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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琐忆》

内容概要

与所有人和国同龄人一样，本书作者经历了一个难忘的时代——充满喧器和动荡、一年四季“锣鼓喧
天红旗招展”的时代，经历了那代人无法回避的风风雨雨⋯⋯也许一个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正是那个
渐被遗忘的时代的必不可少的记录，但愿我们不要轻易忘却了那个时代。
本书内容：我的记忆是从小镇陆渡桥开始的。可是小镇是什么模样，我在小镇上做过什么事，都已记
不清楚。
我只记得我家厨房的门对着一条小河，门的下部已经腐朽了，有不少洞洞和裂缝。逢到阴雨连绵的日
子，常会有蟛蜞张牙舞爪地从门上的洞里爬起来，把我和小妹吓得哇哇直叫。还记得有一次我用一把
菜刀削铅笔，结果把左手食指砍掉了一块肉，伤疤至今还在。
然后就是离开陆渡桥的情景了。那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爹爹和姆妈向农民雇了一条木船，搬家到
另一个小镇鹿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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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琐忆》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莫砺锋，共和国的同龄人，插队十年的老知青，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文学博士，古典文
学研究界著名学者，现任大学教授。本书是他第一本非学术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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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琐忆》

书籍目录

最初的记忆
风筝
第一次作客
琼溪风景之一：市河
琼溪风景之二：石桥
琼溪风景之三：玄武池
琼溪风景之四：西塔
“海上”之一
“海上”之二
“海上”之三
班大王
“除四害”之一
“除四害”之二
大炼钢铁
琼溪镇的食堂之一
琼溪镇的食堂之二
羊的悲剧
琼溪镇的野菜
钢炉饼
“营养饼”<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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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琐忆》

精彩短评

1、如盐入水。
2、写的极其翔实细腻。于大处而言，可以作为时代生活史的材料。于个人而言，其中的感怀和情感
，颇有动人之处
3、我的宝书
4、莫砺锋，恢复高考后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看他的专业论文，非常专业，看他的回忆录，又平易
近人。
5、他的诗我不懂，他的人我懂了。莫大先生回忆录之好，不亚于高尔泰的《寻找家园》。
6、有些人总喜欢夸那个时代的一穷二白,财产归公,大家都穷,政治洗脑,空空白白。群众如果没有文化
，没有是非判断能力，可能存在民主吗？只不过便于统治罢了。回首往事，作者着墨平静，真为我们
这群浮躁年轻人的榜样。
7、读来无比亲切
8、值得一读的回忆录
9、命途多舛的莫爷爷⋯⋯这本书比诗话好得多多了。
10、读完以后跟莫砺锋老师的距离又进了一步
11、无需多言
12、对往事看似琐碎的回忆却让人时有感慨之情
13、很朴实的文字和情感。第一次让我觉得“大跃进”、“文革”原来不是这么生硬地铅印在历史书
上，这一切可以如此实例地展现在作者的笔下，是具象的。
14、情真、生动、留白余韵。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15、艰苦的生活，荒唐的年代。。。一直和弟弟盖一床被子，夏天连鞋舍不得穿，饥荒中四姑从河南
到陕西再到辽宁流浪，只除夕吃了一顿干米饭。。。
16、很有学习意义。
17、当自传看吧，确实够琐碎
18、2012年的暑假读的，对莫的父亲印象至为深刻——那样一个文弱书生啊！真的是被吓死的，唉。
真残忍残酷！
19、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但是读懂书却不等于读懂人
20、平淡的语言娓娓道来 最深的痛苦用最淡的语言说出来最能打动人心。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终能见
到温暖人心的力量。
21、写得很平淡，很符合莫老师的性格。感觉上了他的课再看他的书，完全听不下来啊！
22、文笔细腻流畅。琐事耐人寻味，但观点太过主观。
23、2016-11-18
24、想不到莫砺峰老师也是个非常小清新的文艺青年啊......时常会有小得意、小可爱、小机智在其
中......唉，看完又觉辛酸......
25、慢慢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成长经历，我在生活的角落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6、“我不过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纷纷飘落的无数树叶中的一片而已。”
27、那逝去的沧桑岁月。一直很喜欢读回忆录，莫老这本也算是我读过的印象较深的几本了。很欣赏
莫老。
28、读罢长叹。
29、爱上莫砺峰
30、琐碎又朴实。
31、与诗话对读，可歌哭浩叹。
32、当年读的很入迷
33、感觉是读过的最清新、最有生活气的回忆录了，况且还有许多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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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琐忆》

精彩书评

1、其实，每一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都该读读此书。莫先生详尽的讲述了其父（前国民党军官，来自
河南），其母（姆妈，无锡人）还有三个兄弟姐妹的成长往事。从一个普通水乡居民家庭的视角，给
大家描绘了新中国成长的艰难过程。当然，还有自己的经历。
2、偶然在百家讲坛看到莫教授讲唐诗，忽然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然后想起了曾在大学图书馆里借
过这本书，印象很深刻。惭愧的是，本人才疏学浅，只是从书中知道莫教授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
看了电视才知道莫教授是专门研究古典诗词的。大学时很喜欢的这本书。我最喜欢这种随笔性质的散
文，用平淡的语言回忆往事，生命的流淌，生活的感悟都浸在这淡淡的文字中。他们这一辈经历的曲
折太多了，求学太不易了，年轻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容易迷失方向，碌碌无为，好在易教授用那种
对知识的渴求坚持了下来，很不容易。看看他们老一辈的这种散文，常为生命的坚韧感动。现在很多
青春写手写东西有事没事就拿迷茫、郁闷说事，但是好好想想我们这一辈又有几个经历过上一辈真正
压抑的青春的痛苦。看着他们的书，看看不一样的青春，会真的觉得很多所谓现在流行的文字里苦痛
过于无病呻吟了。真正的痛苦往往会让人隐忍，正如辛弃疾的词中的赋新词强说愁少年在真正识尽愁
滋味后，也只会淡淡的说“天凉好个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经历的还有太多。
3、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的回忆散文集《浮生琐忆》刚刚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再版（原版为2003年人民文
学出版社版）了，我得以怀着敬意阅读这本书。之前就听大学一个女同学说过，读这本书，读着读着
就很想哭。于是我很想赶快一读，拿到书以后，原以为我一整天可以读完的，我却粗读了一天又细读
了一天。我沉浸在书里面那种回忆里，放佛一位长者用平静却不失幽默的语调对我诉说曾经的往事。
这本书说是散文集，其实应该是相互联系的短文，就像章回小说的每一个章节，作者娓娓道来，是一
个经历过磨难而已经看淡磨难的前辈一天讲一个故事，一天说一点往事。感慨每天都有，回味亦每天
都有。不知怎么我总想起“辛苦遭逢起一经”这句诗，作者是一个令人景仰的儒者，而在那样一个风
雨如晦的年代，何止是辛苦遭逢！然而，作者的笔调是平淡的，带有洒脱的智慧。然而那个年代的种
种荒谬，却更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常感慨文字中作者和蔼的父亲和他宽松的成长环境。然而这样一个
好父亲，却在文革中“自寻短见”了。作者的文字依然感受着儿童时候的快乐，平淡的生活中，一家
人的浓浓的亲情。喜欢那个“西瓜香瓜”的游戏，快乐是儿童的天性，包括抓苍蝇除四害的事也变成
了一种快乐的儿童间的记忆。然而，读起来，却更多的是让人瞠目的又似乎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作
者只是想回到他当年的记忆中，而并不想对那些记忆做出评判。琼溪镇小学大炼钢铁的情形，让我想
起了电影《活着》里相同的一幕。然而敲锣打鼓报喜的铁疙瘩，最终静静地躺在校史展览馆里。还有
“营养饼”、“长在甜水里”几篇文字，还有诸多的人物，善恶在作者的笔下，都是一种人性的剖析
，即使是欲图置其家人于死地而后快的人，也没有仇恨狭隘的一丝词语。而不知下落的“老右”老师
、熊医生；没有活到分田到户的老农大阿二、那些说“东家对我们挺好的”的阶级觉悟太低的农民⋯
⋯更多的，却是作者体会的人性的闪光。而作者本人的辛苦经历，像是融化成水，不知不觉地在这中
间展开着。作者笔下那个借给作者蚊帐的校长，作者的感激在那个狂悖的年代油然上升为一种坚持和
执着，虽然只是在作者的内心，但依然让我们感动。作者在文革中、下乡中的种种经历，读之更令人
感慨。印象最深的是广场上集中焚烧“封资修”的书籍，还有“彻底揭穿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嘴脸”
的标语、郭庄的骗局、作者吃红烧肉的“负罪感”、还有知青里那封大概是世界上最简短的“情书”
⋯⋯对那个歪曲着存在的世界，对那些类似于此的情景，一个让人尊敬的人，正是作者这种坚定而执
着、却始终温文、坦然。诚然，那个年代，真正平凡，便是伟大。十分推荐大家读读这本书。而我，
是打算要带回家，让我父母都读一读的。他们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也想听他们给我讲他们的故
事。原文见本人博客http://tcthome.blog.163.com/blog/static/29773957201212761135845/
4、无心插柳柳成荫——莫砺锋教授访谈录陈：莫老师，非常高兴见到您！您是学术界公认的唐宋文
学研究专家，这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古典诗学的文化关照》、《莫砺锋诗话》、《杜甫诗
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等，同时您最近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相继开设“杜甫的文化
意义”、“诗歌唐朝”系列讲座，社会影响极大。大家都很想知道，您当初是如何喜欢上中国古代文
学，并决定选择把唐宋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研究方向的？ 莫：说来话长，我们这代人，和现在的年轻
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们中学毕业时，文革发生了。其实我原来在中学时，并不准备报考文科。我毕业
于苏州中学（当时叫苏高中，因为只有高中部），那所学校的风气极端重理轻文，考文科的同学很少
。记得当时我班里只有两个同学报考文科，其余四十多个同学，包括女同学，都报考了理科。我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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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琐忆》

和数学比语文还好，所以第一志愿是报考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但是父亲一定要我考一个工科的院
系，因此填志愿时第一志愿想填清华的电机系，第二志愿才填自己喜欢的数学力学系。志愿刚填好草
表，文革就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也就谈不上上大学了。好在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
苏州中学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老师鼓励大家读课外书。高中时，我就已经读了很多跟高考没什么
关系的课外书。虽然是一个理工科考生，但我当时已读过两套文学史，一套是中国社科学院编的，另
一套是游国恩他们编的。那时我只是对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没有想到以后研究古代文学竟然会成为
我的职业（笑）。我人生转变的契机就是文革中的下放。我从1968年下乡插队，直到78年离开，整整
十年。下去的头一两年，我还不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看，但是两年过去，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基本
不可能，因为数学不懂的话就是不懂，既没有地方请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个坎就过不去了。所
以自学了一两年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原来对数理化的爱好，逐渐调整为只读文科书籍了。但那时读书
基本不抱什么功利目的。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军人，虽然到了70年左右，大学开始招
收工农兵大学生，但是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绝不可能去上大学，我也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像我这种
出身的人，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这些离开农村的道路都行不通。很多人告诉
我，你就一辈子死心踏地当农民吧。但是我比较喜欢读书，因为一天到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很单调无聊，很苦闷，所以总想弄点书来读读。那时不像现在，你想读什么书就能读到什么书，那时
农村连报纸都没有，所以你不可能制定什么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书实在是太少了
，有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同一本书。在农村的十年时间，我读的书少得可怜，但是也有个好处，凡是
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还
读过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有一次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书，只
有这本书，所以我就看了几个月的《气象学教程》，现在还记得一些观云识天气的谚语，比如“天上
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大笑）。那时我既不可能有自己研究的方向，也不可能有什么系统
的学习计划，反正到手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前五六年，就这样杂乱无章地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
来，当时读的与古代文学相关的书籍，大致有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胡云翼的《宋词选》，以及《唐诗三百首》等。我看的书特别少，所以也就看得特别细，反反复复看
，凡是可以背诵的地方，基本都看到能背诵了。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古
文观止》等，基本都能全文背出。我之所以今天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跟那个时候打下的背诵基础应该
有点关系吧。套句俗话，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然，虽然曾经是一个想报考理工科的学生，
但我原来就比较喜欢古代文学的。农闲的时候，我还无师自通地基本掌握了诗词格律，虽然写得不好
，但是格律基本搞懂了。因为农闲时有的是时间，很多知青下棋打牌，玩得昏天黑地。但我一直迷恋
于读书。农村十年中的后四年时间，我主要是学习英语，虽然那时学英语是有风险的，我只好偷偷摸
摸看英语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书看了。五六年来，书的来源基本枯竭了，手头的书都看烂了，而
英语书看得很慢，很经看。我从同学的亲戚那里借到一本非常厚的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选，是英文本的
，感到很高兴，因为很多单词不认识，可以看很长时间了。许国璋等人编的六册《英语》课本，我曾
经全文抄录过。如果要我跟现在的中学生谈谈经验，我想说：你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往往改变着你，
命运的威力好像是令你无法抗拒的，自己看上去无能为力，但是你也不要绝望，要为时代的转变和机
遇的到来做好准备。比如我当初努力学习英语，后来恢复高考，我就考上了安徽大学的英语系。虽然
我没有读过中文系，但是第二年考南大的研究生，我英语考考了96分，古代汉语考了98分。一是因为
中学基础打得好，苏州中学的老师上课讲得非常透彻，二是我在课外自学了很多书，比如王力的《古
代汉语》等。南大的古代汉语考试，不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
题目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艰苦的生活是对你的磨练，也是一种机
遇，它可以磨炼出坚韧的意志。我还想对中学生朋友说：第一，尽管很多学理科的同学觉得语文没什
么用，但是你必须学好语文。我非常赞成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的意见，他认为高考应该先考一门语
文，然后看分数，如果语文不好，就不用考其它课程了。因为语文不好，就什么也学不好。语言文字
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语文不好的话 ，思维就不清晰，表达就不清楚。即使做数理化研究，思维不清
晰、表达不清楚，肯定也是不行的。尽管语文是一个工具，但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语文都是基
础工具。第二，古代文学作品可以培养人的素质。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表达的是古人对生活的
态度，对真、善、美的追求，表达了一种美好的人生理念。优秀的古代文学的作品，不仅给你审美的
享受，更能陶冶你的情操，培养你的素质。所以抽出点时间，看看古代文学作品，也是很有意义的。
陈：在您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艰辛，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哪些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精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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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起到了支持作用？莫：我在农村的时候，虽然当时官方的论调是号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但
是，你总要考虑自己的前途，难道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度过吗？所以我总觉得生活非常单调，很苦闷
。我读古代文学作品，主要是想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古代的文人，也往往遭受到时代的不公正待遇
。读他们的诗歌，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阶
段的，也可以受到启发。另外，古人文学作品中凸现出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虽然你不可
能达到他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这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感动你。你可以从中欣赏古人对待生活的态
度，比如像陶渊明在艰难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和尊严，这种精神，对后人是一种激励。我读古人作品的
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你会觉得古人并不那么遥远，你并不孤独，古人也是和你有一
样的遭遇，也有一样的想法。我特别记得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那时候我下放在江南，春寒料峭的时节，夜雨潇潇，我独自在茅屋底下打发长夜，深切感受到后主
词的境界。虽然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种情感体验，却是和普通人相通的。王国维说后主“俨有
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他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同情心。从古人诗词中，你可以领悟到他们对
待人生的态度，那种从容淡定的心态，会令你面对没有办法改变的境况时，意志坚定，不太焦躁。十
年下放，我基本能坦然面对困境，我想这和我经常读古代作品也有一定的关系。陈：现在很多人心态
比较浮躁，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是不是有助于他们保持心态的平和？莫：现在的人和我们当年不一
样，政治上不再经历我们当年的苦难，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但是面对的诱惑也多，往往容易迷失方
向。晋人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其实古典作品所构筑的艺术境界中也是“自有乐地”。你如果有空
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就能够让你从中寻找到一种平和、从容的意境，也能够获得审美和思维的乐趣
。当然，古代作品中不是一味的平和、从容，也充满着金刚怒目式的批判精神，那是可以激励我们努
力奋斗的。陈：您在南京大学教授唐宋文学多年，我上过您的“杜甫研究专题”课程，课堂里人满为
患。每次您总是谈笑风生，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据听过程千帆先生上课的人说，您颇有当年先生之风
。您能给广大中学教师谈谈如何上好语文课，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课的经验吗？莫：大学的课程可能
与中学课程不太一样，中学的课程更规范一点。我想，我是不敢去教中学语文的（笑），中学老师的
课上得非常严格、规范。还记得在苏州中学，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上课给出的每个结论都如斩钉截铁一
般，让同学们没有任何疑问，这个我就难以做到了（笑）。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相同的，如果一门课
程是一种生硬的灌输，那就无法吸引学生了。还记得当年程千帆先生给我们开课，正规的学生只有我
们三个，但是旁听的人却有四五十个之多（笑），其中还有很多南大的中青年教师。程千帆先生特别
善于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深入思考、讨论。他不是填鸭式的教学，而是不断提出一个个的
问题，然后教我们应该怎么思考。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读稿子讲授，而是带着问题来讨论，在问题探索
中前进，每节课程其实都是围绕一些问题展开。现在我和教研室的同仁集体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导引》，其实也是沿着程千帆老师当年的路子来的。当年苏州中学一个物理老师曾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他也是带着学生一起思索，一起解决问题。带着问题的学习，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
才学得兴味盎然，单方面的灌输是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陈：当前似乎有一股国学复兴的思潮，对于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类节目风靡中国，以及不断普及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行为，您作为一个
多次踏上“百家讲坛”的学者，对此有什么看法？ 莫：我觉得提倡国学复兴和反对国学复兴的人，其
实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原因在于媒体把这个问题夸大了，所谓的国学热，只是在媒体炒作下
的一种假象。其实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国学复兴的热潮，不信你去街上调查一下，很多人根本不关心什
么国学复兴的问题。“百家讲坛”最近好像很热闹，有很多人观看，但是这是人民大众的一种正常的
文化需求。厌倦了肥皂剧，人们希望看到一些稍有知识含量的讲座。现在“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流
行之后，很多人忧虑起来：是不是有人抛弃“五四”精神，宣扬封建传统文化了？其实在我看来，每
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是不可割裂的，“五四”时候有人宣扬一刀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过激了。
放眼世界，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民族之根。传统文化不可能
一无是处，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放出眼光，进行有选择的吸收、继承和发扬。当然，即
使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必须要经历一个现代性的转换，不能原封不动。我们不能守旧，最好能把
它们有机地融入现代生活中。学习国学，你不一定非要办专门的国学班，好像只有到了那里才能学到
国学一样。应该把国学教育融入到素质教育、公民教育体系中，让所有人都能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我曾经去哈佛大学访问，它有一个系，叫做古典系，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和文学。像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用一部分的人力物力来研究传统文化和文学，拥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力量，这根本
不能称作“热”。陈：我看过您的《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等书，感受到您与父母亲人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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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您的父亲莫兰薰老先生，您充满了对他的怀念，这些是不是推动您在学术上不断进取的主
要动力呢？莫：应该是有一点。我从小家里很贫困，父母生的子女又多，整天都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
。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我很早就具有一种责任感，在中学里学习就非常认真，成绩优秀。我当时的
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对得起父母。父母把我送去读附近最好的高中，而像我这样的家庭，其实是应该初
中一毕业就去读中专技校，早日出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的。但我父亲觉得我的成绩比较突出，就全
力培养我，表示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上高中，上大学。我没有封建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只是有一种朴素
的念头，觉得要是学习不好，就对不起父母的厚望。后来去插队下乡，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来
报答父母的厚望。文革中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军队）遭到了很多不公正的
待遇，被送去劳动改造，但我并没有因此疏远和父亲的关系。记得公社里有人曾经告诉我，现在政策
有所松动，即使是出身不好的人，也有机会推荐上大学，关键是要彻底和家庭中的阶级敌人划清界线
，并让我主动揭发父亲的所谓“罪行”。但是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不上这个大学。当时的县教育
局有一次想调我去做中学的数学代课教师，但是公社反映我这个人至今不和父亲划清关系，思想有问
题，所以我没有当上代课教师，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我不能为
了某种实际的利益，就抛弃父母亲情，做违背人性的事情。我父亲七十年代中期就去世了，他没有看
到我考进大学，更没有看到我当上大学老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父母对我最大的教诲，我想
就是他们始终脚踏实地、辛勤地劳动，善良诚实地待人。虽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和他们不太一
样，但我从不追求很高的物质享受，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对得起自己
的一份工资就可以了。父亲给我取名“莫砺锋”，意思是不要砥砺锋芒，做人不要有锋芒，还希望我
不要出类拔萃，这和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有关。有人认为我名字的含义是“宝剑锋从磨砺出”，他们
的理解恰恰弄反了，我的姓名中有一个表示否定的“莫”字嘛。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不应该一
心追求名誉、地位，也不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的“科研”，更不该单纯追求发表论著的数量，而
要兢兢业业教好书。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天职，而学术研究则是第二位的要求。我对教师做科研的
意义是这样理解的：要教好书，你就必须亲自做点研究，必须关注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因为每年都开
同样的课，你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补充进去，你的课就没有活力，就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更无法引导
学生进入学术的领域。陈：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听完您蕴含丰富人生经验的谈话，令我受益匪浅。用
您自己的一句话，您走上研究古代文学的道路的经历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非常感谢您能在百
忙中接受我的采访。访谈时间：2008年3月21日上午9：10～10：00访谈地点：南京大学文科楼六楼活
水轩莫砺锋教授简介莫砺锋，男，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8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在江苏、安
徽农村务农、做临时工。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次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
从程千帆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为大陆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现任南京大
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并任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
等兼职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学术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
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等。其学术著作有《江西诗
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
唐宋诗歌论集》等。近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设“杜甫的文化意义”、“诗歌唐朝”等系列
讲座，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5、里面有些观念还是很苛刻的，而且对很多还健在的南京大学的老先生也有褒有贬，读着倒也有趣
，而且作为一个学者的自传，还成为了日本京都大学的现代汉语阅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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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浮生琐忆》的笔记-第4页

        放风筝去罢！

2、《浮生琐忆》的笔记-第239页

        爹爹的骨灰盒便一直陪伴着我们，当我坐在桌前看书时，
一抬头便可以看见他的小照。

八年以后，我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学校里决定让我留校
任教。紧接着我又考上了博士研究生，继续在南大求学。我忽
然起了一个念头，想把爹爹的骨灰安葬在中山陵附近。我记得
爹爹生前曾多次与我说起中山陵的雄伟和紫金山的壮丽，他有
一首得意的诗就题作《谒中山陵》，诗是这样写的：“路近钟
山便肃然，遥瞻陵墓隔苍烟。森森树色皆松柏，隐隐禽声是杜
鹃。读训五中奔万马，仰容二目泻千泉。依依临去重回首，暮
霭沉沉绕紫巅。”既然他生前对中山陵那么依恋，我自己又将
要定居南京，何不就将他安葬在钟山之麓呢？

我写信与姆妈和弟妹商议，他们也都同意这么办。我和未
婚妻在中山陵四周步行寻访了几圈，终于在钟山南麓选中了一
个地方，那儿人迹罕至，但透过浓密的树丛可以遥遥地望见中
山陵祭堂的琉璃瓦屋顶。

次年春节以后，我把爹爹的骨灰带到南京，在选中的地点
悄悄地埋葬了。从那以后，每逢清明节，我便带着妻子，后来
则又带上女儿，到那里去凭吊爹爹。正是满山新绿之时，松涛
阵阵，我常常想起汪元量《莺啼序》中的句子：

东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

3、《浮生琐忆》的笔记-第244页

        　　车工王师傅开始时对我不大友善，他与车间主任交好，与吉师傅、洪师傅的关系比较冷淡。
王师傅喜欢舞文弄墨，常在黑板报上发表诗歌。第二年“七·一”前夕，黑板报上刊登了王师傅的一
首诗，歌颂党的功绩：“⋯⋯是您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八国联军！”我看了想笑又不敢笑，恰巧王
师傅走过来，问我诗写得怎么样？我当然点头称好，还说诗写得很有气势。王师傅大喜，从此对我另
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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