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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茅盾文学奖

不必!包打天下"

做过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的杨扬，经历
了茅盾文学奖的重大变革。第四届茅盾文学
奖时，评委分为初评委和高评委。!"位初评委
组成了茅盾文学奖读书班，临到集中时由于
一名成员重病缺席，所以那一届的初评委是
!#名。初评委推选出 !$部作品之后，由高评
委再评选出最后的获奖作品。由于初评委大
多是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的青年学者，而高
评委则多由资历更深年龄更长的学者担任，
所以，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经常发生
初评委们觉得很好的作品，到了高评委那里
被认为没有意义。“我记得，我作为初评委的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莫言的《檀香刑》
是当时唯一一部 %&名初评委全票通过的作
品。但是，最终却名落孙山。”

变革发生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杨扬再
一次成为评委之一。只是，这一次茅盾文学奖
的评奖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不再分初评
委与高评委，而是六十多位评委同期投票。在
作品入围之后，每一轮投票都采用实名制，并
且在报纸上公开投票情况。

比投票方式的改变更令众人热议的是
从那一届开始，茅盾文学奖向网络文学打开
了大门。对此，杨扬有自己的见解：茅盾文学
奖没有必要把网络文学包含进去，“茅盾文
学奖有自己的传统———题材上注重社会现
实，写作视野上，侧重宏大叙事。网络文学是
新的文学类型，应该有自己的评奖方式。茅
盾文学奖不必包打天下。就像诺贝尔文学奖
不会去关注《哈利·波特》、《教父》之类的作
品。我觉得，茅盾文学奖应该坚守自己的特
点。”

从路遥到莫言

文学批评要保持自主性

莫言的《檀香刑》落选第四届茅盾文学
奖，但作为文学批评家，杨扬对《檀香刑》有着
很高的评价：“首先，这部作品是用方言写作
的。莫言的作品在那个时候正转向中国本土。
在对中国本土文化深入关注方面，莫言是作
家中起步较早，且非常自觉的一个。第二，《檀
香刑》在小说形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即
虚构的艺术。很多人看完作品以为书中所写
的残酷刑罚是有真实存在的原型的，实际上
它完全是虚构的。对此，莫言的观点是，文学
艺术的魅力和价值不在于写实，而在于艺术
家用笔墨创造出一个神奇的世界。此外，《檀
香刑》中，莫言用茂腔的戏剧形式来结构整部
小说，小说的结构非常棒。”

对于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杨扬坦言
并不意外，“中国当代作家已经到了成熟的阶
段。他们这一批作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优
秀的作品。”

与当年在文坛正走红的莫言没有获得茅
盾文学奖的青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年
的茅盾文学奖颁给了当时备受冷落的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年时，文坛最受瞩目的
是余华、苏童等先锋派，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
义写法的《平凡的世界》完成后遭遇了《当代》
杂志退稿，之后勉强在《花城》刊发，当时甚至
有人认为曾写出《人生》的路遥江郎才尽了。
但是，依然有一批文学批评家没有随大流，他
们的坚持，使《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
奖。”杨扬说，“媒体总是追逐最新的变化，最
前沿的东西，但文学批评则不然。文学批评要
有自主性，是批评家个人对文学的思考和观
察。”

不过，杨扬也坦言，相比《平凡的世界》，
自己更喜欢路遥的《人生》。这个发表于 '()%

年的作品，对于当时正在读大学的杨扬有很

大的触动。在那个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
变命运的年代，《人生》中高加林的选择获得
了许多人的赞同。
“路遥是第一个拿到茅盾文学奖的陕西

作家，之后，陈忠实、贾平凹也都拿到了茅盾
文学奖。陕西是全国出茅盾文学奖得主最多
的省份了。陕西的文学土壤深厚，路遥他们有
着强烈的把文学作为改变个人命运通道的信
念。所以，路遥的作品中总是可以读到一份向
上的励志的精神。”杨扬说。

做学问

要有自己的绝活

'((*年，杨扬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
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他眼中的钱先生博览群
书。“钱先生看书的兴趣很杂，什么书都看，记
得曾见过一本相面的书在他书桌上摆着，大
概他也翻来看过。他最喜爱的书是《世说新
语》和《陶渊明集》。《世说新语》很多笺注本钱
先生都有。按他的说法，只要有好茶，有《世说
新语》和陶渊明的诗就足矣。”

杨扬说，钱谷融先生对自己的影响主要
是两方面，第一是钱先生一直强调写文章做
研究要实在———要自己吃得准，不要去跟风。
“所以，钱先生的文章里很少看到时髦的东
西，他的文章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写出来的，这
对于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指导意
义的。”

另一方面，钱谷融先生也总是教导弟子
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要融会贯通。“他总是对我
们说，研究国外的东西，研究得再透总归是别
人的东西，还是要对中国自己的东西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

恩师的教诲，内化到了杨扬自己做学问
的态度中。%**$年，杨扬被哈佛燕京学社选拔
为访问学者，最初的日子，杨扬和很多到国外
访问的中国学者一样充满迷茫，“我到美国做
什么呢？”他问自己。最容易的答案当然是大
量阅读国外最新的书和研究成果。

在图书馆泡了两三个月后，杨扬开始怀
疑这种方式的价值。“如果一直这样去读，永
远都在别人的后面。总要有点自己的东西，自
己的绝活吧。”

杨扬选择了别人没有做过的课题———白
璧德。这位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在
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
关于他的资料也很少。

在哈佛的档案馆里，杨扬查阅了白璧德
的大量资料，包括白璧德当时与吴宓等人的
书信。一页页尘封的史料里，白璧德的形象渐
渐鲜活丰满起来，“我从那些资料中可以看出
作为老师，白璧德是如何训练中国学生的。他
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对
中国留学生也很友好。”作为第一个阅读白璧
德档案材料的中国人，杨扬完成了《中国现当
代语境中的白璧德》，并在香港和台湾的学术
讲演中，多次介绍自己的阅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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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娃河畔!走出过许多当代
文坛备受瞩目的名家" 华东师大
中文系教授杨扬是他们中的一
员" 两次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的
他!对当今的中国文坛有着敏锐
的洞察与独到的见解" ! 月 %&

日!他将在奉贤区图书馆进行一
次名为#茅盾与上海$的公益讲
座! 谈上海给予茅盾的多面影
响!聊茅盾笔下的多姿上海%

文学与敏感
!"#$

杨扬爱猫!早些时候家中养过一只漂

亮的白猫!它和杨扬特别亲" 他看书时!猫

儿便趴在他的腿上伴读" 有一回!杨扬出

差!猫儿在家中的插座上撒尿!导致家中

电路短路!气坏了杨夫人!将它送人了事"

不过! 教授与猫的缘分并未就此终

结" 小区中的流浪猫们很快便认识了这个

永远在小汽车后备箱里备着猫粮的大教

授"

采访约在杨扬的家中进行" 一路跟着

他走进小区!便有流浪猫跟了上来" 黄的#

黑的#花的!都是杨扬的老相识了"$它们跟

我关系很好!我看书累了!到楼下散步!它

们会在旁边陪着我" %有一只黑猫最近刚刚

生了一窝小猫& 在阶梯上晒太阳的那只大

黄猫曾经被车碾过& 还有一只漂亮的虎斑

猫被人捉走从此没有再露面''猫咪们的

故事!在大教授的口中娓娓道来!可见他与

这些精灵般的生物关系好得不一般(

$人对周遭事物的敏感!和搞文学研究

需要的敏感是相同的" %杨扬说!$读书!是

为了让生命更加丰富! 是充满乐趣的事

情" %而在猫咪们的簇拥下散步!何尝不是

人生中另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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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哈佛燕京学社 !""#*

!""$年度高级访问学者& 中国作协会

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他的研究领

域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曾担任上

海中长篇小说奖评委! 第六届茅盾文

学奖读书班成员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评委!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上海

文化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

" 莫言在杨扬陪同下!参观华东师大王元化学馆 " 杨扬+左二,与钱谷融先生+左三,等在松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