒仙高阳传》，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台湾风

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６月版。此后又连续招了几届硕士研究生，秦昕

强、孙永超、杨幼力他们在读时在学术上就做出了成绩。

建立研究机构

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建立台湾或台港文学的研究机构，我校已具备了

一定的学术基础。恰在这时台湾旅美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应邀来校讲学，促成

了我校台港文化研究机构的诞生。

白先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１９３７年在抗日的炮火声中生于广

西南宁，不久便随亲人迁居桂林，１９４４年湘桂大撤退时迁居重庆。抗战胜利后

辗转来到上海，先在虹桥路一间德式别墅里养病，后来入住汾阳路１５０号白公

馆。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离开上海去广州、香港，１９５２年去台湾，台湾大学毕业后不

久赴美留学，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尽管童年的白先勇在上

海只生活了两年半，但他对上海情有独钟，情结深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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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想回到祖国、回到上海来看一看。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尚未开放大陆探亲，

我方外事等部门邀请有所不便，所以他想到了复旦大学。

１９８６年当中山大学王晋民教授向我转达了白先生有回国访问的意愿后，

我即联系沟通，促成了白先勇来我校访问讲学两个月。其间展开了丰富而有

意义和有成果的活动。信息披露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勇回国访

问，是两岸交流的一大盛事，是我们复旦与白先勇先生共同建构的。

白先勇的来访，催生了我校的台湾文学热，校系领导都觉得应当重视台港

文学的研究。于是，建立台港文学研究机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学校的意见是先建立台港文学研究室，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台港文化研究

所。１９８１年８月，台港文学研究室成立，由学校管文科的副校长兼任研究室主

任，我和孟祥生任副主任。在展开学术活动、学术交流的同时，创办《台港文

谭》专刊，由我和朱文华共同主编。接着奉学校之命，我着手筹备台港文化研

究所。１９８９年１月台港文化研究所成立，潘旭澜任所长，张晓林、我和孟祥生

任副所长。我和潘旭澜相继退休后，朱文华接任所长。

策划学术活动

研究所成立之前，我即策划和筹备了“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这样的学术活动是曾敏之先生倡议、由全国台港暨海外华文

文学研究拓荒者创立的。前三届分别于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在暨大、厦大和深

圳大学召开。到１９８８年夏天还没有单位接第四棒，曾敏之先生担心开了头的

研讨会就此中断。他与我商量，希望复旦能接下第四棒，并答应由香港作联给

予部分经费支持。在得到学校批准后，我把这个任务接下来。经过紧张的筹

备，我校台港文化所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学术会议于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至３日

在复旦召开。台湾的高阳、陈千武、郑炯明，香港的犁青、陈耀南、粱秉钧、金东

方、萧铜、粱荔玲，美国的杜国清，韩国的许世旭等国内外作家和学者近百人出

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上海作协举行了两岸作家座谈会，《文学报》还宴请了

台、港和海外作家。会后，由我主编、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四届台港

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十多篇２０多万字的论文，体现

了研讨会的学术成果。由于高阳的到会，本人的硕士研究生林青将高阳的创

作列为毕业论文选题，毕业后又延伸研究，写了两本书。此后，我出席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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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联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１年７月，香港）、第五届台港

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１年７月，中山）、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

“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１９９３年６月，香港）及“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

１９９４年退休后，我提议并协助复旦台港文化研究所连续策划了“香港作家

创作研讨会”（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５—２７日），香港作联曾敏之、张文达、陶然、梦如

出席研讨会并讨论了包括曾敏之、刘以鬯、张文达、彦火、陶然、黄维梁、小思、

西西、颜纯鈎、粱秉钧、梁锡华、施叔青、梦如、锺晓阳等１４位作家的创作。

１９９５年秋，我跟戴小华一起策划，与宝钢合作，在宝钢召开了世界华文女

作家创作研讨会。对当时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华文女作家如美国的聂华苓、於

梨华、陈若曦，欧洲的赵淑侠，泰国的梦莉，新加坡的淡莹，马来西亚的戴小华，

香港的周蜜蜜等的创作进行了探讨。丛甦、吕大明、淡莹、戴小华、周蜜蜜以及

国内学者３０多人出席了会议。这两个会议主题集中，作家评论家面对面对

话，实属世界华文文学学术活动中的首次。可惜因为经费等原因，都未能留下

论文集。

学会成立后，我被选为监事长，还连任了一届。我履行了职责。我深感荣

幸的是以会议统筹的身份与朱文华、李安东一起筹备学会成立后在复旦召开

的第一次年会———“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这次会议，规模庞大（海内外出席者近１５０人，外宾近６０人）、学术讨论安排有

序（论文集提前出版，会前就发到与会嘉宾）、住宿环境幽静、餐饮精致、文化活

动高雅丰富，不仅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获得了学会领导和国务院侨办

的好评。香港黄维梁教授说：“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精美、大器、成果丰富。”台

湾著名女作家罗兰在来信中说：这次会议“是我此生最值得记住的一次盛

会”。饶苋子会长在大会闭幕讲话中，从会议议题的设立、会议形式的设计、会

议场馆的选址、纪念品、纪念册的选择和制作等方面，肯定了我们的创意。曾

敏之先生说：“复旦大学贡献良多”。

今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支持下，我和粱燕丽与学会一起

策划筹备在复旦召开了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为主题的会长会议。会议

围绕学科建设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应有的成果，相信这也是深化

学会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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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策划这些学术活动，目的是为学会和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力量，促进

海内外华文文学交流，为推动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而贡献微薄的力量。

倾力学术研究

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写过一幅名联：“文章千古事，风雨百年身”。我们从

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否会有恒久的意义，可不必说它；但人生只不过百

年，这是铁律。在短暂的生涯里，既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当无怨无悔，倾力为

之。当然，我并不聪慧，也不十分勤勉，没有名利的躁动，悠悠地生活。退休

后，我还到朋友参股的医药保健品公司里当过五年的副总经理，此后又被选为

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和退休教授协会副理事长，干了八年，为复旦的老龄事业

尽了一份力；尽管如此，我心中所注重的依然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首先，我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出席了香港作联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１年７月，香港）、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１９９１年７月，中山）、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

（１９９３年６月，香港）和“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出席了

中日文化交流活动。退休后，除“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因病

没有参加之外，我大都提交论文并参加历届研讨会、高峰论坛和“共享华文文

学时空”的会议。

第二，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

版，１９９０年版）编委主要成员，将１３０条台湾文学包括作家、作品和期刊条目，

列入该书，将台湾作家、作品融入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负责编写了其中绝大

多数条目。１９９２年，我与研究生孙永超、杨幼力合写了《三毛传》，分别在大陆

和台湾出版。１９９３年我出版专著《台湾文学新论》。１９９４年我与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合作，做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百家精品展播”的节目，每天早中晚广播

三次，每次半小时，介绍作家，配音朗诵选定的作家作品。这个节目连播了近

一年。

第三，退休以前，我研究的重点在台湾文学。我曾想独自写一本现代台湾

文学史。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过“现代台湾文学”条目，我的一些论文选题，

诸如《试论“台湾文学”与“台湾意识”》、《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

《〈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小说》、《略论〈现代文学杂志〉》，关于杨逵、白先勇、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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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真等作家的论文以及小说选讲对作家作品的评析、指导研究生撰写台湾报

纸副刊的论文，实际上都是为此打基础的。后来，我放弃了，根本原因是岛内

“台独”气氛越来越浓。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大趋势，我将注意力转向香

港和世界华文文学。上述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世界华文文学百家精

品展播”，是我研究方向转变的一个标志。此后台湾文学方面我只写过两三篇

论文。我对白先勇比较熟悉，注视他，追踪他；我已视他为美华文学的组成部

分了。我崇敬曾敏之先生，他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文

化人的典型，值得研究和总结，于是我为之写了《曾敏之评传》，分别在大陆和

香港出版。我写了十多篇关于女作家的论文，那只能算无心插柳；然而她们彩

虹横空般的显现，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今后会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三十多年，悠然走过，留下的只是浅浅的脚印，但我无怨无悔，也无愧疚，

因为我诚实地努力过了，也将自己的心力情感奉献给了这份事业，且不就此

止步。

我深感欣慰，我们研究的团队日益壮大，事业蓬勃发展，一些朋友做出了

值得称道的成绩。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深深感谢，三十多年来一直真诚支持我从事这份事业的、我的老同学、

老同事，我的海内外的朋友，校系领导和学会的领导！谢谢他们的鼓励和

支持！

我深深怀念，怀念曾与我们同行的朋友———汪景寿（北京大学）、武治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淑秧（中国社科院）、蔡洪声（中国电影资料馆）、秦家

琪（南京师大）、张超（南京市台联）、黄重添（厦门大学）、林承璜（海峡文艺出版

社）、顾圣皓（华侨大学）、王晋民（中山大学）、赖伯疆（广东省社科院文研所）、

封祖盛（深圳大学），他们已为这份事业献出了生命！想到他们，不免悲痛；但

他们的奉献精神，也激励着我们和所有的后来人。我们将沿着他们的足迹，把

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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