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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１　　　　

序　言

一

岁末在“桃李居”餐厅陪留校研究生吃过团拜饭，总算忙完２０１３
年度大大小小的事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慨，又是辛劳殷实的一

年啊！

迈着舒缓的脚步，走在宁静的校园大道上，环视两旁端庄的教学

大楼，以及默默陪护他们的树木、草地和湖水，忽闻梧桐树梢上小鸟

的鸣叫，让人轻松了许多，重拾一份好心情。
过去的一年，我们确实被一项又一项繁杂事务压的喘不过气

来，根本无暇观赏美丽的校园景色，好在得到导师和研究生的大

力支持，圆满完成了年初设定的工作任务，这让大家疲惫中感到

欣慰。
一所大学研究生教育的进步，集中体现在培养研究生的学术创

新能力。盘点２０１３年我校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

的学术论文，粗略统计为４４９篇，再攀历史新高。这来之不易的原创

成果，凝聚着师生们的智慧和心血，也为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增添了

强劲的能量。
每年精选研究生发表于高端学术刊物的论文，由学校研究生工

作部（处）负责编辑出版《学思林———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

选集》，然后赠与下一年度入学的新生，这已经坚持了三年，其用意就

是镌刻上海师大研究生学术进步的脚印，激励怀揣梦想的学子继续

前行，不断追求学术创新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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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２０１３年的“学思林”更加茂盛，颇得益于温润环境和精心培育。
这一年，从教育部到学校，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研究生教育，围绕

提高培养质量的改革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这犹如暖暖的春雨，不仅

滋润着学子的心田，也增添了园丁的信心。
当然，作为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免不

了会多出许多事儿，需要乐此不疲的面对和耕耘。真诚感谢我的团

队，他们一人一岗，又有机协同，踩着时间的节点，富有创意的工作，
默默服务于导师和研究生，积极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尽到了一份

责任。
过去的一年，在学校的统一部署下，我们隆重召开了全体导师大

会，大力贯彻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意见》（简称“２８条”）的文件精神，并邀请上海市学位办

领导进行解读宣讲，着重强调了研究生学位点的高峰建设、规模拓

展、导师责任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改革目标和要求，产生了积极的反

响。同时，我们结合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在认真调研

的基础上，精心谋划新的发展思路，起草了《上海师大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实施方案》，就未来若干年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定位、建设

目标与规模、改革举措等做了具体构划，相信这将有益于促进我校研

究生教育体系化发展。
我们齐心协力，积极行动，把重点投向加快新一轮学位点建设，

一方面抓紧落实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３＋２＋Ｘ提升计划的各项措

施，通过书面、个别访谈等各种方式了解实情，沟通信息，投入经费，
关注进展，在相关学位点负责人和导师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各项指标逐渐趋好；另一方面抓住全国性增设硕士专业学位点

的有利时机，合理布局，充分准备，高质量完成了我校新增硕士专业

学位点的遴选申报工作，有望取得更多硕士专业学位点。
围绕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我们狠抓研究生教育各环节的内涵

建设，组织了年初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引起上级领

导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从而顺利完成２０１３年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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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新生招录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前瞻性地研究制订了２０１４年研究生

招生和奖助新方案，体现了不断提高生源质量的改革思路。我们以

学校教学质量月活动为切入点，组织检查了全校二级学科学位点近

２００个培养方案，进一步强化培养环节的质量监控，特别是制订和实

施了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和双盲评审不达标者必须延期答辩的规

定，严格把好质量关。我们还加大力度培育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设
立国家奖学金、大文科学术新人培育、优秀学位论文培育项目、交叉

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和博士研究生“双助”计划等，覆盖到４００余人，并
参照教师标准奖励研究生各类高水平学术成果或论文。这个年度，
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我校研究生取得上海市优秀学位论文２１
篇，进入全国百篇优博论文评审２篇，创造了从未有过的新高度，值
得引以为骄傲。

三

回眸２０１３年富有创新特色的工作，相信同仁们还会兴奋地列数

曾经为之付出心智辛劳的以下四件有意义的事儿：
拓宽研究生的国际视野，增强研究生的适应能力，开辟研究生国

（境）外研习交流渠道就成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经过２０１２年

的反复联系、沟通和论证，我们最终选择台湾师范大学和美国南加州

大学作为我校研究生进行为期２—３个月研习交流的学校。然而，当
２０１３年希望变为现实的时候，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可谓劳心

劳力。好在我们的勇气战胜了困难，并得到了学校有关部门的配合

和支持，使选派的１５名研究生如愿去了台湾师范大学，１０名研究生

顺利去了美国南加州大学。这带有投石问路意味的开拓实践，不仅

在两所大学结业仪式和学生归国总结会上得到充分认肯，而且也为

２０１４年继续选派研究生出国（境）研习交流奠定了基础。２０１３年，我
们以此为引领，大举推进这项有益于研究生优化知识结构的工作，全
校共有１１１名研究生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出国（境）研习交流的机会，
创下了历史之最，有效提升了我校研究生教育的社会知名度和影

响力。
强化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提高教育类研究生的教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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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上海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这一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

们狠抓了校级高端教育实习基地的持续建设，共建成上海师大附中、
上海市实验学校、南洋模范中学、七宝中学和位育中学等５个高端教

育实习基地，选派１２２名研究生到基地参加教育实习，得到了中学特

级或高级教师一对一的指导，从而使一大批研究生的教学素养和能

力得到提升，在就业试讲中取得明显优势。本项目经过多年的深化

建设，逐渐形成特色，并得到了市学位办领导的肯定，２０１３年取得了

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此外，学校统一规划布局，各学院还启建了７
个研究生专业学位实践基地，同样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我们着力于培育都市新人，积极带动研究生引领校园文化风尚，
奋力开拓工作新领域和新内容。这一年，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合

作，以“都市文化与美丽中国”为主题，承办了市级研究生品牌活

动———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多省市学位办和学校领导亲临现场，
学生踊跃参与，文化气氛浓厚，影响辐射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市，沪
上多家媒体作了大篇幅报道。我们进一步拓展研究生入学教育、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大型宣讲活动等的文化空间，强力推进“感受都

市文化”大型系列活动，先后组织１８００名研究生新生赴凸显上海

都市文化特色的中华艺术宫、东方明珠、上海博物馆等地参观学

习，使新生真切地感受都市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还组织和鼓励

研究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挑战杯、数学建模竞赛等，都取

得了骄人战绩。可以说，研究生活跃于校园文化的舞台，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
２０１３年研究生的就业工作，在年初“史上最难就业年”的渲染

下，确实令人忐忑不安，这就迫使我们换思路，想办法，下力气为毕业

研究生创造有利于就业的条件。我们针对社会的需求和研究生的愿

望，竭尽全力做好牵线搭桥的工作，精心组织举办研究生就业招聘

会、政策宣讲会、辅导讲座等３０多场次，特别是开拓长三角就业市

场、小型双向就业洽谈会、专门指导服务等举措，富有创意，匹配度

高，实效明显，最终确保２０１３届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达到９１％，相较

前一年提升了３个百分点，圆满完成工作目标，并为学校取得“全国

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简称“全国高校就业５０强”）称号做出了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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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２０１３年的工作，还需要一提的是，我们参加了学校统一部署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和调研，积极开展专项工作研

讨，进一步强化了服务意识，向紧扣管理环节要效率，基本实现了工

作效率的最大化。
这一年，我们又一次经历了机关岗位竞聘。作为研究生工作部

（处）长，本人有幸进入了第二个任期，其他部（处）领导和工作人员则

有所调整，形成了１５人的团队。杨宗元副处长和顾云南同志，是我

们部（处）的“老法师”，经验丰富，勤劳踏实，但岁月不饶人，到点退

休，现返聘后退居二线工作；贺朝霞副部（处）长，与大家并肩相处了

七年半，富有创意和激情，因工作需要调任人事处任副处长；新上任

的刘兰英和顾绍泉副处长、杨龙波副部长，年轻好学，敬业负责，较快

地适应了工作新环境，大家相处依然十分融洽。新调来的汪诚华和

陆祺两位同志，虚心请教，勤奋肯干，为整个工作团队增添了活力。
２０１３年我校研究生管理事务繁而不乱，正是因为有这个协同创

新的团队，再加上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各学院和导师的配合，更有

广大研究生的积极参与，才使整体工作有声有色地展开，取得新的

进步。

五

一年来，师生们共同付出的努力，终于可以透过《学思林》这扇窗

户，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见到一棵棵绿树快乐成长的景象，真让人

高兴。
尽管每一集《学思林》收录研究生学术论文的数量有限，但这些

精选出来的学术论文都独立或者合作发表于ＣＳＳＣＩ和ＳＣＩ以上期

刊，代表了我校研究生学术追求的品格，散发着奋发进取的精神。
《学思林》第三集共收录我校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３０篇，

其中博士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１０篇，硕士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

２０篇；文科研究生发表于Ａ类期刊的学术论文３篇，Ｂ类期刊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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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７篇；理工科研究生发表于ＳＣＩ一区期刊的学术论文２０篇；
研究生以第一作者署名的１９篇，第二作者署名的１１篇，集中反映了

我校研究生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新高度，叙写着我校研究生在导师的

指导下茁壮成长的历程，也将激励后来者奋发治学。
２０１３年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思林》的编集问世，副部长杨龙

波，副处长刘兰英、顾绍泉和已离任的副部（处）长贺朝霞，以及辅导

员孙励等同仁做了大量编集和校核工作，值此深表谢忱。还要衷心

感谢为指导研究生高质量学术论文付出辛劳的导师们，感谢一直以

来对我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市教委和学位办领导，以
及校、院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部（处）长　俞　钢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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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杨补与《画禅室随笔》１　　　　

杨补与《画禅室随笔》

王安莉

　　董其昌（１５５５—１６３６）书画语录《画禅室随笔》为明末清初的布衣

文人杨补（１５９８—１６５７）①编辑，经过朱季海、黄惇、黄朋诸位学者相

继讨论之后，事实逐渐明朗。但此书辑于何时，一直未有论断。
《画禅室随笔》的现存刊本均为康熙以后刻本，因此通常被默认

为清代之书。但这往往使相关主题的讨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偏差。
例如，孙小力及学生王浩考证此书编辑来源，逐一比对“评文”内容后

发现，此书的参考对象除了通常所知的《容台集》外，还有《举业蓓蕾》
和《九字诀》。②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其所参照的《论文宗旨》和《举业

蓓蕾》合刊本为吴郡圣业堂书坊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刻，较如今存世最

早的《画禅室随笔》———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的汪汝禄序刊本要晚三

年。这说明，要么《举业蓓蕾》还有更早的刊本，要么杨补的取资另有

来源。我们若能明确《画禅室随笔》的问世时间，就能为此作答，将研

究继续推进。可见，一本书的问世时间虽然是细节问题，但极大地牵

扯着其他问题的讨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它们的结论是否

成立。我们唯有尽可能地厘出真相，近于信达，才能获得更加牢靠的

讨论平台。


①

②

王安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２００８级博士研究生，专业：文艺学。
杨补的生卒年，可由明遗民徐枋《杨隐君曰补六十寿序》、《杨伯雨（杨补父）传》、

《杨无补传》（见徐枋《居易堂集》，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明
确考知，但前人黄朋等曾据《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误将卒年记为１６５８年。

孙小力、王浩《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溯源》，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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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画禅室随笔》问世时间的提问

今人明确杨补编辑《画禅室随笔》的事实，依据的不是此书现存

的最早版本———康熙十七年的汪汝禄序刊本，而是较其晚出近半个

世纪的大魁堂刻本。前者写为“天都汪汝禄耐公父编次”，①书中的

汪汝禄序简短地交代其刻书缘由说：“客有以董文敏公《画禅》一册见

示……因编次成帙，寿之梨枣，以供同好……余将退栖故山，携是编

以随起居……”②相比之下，后一种刻本的信息饱满且明朗许多，它
明确写为“华亭董其昌著，长洲杨补编次，吴趋陈王宾校订”。③ 其中

所收方拱乾（１５９６—１６６６）序亦言：“《随笔》者，董玄宰先生所著，皆小

品也。杨子无补诠之，而另为一书。”④梁穆敬在康熙年间重刻此书，
作序时也再次强调编者为杨补的事实说：“予家向藏《画禅室随笔》二
帙，系杨子无补所辑。”⑤

方拱乾是杨补的同时代人，较其年长两岁，且多活九年。黄朋曾

经根据方序语气猜测他是杨补的友人。事实上，陈三弟稍早撰写《明
遗民画家杨补传略》时，谈到过方、杨的交游史实，可惜未引起足够的

注意。他文中涉及这样两则证据：
其一，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夏，客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的杨补“为良

年少之愿，闻太史方拱乾作黄山游，‘因发大勇猛，兼道从之’”。⑥
其二，方拱乾为杨补作《晓偕无补石上见》七言诗：“不日不雨不

风烟，此身如翼修修然。欲记欲诗难高下，杨子誓言废其画。”⑦
一旦明确方、杨的交谊，我们再看方拱乾为《画禅室随笔》所作

序，显然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方氏说：

无补于书法，于诗，于画，咸有瓶水天花之致。而其宗式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图书馆藏汪汝禄辑刻本。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图书馆藏汪汝禄辑刻本。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图书馆藏大魁堂刻本。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图书馆藏大魁堂刻本。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图书馆藏大魁堂刻本。
陈三弟：《民遗民画家杨补传略》，载《艺苑·美术版》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陈三弟：《民遗民画家杨补传略》，载《艺苑·美术版》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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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指董其昌）若嫡系然，殆又代先生为说笔墨身矣。予生平自

嫌腕鬼，然复难视此事，时于蒲团香尽处问剑花颠圣，乃今与无

补哓舌，辄欲以赞皇（指唐朝宰相李德裕）分功，颇似大言刘季实

不持一钱而夺人上座者，足发一笑。①

从“乃今与无补哓舌”这类谦词来看，方拱乾撰序时，杨补尚在人世。
可见，《画禅室随笔》在杨补去世的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之前就已刊行

于世，而方序应为初刊本所有。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梁穆敬重刻此

书，无疑是在保留原序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序。他重刻所参照的范本，
也即他序中所说的“予家向藏《画禅室随笔》二帙”，如今看来很可能

即此书的初刊本，或包含此书的初刊本（这两种推论取决于对“帙”的
不同理解）。于是，方拱乾序成为初刊本所留下的唯一线索，因而成

为我们追溯此书问世时间的最重要依据。
方序未署明撰写时间，仅在末尾记作“江东髯史方拱乾识于长安

之亦画溪，时雪晴，盆梅小绽”。从字面来看，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些

信息：方氏撰序时正值冬日，当时他身在北京，号“江东髯史”。
方拱乾先后仕于明廷和清廷，一生两度居于北京。崇祯元年

（１６２８）考中进士后不久，他因父丧还乡，一待就是十三年。到其回京

赴任编修时，已经四十五岁。出仕仅四年，遭逢国变。当时他官至少

詹事，被攻入北京的大顺农民军俘虏，靠着美婢贿赂才逃出南归。于

是，出仕明廷的日子就这样匆匆结束。南明政权建立时，他不受拉

拢，“去游吴越草莽间”。② 明亡之后，方拱乾次子、长子先后考取进

士，出仕新朝。之后，他也在年近花甲之际响应清廷诏求人才的政

策，入朝为官。长子方孝标深得顺治帝器重，被选为“南书房行走”，
凡行幸必扈从。可就在方拱乾晋升为詹事府右少詹后不久，江南科

场案发生。那是在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十一月———杨补已经去世，方
拱乾第五子方章钺因被参奏舞弊而遭到缉拿。之后，方家父子悉数

被牵连入狱。经过一年的审判，方家数十口人被判处流放宁古塔。

①
②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图书馆藏大魁堂刻本。
李长祥：《和宪先生桐城方公墓志铭》，见《天问阁文集》卷 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版，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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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三年后才获赦南还。康熙元年（１６６２），方拱乾借道京师南下，过
了四年卖字度日的贫苦生活后于扬州去世，卒年七十一岁。

方拱乾在明清两朝的为官时间都不长。其出仕明廷是在崇祯十

三至十七年（１６４０—１６４４），重仕清廷是在顺治十一至十四年（１６５４—
１６５７），这期间他居于北京，都有可能为《画禅室随笔》作序。

但我们知道，清初文字狱甚行。顺治五年（１６４８），毛重倬坊刻制

艺序时因为未书“顺治”年号，就被视为目无本朝而入狱。方拱乾重

仕清廷时已年近六十，曾为前朝臣子的他在侍奉新主时自会更加谨

言慎行。如今可以看到，他在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为沈荃《一研斋诗

集》和王岱《了庵诗集》作序时，分别署作“顺治丙申闰五云麓世叟方

拱乾书于长安之移来草阁”和“丙申春日云麓老人方拱乾题”，①不仅

写明撰序时间，而且，带有明清易代暗示的“移来草阁”也与《画禅室

随笔》序中署记的“亦画溪”有着明显的不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
所署的“云麓世叟”和“云麓老人”之号，充分显露出一位饱经沧桑的

老人在时代嬗变后的无奈。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带有意气风发味

道的“江东髯史”会不会只是方拱乾晚明所用之号。② 若真如此的

话，那《画禅室随笔》应当在明末就已经问世了。

二、杨补其人与《画禅室随笔》编辑真相的消隐

要做进一步判断，我们还须将视线拉回到杨补身上来。
杨补原籍江西，因父辈经商迁至长洲（今江苏苏州），遂入籍苏州

府长洲县。天启七年（１６２７），三十岁的他刚北游至京城，便以诗艺闻

名。较其年长十六岁的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当时亦慕名与之结交。
二十多年后，年过七旬的钱氏为杨补长子杨炤（１６１７—１６９３）③的诗

集作《杨明远诗引》时，仍念念不忘地说：“往余游长安，见无补题扇诗

①
②

③

陈美华：《方拱乾研究》，苏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２０１１年硕士论文。
清初，周茂源致书方拱乾长子方孝标时，称赏他们“江东华胄推第一，方氏簪缨盛

无匹。相业先传韦孟诗，史材世擅班彪笔。”（见周茂源《鹤静堂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集部第２１９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２页。）
杨炤生卒年可由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徐俟斋年谱补校》（见徐枋《居易堂

集》）推得，前书中的康熙十五年、二十五年条，分别记杨炤年六十、七十，后书中的康熙三

十二年条记杨炤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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