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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蛮巧的，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图书馆
里，现在又‘兜’回来了。”
学者陈思和，以一系列观点新锐的学术成果，更新

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名师陈思和，2005
年被教育部评为首届人文学科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接着2007年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此外，
他还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
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在担任了十一年半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之后，
现在，他来到了新的岗位：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 ! ! !研究工作、教学工作、行政工作，
还有许多社会工作，陈思和一肩挑，学
生说，像陈老师这么精力充沛、能做这
么多事的人，实在值得敬佩。
他是如何协调的呢？
“没法协调的，只好自我牺牲。”为

了学科建设，要争取国家项目、参与评
奖。累，忙，不言而喻。没有整块时间做
学术，只能挤时间。“写一篇深思熟虑的
论文可以，写专著不行。后来连写论文
的时间也不够，时间都化整为零为别人
写序了。”自己规划中的文学史著作，只
能一拖再拖。“《现代文学史教程》拖了
十多年了。出版社合同早签了，初稿也
齐了，但就是没时间啊，要改，要修订，
只能拖着，缺乏完整的时间。”

!"#!年末从中文系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终
于有时间了。辛苦多年，!"$%年做了个全面调整。
他已经安排好，完成了文学史著作以后，接下去
要把自己提出的“民间”、“知识分子岗位”、“潜在
写作”等重要学术概念做一个梳理，每个问题写
一本书。“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现在要翻
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必须要做很大修改，语词、
表述必须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否则翻译没法
进行。这个工作也开始做一部分了。”
不过，现在担任了图书馆馆长，这些研究计

划，恐怕又只能暂时中断了……
在笔者等候采访的时候，目睹不断有人进

来请示、汇报、商讨工作。在以往的著述和讲课
中，陈思和教授始终强调一个知识分子的岗位
意识与文化传承。期待这位恂恂儒者在新的岗
位上，能成为复旦图书馆这个文化传承基地中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 !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备受
瞩目。前任是因多次在两会上直言而
被称为“葛大炮”的葛剑雄教授。
说起就任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低

调地表示：“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是学
校领导安排我来接手这个工作的。”

对这个新岗位有什么具体的想
法吗？“因为这也不是一个我很熟悉
的工作领域，所以还是在学习中，慢
慢摸索图书馆的工作规律。目前还是
在熟悉情况、调研当中。”但是他也透
露，接下来图书馆有两个重大活动，
将是较长期的工作重心：一个是建设
新馆，一个是筹备建馆 $&&周年的大
庆。现在复旦的图书馆分布在本部、

新江湾、枫林、张江四个校区，将来会随着学
校的布局而调整结构。同时，图书馆作为一个
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本部图书馆毕竟是近三
十年前的建筑，不能适应现在的工作需要了。
应当有一个与大学地位相称的新馆。目前正
在枫林校区建医学新馆，本部也在规划中。此
外，!&$'年是复旦图书馆建馆 $&& 周年，也
是件大事。
撇开这些“面上的事”，“图书馆的工作，

其实是十分具体的，有许许多多具体的工作
要做。”陈思和由此谈及前馆长葛剑雄：“他做
的都是具体事，而一个图书馆就是由许多具
体事构成的。葛先生工作之细，连学生认为书
架位置放得不好他都会改，包括在洗手间里
提供卫生纸等。过去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对图
书馆有非常多的抱怨，通过葛先生这多年来
的工作，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整体上大大加强，
购书的品种、范围也大大丰富，学生满意程度
也明显提高了。”
“现在图书馆的服务方面起点很高。未来

还是想整体提高服务平台，适应科技发展的
新形势，在更高层面上为科研服务。”

! ! ! !聊起过去，陈思和笑了：
“也蛮巧的，我的人生第一份
工作就是在图书馆里，现在
又‘兜’回来了。”

$()*年，陈思和 !"岁，
分配到淮海街道图书馆工
作。那是个很小很小的单位。
街道图书馆的业务指导是卢
湾区图书馆，组织各个街道
的工人、学生，建立书评小
组，陈思和就参与其中，初步
接触到文学评论工作。“我写
评论也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
开始的。”
当时，卢湾区图书馆的

领导一直想把他“要”过去，
但是因为单位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
成功。“否则的话，说不定我就去区图
书馆工作了，我也蛮喜欢这个工作的。
也许就不会去考大学了。”
恢复高考后，陈思和与许多青年人

一样，抱着“改变命运”的想法，参加了
高考。“我的人生很简单，一生没离开过
上海，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在上海读书
工作。毕业留校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
除了交流、访问，最多在国外呆过半年
时间，别的没什么变化。要说我的人生
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高考了。”
有意思的是，陈思和的高考志愿，

第一志愿不是中文系，“那时候对历史
更感兴趣一点。”不过后来录取的是中
文系。从此与文学结缘。$('!年毕业
后他留校任教，正式走上研究的道路。
在学术研究中，一路走来，陈思和

的经历却委实不凡。他是上世纪 '"年
代“重写文学史”的推手，("年代卷入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漩涡，后来提出了
“民间”“无名”“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新
颖而深刻的文学史理论，他主编的当代
文学史教程引发了学界的争议……他
成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领军人物，
也在中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领域
中，投下了
他那宽厚
而凝重的
身影。

! ! !每谈起教课，陈思和的眼
睛就会放光。“这么多年，我
一直在一线上基础课，教学
从来没有落下过。”
听过陈老师课的学生都

知道，他带给学生的是“如沐
春风”般的精神享受。他的身
上，有一种如今已成“传说”
的 '"年代知识分子强烈的
“入世”情怀深深感染学生。
他经常说，知识分子就应该
有回报社会的热情，你们上
大学读书做的是“输入”，如
今还要做“输出”。

!""$ 年担任中文系主
任之后，陈思和有了一个“大

手笔”：引起强烈反响的课程改革。
“我以前就觉得，中文系课程设置

不合理。现在的中学生接受的主要是
应试教育，学的是很具体的东西，真正
的阅读并不多，人文学科的课程一上
来就是文学史、文学概论，学生很难接
受。作品都没有读过，怎么讲理论？”
陈思和推出了“原典精读课程”，

让学生们读原典，“让他们有个过渡，
像预科一样，读完整的书。一年级读十
几种书，二年级基础就比较好了。”如
今相当多的本科生毕业后从事的不是
专业工作，既然如此，与其让他们记那
么多专业理论、文学史知识，还不如多
读一点原典和具体作品，提高人文修
养，“即使将来不做相关工作，对他们
的人生仍然有很大好处。”
精读课程的特色之一，就是把最

优秀的教师，投入到一年级的本科生
课程里去，让学生们一进校门，就能感
受到巍巍学府的气象。傅杰讲《论语》、
陈引驰讲《庄子》、陈正宏讲《史记》、骆
玉明讲《世说新语》，郜元宝讲鲁迅，张
新颖讲沈从文……他自己也十多年来
始终坚持为大一新生讲现代文学作
品。“很多外地来进修的老师都感到新
奇，因为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
的。”还有很多高年级的学生会到一年
级的课堂来“补听”。
之后不久，复旦大学就开始搞通识

教育，精读课程也并入了“核心课程”，
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变为全校学生都

能选的选修课。某种程度上，
“逼”中文系学生读一系
列原典的目的没有实
现。不过，“其实想
来，我做的就是通
识教育的工作。”
如今，重视原

典精读，已被很多
高校吸纳进自己的
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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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
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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