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套学校分配的老公寓，徐中玉一住
就是几十年。!间大小居室里，最多的东西
就是书，到处都是，甚至床上、走廊、墙角、
衣柜里、窗台上都堆了一层又一层。近日，
在徐中玉先生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终身成就奖之际，记者再次拜访了徐先生。

再过两个月，徐中玉就满 "##足岁了。
和老先生交谈，会明显感觉他时而思路清
晰，时而神情迟滞。比如，问他一生的经历
与荣誉，他似乎“忘”得差不多了，但聊起老
人家一生从事的文艺理论研究和语文教学
工作，他又似乎意犹未尽。时而清醒时而打
盹，一次“奇怪”的对话由此而成。

文须有益于天下
问!您的家里堆了那么多的书!还订了

好几份报纸和专业杂志"您那么大岁数了!

还在看书写作啊#

答! 你可以先看看我的家，我有很多
书啊，一般我不让家里人随便动，只有我
知道什么书在什么地方，我顺手就能找
到。现在新书都没地方放，连吃饭的地方
也没了。看书学习是我一辈子的工作，搞
学问更是我的使命。这些年文学发展有不
少进步，但还很不够，还要与时俱进，做
得更好，要有新作为、新创造。所以，我
一直要求自己，包括要求我的学生，要一
如既往地坚持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强调
“文须有益于天下”。

问!$文须有益于天下%!是您常常对后

辈学人的教诲&对这句话!您一定有很深的

感悟吧#

答：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忍辱
负重，对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充满了挚爱。我
认为，正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这
样的书生意气。“书生意气”往往被认为是
贬义词，我却认为其中蕴含着深深的忧患
意识与使命感，“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
之心”，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意气，它是一种
升华了的知识者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高
尚的理想和追求。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
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是自觉负起责
任的精神，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自以
为能扭转乾坤，而是一种责任感和对国家
民族深深的爱。价值观念会随时代变化而
变化，但这种精神却不会过时。我认为，真
正伟大的文学家身上绝不缺少对国家和人
民的强烈担当，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
曹雪芹、鲁迅概莫能外。这正是顾炎武所谓
的“文须有益于天下”。这种“志士仁人”的
精神品质是从孔孟一路发展下来的，在中
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传统。有的
作者够不上“志士仁人”的标准，虽然也写
出过一些较好的作品，但终究不能得到大
家最高的评价。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审
美前提下强调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这是
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应予珍重，不必打
倒，也打不倒。

职业素养有要求
问!您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也是

文艺批评的大家&您觉得!开展文艺批评最

需要和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答! 批评家的困难就在他一定要养成
一种独自评价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能
力，他就无法避免不做应声虫，不做别人的
尾巴。要做到表面上的独自评价也许还容
易，要做到里外如一的独自评价就难了。你
的主张可能不是随便从什么人的口里或什
么书本上得来的，但这还不一定就是你独
自的评价。

我认为，独自评价的能力不是故意立
异，为了要不同凡响便不惜标新立异，以图

耸人听闻。文艺评论家自身要加强提高职
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就是热爱评
论事业，敢于自由思考，敢于讲真话，大胆
发表对作品的直言不讳的评论。

文艺评论是一项兼具艺术眼光和科学
精神的事业，对评论家有很高的职业素养
要求。一是广泛深入的阅读，观赏古今中外
的经典作品，是文艺评论家绕不开的最基
本的功夫。修养不是句空话，而是漫长、艰
苦的文化积淀。二是始终保持对新现象、新
作品的职业敏锐感，善于发现其中体现的
新的艺术特点和新的审美要素。三是努力

形成具有个性风格的评论语体，用自己的
声音表达自己的思考，传达自己的思考，言
必己出，力戒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

教材选文需开拓
问!我发现!您家最多的书大概就是由

您主编的'大学语文(了& 我也知道这本教

育部的部编教材已经在全国 !""" 多所高

校使用! 至今已出版和修订到了第 #个版

本!见证着您的教学研究人生&作为一个大

学问家! 您为什么对一本本科生的教材那

么倾注心血呢#您主编的语文教材!最大的

特点又在哪里呢#

答!《大学语文》教材的选文应有基准，
但非一成不变。我认为选文应多样化，丰富
多彩，各臻其妙。教材选文需要不断有所开
拓，但必须是真正的精品，有深度，有魅力。
一时流行，或被认为“当红”的文字，有其作
用，但并不一定符合选在“大学语文”教材
中的要求。文学性、思想性的高标准是不能
降低的。目前，消费主义观念盛行，出于商
业目的炒作甚多，如有些教材选文缺乏慎
重考虑，那就违背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
初衷了。

我一直认为，大学语文课的教育重心，
必须仍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
修养的进一步培养上。古代文化、文学精品
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先贤们
思想、情感的结晶，历经时间考验，至今仍
然显示出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证明
它能焕发出浓郁的艺术魅力，具有穿越时
空的价值。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
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文学是其中极
其厚重的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
炎黄子孙，是前贤留给我们取之不竭、用之
不尽的精神宝库。因此，《大学语文》教材应
当特别重视吸收那些能够体现高尚理想、
健全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深刻反映历
史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密切关注的
问题，表现真挚的思想感情、智慧理性、审
美价值的作品，使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
论、辨析，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前人丰富而深
刻的思想成果，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这必定会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精神境界、
人生追求和价值标准产生巨大影响。大学
语文课也应当以文化、文学精品为基础，从
具体出发，从实际出发，离开了这两者，一
味地抽象说理、泛泛空论，再加上“一言堂”
式的灌输方法，就起不到启发、熏陶的作
用。

读书会大有益处
问!去年!华东师大出版了'徐中玉文

集(!凝聚了您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研究心

得!其中有不少篇章是有关$读书%的&您一

生对读书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答!历来有“开卷有益”之说，读点书总
比不读书或拒绝读书为好。当然，这是指读
好书，而非读坏书。我的方法是“多读、熟
看、手抄，还要深思”。书是宝物，读书大有
益处，但只有真正从读书中感到了极大乐
趣的人，才能充分发挥阅读的主动性，从而
在专业上取得成就。

书籍浩如烟海，一个人究竟应该读哪
些书，这要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苏轼有
志“救时”、“济世”，他读过许多书，兼收并
蓄，从中取得了各种营养。苏轼不但要求
“好读”、“熟看”史书，而且还再三提出“手
抄”的必要，他觉得手抄一遍，与泛泛看过
效果大不相同。书架上有书，不等于腹中有
书。从架上书变成腹中书，再从死读书变成
活读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问!明年您就实足一百岁了!衷心祝福

您健康长寿&您现在除了看书!还有其他的

$业余生活%吗#

答!我每天 $时多起床，一天里有看不
完的书，还要看新民晚报，有时还要做些摘
抄。各地同行和学生给我寄来的文艺理论
研究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我也要抓紧时
间去读。有时看累了就在床上躺上一两个
小时，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表。天气好的
时候，家人会陪着我去不远的长风公园晒
晒太阳。从前我能走整整一圈呢，比年轻人
走得还快，现在走不快了……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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