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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最重要的‘作业’，请大家批评指教”

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今年虚

岁 九十了，清瘦、微驼，行动缓慢，

走路要拄拐杖，抬起手时会不自

觉颤抖，确是耄耋老人的模样。

但他却又是异常敏捷的。聊

上几句，你定会叹服于老先生清

晰的逻辑、自如的谈吐。半个多

世纪前的人、书、事，他娓娓道来，

谈苏东坡、钱钟书时，精神最好。

对中文系学子特别是古代

文学研究者而言，王水照是个绕

不开的名字。从事古典文学研

究六十余年，王水照在宋代文

学、古代文章学、词学、钱钟书学

术研究诸领域建树卓著。他的

苏轼研究，广博、深刻而富有文

化情怀，尤为一般读书人所熟

知。《苏轼选集》《苏轼研究》《宋

代文学通论》等著作，都是宋代

文学研究领域的基础文献和必

读书目。

《王水照文集》（下文简称

《文集》）日前正式发布。“这是

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份‘作业’，

请大家批评指教。”面对这套承

载自己一生治学成果的文集，王

水照诚恳而谦逊，一如往常。

“这辈子最重要的‘作业’”

“惶恐”，谈到《文集》发布之际

的心情，王水照脱口而出这个词。

2012年，王水照获上海市第

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

奖”，被认为是“当代宋代文学研

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但他

本人却一直对出版个人文集抱持

谨慎态度：“文集的作用主要是承

前启后，将来要在学术史上发挥

作用，我的研究成果可能不会起

很大作用，所以比较犹豫。”

近些年，有许多出版社联系

王水照，希望为他出版个人文

集，但都被婉拒，直到学生高克

勤发出邀请。高克勤曾就读于

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是王水照在

复旦带的第一个研究生。退休

前，他提出出版这套文集，作为

先生九十岁寿辰的贺礼，亦以此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完满句

号。被学生一片赤诚之心打动，

加之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

60年并出版过多部作品，王水照

方才点头。

《文集》2021 年启动编纂，

2022年底定稿，收录了王水照学

术历程中主要的学术著作和文

章，共十卷、十四种。编纂体例

和总目都由王水照亲自拟定，包

括宋代文史研究、苏轼研究、中

国古代文章学研究、钱钟书研究

以及学人纪念文字、学术随笔等

诸多领域。

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曾评

价王水照的学问之要点，在《文

集》中得以充分体现：首先是“一

代之学”，即在宋代文学研究方

面的贡献；其次是“一个方面之

学”，即整个中国古代的文章学；

还有“一以贯之之学”，他的学术

研究“一以贯之的是努力体会、

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传统，在

文学研究的工作中对之加以继

承和发扬，使之在当下民族文化

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有益的作

用；而这一切，又不背离现代的

和世界性的视野”。就治学领域

来说，王水照还有“一人之学”，

即在苏轼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

而王水照也说：“这部《文集》

的真正作者不仅是我一个人，也

是‘王门’合力之作。”编纂过程

中，王水照先生的博士生、复旦大

学中文系教授侯体健承担了主要

的整理与统筹工作，从选篇、分

册、读三道校样，到拍照、找图、补

出处，大事小事一一经手。《文集》

的责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常

德荣和彭华也出身“王门”。

《文 集》时 间 跨 度 长 达 66

年。最早的文章可追溯到王水

照参加 1955 级北京大学中文系

“红皮”《中国文学史》（1958年两

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撰的

“苏轼”一章，最新一篇则是他在

2021 年 10 月的一场学术会议上

的手写致辞稿。

“复旦是学术生涯的起点”

编纂《文集》，王水照有两

个坚持：一是收录篇目皆为他

独立撰写，凡与他人合作的一

概不收；二是尽量保持历史原

貌，除修正一些错讹以外，不对

带有历史特征的用语、引文做

特殊修改。

“我翻《文集》的时候也有很

多感触，从最开始《文学史》编写

到后来的研究，其中有不同和长

进，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王水

照坦言，岁月更迭，文字必然带

有时代的烙印，但他有意将其以

原貌呈上，旨在为溯源新中国古

典文学研究的时代演进打开一

扇窗口。

煌煌三百万字的《文集》，对

王水照而言，既是成果汇集，亦

是人生总结。

他曾在诸多场合提到，最感

恩三家单位：其一是给了他学术

启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其二是

正式使他走上学术道路的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其

三是复旦大学，这是他完成主要

学术成就的地方。

“最大的成果其实是
悉心培养一批好学生”

王水照从不掩饰对钱钟书

先生这位学术偶像的敬佩。

王先生与钱钟书先生有三

十八年的交谊，是得到钱钟书先

生耳提面命的为数不多的学人

之一。尤其是在文学所工作期

间，与钱先生一起编撰社科院版

《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等书，

相与共事十八载。

钱钟书为王水照推开学术殿

堂的大门，向他展示了对中国传统

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会达到何种精

妙的境界，可王水照却说，钱先生

是天才式的学者，无法学习模仿。

具体写作能力方面，他受另一位大

师——何其芳的影响更大。

何其芳先生作风朴实，追求

实事求是，做学问强调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学习

和训练，要求“系统研究理论、历

史、现状三者的关系和规律”。

这 深 远 地 影 响 了 王 水 照 的 治

学。后来，王水照来到复旦承担

教学工作，也打定主意要做好

“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

2017年，时年83岁的王水照

住进养老院，依旧招收博士生，坚

持每两周来到学校讲课。疫情期

间，王水照甚至还请博士生来养老

院，坚持给他们上了几次课。迄今

为止，他在复旦培养了一百数十名

研究生，深受学生的崇敬和爱戴，

被推选为“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直到现在，他仍在担任研究生导

师，还在继续培养专业人才。

王水照觉得：“一个学者的

成就，学术论文与著作是一部

分，最大的成果其实是悉心培养

出一批好学生。”

“不能搁笔，要继续做研究”

王水照早年以治苏而闻名，

被学界认为是“苏轼研究”第一

人。他的《苏轼选集》被钱钟书

先生誉为“卓然优入著作之林，

成一家之学”，他的《苏轼研究》

以雄健笔力和高明识见展现出

“苏海”的浩瀚波澜。这些“苏

学”相关著述，都被收录进《文

集》当中。

在王水照的研究里，苏轼不

仅是一个文学家、政治家，更是

一个“全才”，一种文化型范。

王先生在76岁时撰文，以南

宋诗人赵蕃书斋名“难斋”自警自

励，希望自己能克服暮年的“末路

之难”，努力在文化事业上续有建

树，坚守一个知识人的本分。如

今，十多年过去，他不但克服了

“末路之难”，而且学术之树结出

了累累硕果。直到2019年，87岁

的王水照才正式出版《北宋三大

文人集团》这部第一本个人学术

专著。这本书，他酝酿了四十年。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

写一句空”，这是王水照特别推

崇一句话。他对学术孜孜以求、

默默耕耘，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

诠释，亦为后辈学人指引方向。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张菲垭

本报记者 戚心茹摄

青年教师研修国情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和 习 近 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推进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文件要求、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教育部
第三期高校青年教师国情教
育研修班日前在复旦举办，来
自 50多所高校的青年教师们
汇聚一堂，开启为期 5天的国
情教育线下研修。

本次活动以“寻访初心之
地、见证百年辉煌、厚植家国
情怀、勇担复兴重任”为主
题，安排了现场教学、影视教
育和交流研讨三个环节，涵盖
5场专题报告、6场现场教学、
4场交流研讨、2项仪式教育
和 1场影视教学，涉及党史国
情、理论精神、科技发展等多
维度内容。青年教师们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史学习
中汲取养分，从改革开放和创
新发展的伟大成果中获得奋
进动力。这段珍贵的学习经
历将帮助他们以更加奋发有
为的精神面貌投身教学科研
育人工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各自的智慧和
力量。

结业仪式上，全体学员观
看了研修回顾视频，5位学员
代表作交流发言。

文 / 魏羽彤、马蔚佳、蓝海莲

师生共话电影《望道》

本报讯 日前，复旦大学
望道研究院、复旦大学团委联
合召开“品《望道》电影，寻信
仰之源”专题座谈会，邀请师
生代表共话望道信仰，以激励
复旦青年一代以革命先辈为
榜样，在新时代保持信仰与热
爱，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
懈奋斗。

马克思主义学院“望道班”
2021级本科生葛涵微表示，作
为望道班学生，要扎实自身理论
基础，增强理论运用和创新能
力，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
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贡献
力量；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
硕士生、“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
队员张欣分享了讲好老校长陈
望道故事的心得，并表示未来将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参与宣讲工
作，积极投身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以实际行动继承望道精神；
档案馆馆员刘晓旭结合近年来
关于陈望道的研究历程表示，能
看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历史文
献档案中走上大荧幕，感到十分
激动。 来源：校团委

▲ 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

▲ 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校党委书记焦扬为研究院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