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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两大工程两大工程””丛书丛书

在现代人类社会，对历史

（包括思想史）的梳理大都指向

“如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

来”。在现代中国，除了古和

今，还要处理另外三对关系：中

和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

主义、主义和问题。这一组组

二元对立的思维元素向各个方

向撕扯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倘

若 不 尝 试 在 它 们 之 间 搭 起 桥

梁、形成网络的话，我们的生

活、甚至我们自身也将成为一

个个孤岛。这一个个孤岛之间

不仅很容易陷入不断的冲突，

而且，它们自身根本无法适应

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对人类提出

的要求。寻找各种思维元素间

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可谓近现

代中国的思想主题。

现代社会运转天然以每个

个体的能力成长、伦理完善，以

及相应的权力拥有与责任担当

为前提。只有如此，现代经济

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复杂的信息

和激励问题才能得到应对。过

去四十年，物质条件的快速改

善为中国人民思想生活的真正

展开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在这个时候梳理国外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百年历

史和现状，寄望透过经济领域

的视阈，搭建思想和生活岛屿

之间的桥梁。

本书上篇讲述了马克思去

世后，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

笼罩之下的、围绕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的国外争论，梳理了

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实

践的历史脉络，这是本书的主

体。以史为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亟须回答两

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如何理

解 意 识 形 态 和 经 济 科 学 的 关

系、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

经济理论？《资本论》究竟说了

什么，它对于今日中国的社会

主 义 市 场 建 设 有 何 警 示 和 启

发？中篇和下篇对此进行了初

步探讨。这些问题，也是沿着

马克思的思考到今日，当代中

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想强调的

是：劳动价值理论所作出的前

置价值判断就是，劳动有简单

和复杂之分，但无贵贱尊卑的

“性质”之分。

民国时期，国事日益艰难，

社会笼罩着一层灰色迷雾。知

识分子面临的是千年未有的大

变局。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敢

为人先，哪怕时局动荡，也依然

愿意用自己的学识，保留中华文

明的火种，甚至试图探索出复兴

之路。

因而自民国起，学术发展到

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古典中

国学术进入大总结，而现代学术

也因为西方理念的传入才刚刚

开始，这个时候涌现出一大批大

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

民国时期的著作时至今日

仍然走红，是因为其独具特色、

沉甸甸的人文气息。甚至很多

著述，在各自领域均有开创之

功。后辈很多学者名家都是在

这些大师级学者的经典性著作

中汲取养分，然后在各自领域有

所成就。

中文系教授罗剑波任首席

专家的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大

系编纂与研究》，要对民国时期

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做一次全

面、客观、准确的摸排与整理，寻

绎其间的历史脉络，探究其间蕴

含的理论特征，为当今的学术研

究提供可靠的借鉴。

体例择取、方案预定是关键

罗剑波介绍，本项目专研的

“民国”，特指 1912-1949 年这一

历史时期。凡是产生于这一时

间段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皆宜

纳入项目的研究范围，考察对象

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古典文学研

究成果，研究范围极为广泛、考

察对象也颇显繁复。考察对象

也不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

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学术

领域也发生着激烈的蜕变与急

剧的转型，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

终结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

创期。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传统

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与西、新与旧、古与今等各种思

潮的冲激之下，呈现出异样繁荣

的面貌，在研究论著的形式上就

表现出多种样态。受西方学术

范式的影响，民国时期出现了大

量具有理论系统性、逻辑条理性

的专著、专论与专史，显示出明

显的时代特点；同时，以传统样

式展开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完全

消失，各体文学的话体批评、序

跋、选本等也有着强大的生命

力，数量之富，质量之优，同样构

成古典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源。

面对如此纷繁杂复的研究成果，

如何进行全面且行之有效的史

料编纂与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极

富挑战性的学术难题。

项目总体研究框架由两个

主题、两个维度构成。两个主

题，即作为核心内容的两部分

——民国时期古典文学研究文

献的整理、民国时期古典文学

研究的理论总结。两个维度主

要指：纵向以 1912—1949 年为

时间节限，这不仅仅是一个时

间概念，兼融了这个时限之内

的中西文化碰撞、价值取向；横

向以作为古典文学主体的诗、

文、词、曲、小说等文体为主体，

同时也包涵近现代发展起来的

虽与西学关系密切但在中国传

统之中有案可查的神话等体式

的讨论。

项目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

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全部成果，

大致可以分为文献史料编纂、研

究与理论研究两大部分。以往

的编纂体例通常按时段或文体，

但这两种思路的痼疾在于：在这

不到四十年里，时段区分度不明

显，蜂拥而出的文学研究状况差

别太大，且大量的文学史著作、

论著、话体等都是不分文体的。

面对这种颇费踌躇的困境，为保

障研究的较高的学理性和切实

的可操作性，项目组经过几度酝

酿、讨论、论证，凝练出一套按古

典文学研究成果形式进行分类

编纂与研究的创新性思路和行

之有效的方案。

新方案的独到价值

民国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

成果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文学

史著、研究专著、散论、文献整理

与考述史料，这将实施在四个子

课题中。

文学史是19世纪末、20世纪

初传入我国的崭新的著述样式，

到 民 国 时 期 更 呈 全 面 开 花 之

势。史著类子课题将全面搜辑、

考订此期间中国文学史与文学

批评史文本。

民国时期由于“整理意识”

开始兴起，学术研究迈入兴盛

期，各种形式的史述撰写与理论

探讨都取得长足进步。专著类

子课题将全面呈现民国古典文

学研究的著作成果，在学术史上

整体地梳理民国古典文学研究

著作的实绩与经验。

“散论”是指在史著、专著之

外，尚未结集成册的单篇或零散

的论述，散论构成了民国时期古

典文学研究的基底，数量最多，

成就亦高。散论类子课题将全

面搜集与考订民国时期古典文

学研究散论类史料，并作出历史

性审视与理论性总结。

同时，民国时期也是新的文

学文献不断被发现的历史阶段，

文献的整理与考述构成了民国

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文献整理与考述类子课

题，将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民

国古典文学文献整理与考述成

果的刊本与未刊本，尤其注重普

查民国期刊和报纸所载古典文

学文献整理与考述的成果，把它

们编目、叙录和辑刊，以全面呈

现这时期古典文学文献整理与

考述的成果。

项目在这四个文献史料编

纂子课题基础上，又设立第五个

子课题“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

史进程与理论特征”。

这五个子课题间有何逻辑

关联？罗剑波说，子课题与总课

题之间是重点与整体的关系。

即作为核心任务，“民国古典文

学研究史大系”的研究具体可分

为一个总目录、一部叙录，将所

有相关论文、论著收罗殆尽；由

于此时期的相关史料文献数量

繁复且杂乱，故特以其成果的具

体形式为类分为四部分加以整

理编纂与相关研究，这部分工作

由前四个子课题承担；由于文献

散漫繁复，故在每类整理编纂与

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这些史

料作整体性的观照，并开展总体

性通观性的系统研究，以抽绎出

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并梳理清

楚民国古典文学递延的历史进

程与其理论特征，这部分工作由

第五个子课题承担。四个子课

题偏重于文献整理及在此基础

上对史料所作的梳理与研究，而

第五个子课题则偏重于理论研

究。前四个子课题为第五个子

课题的开展提供了研究基础，只

有在摸清文献家底的基础上，才

有可能保证理论研究的层次与

深度。同时，前四个子课题的研

究对象恰好分属于四种不同的

论述形态，并共同组成民国时期

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这

四者缺一不可，否则都不能组成

研究对象的全貌。

没有前四个子课题的支撑，

项目最终的理论总结与提炼终

将成为无根游谈；而没有第五个

子课题的存在，项目亦将止步于

材料的罗列编纂，而缺乏理论的

透视与升华。五个子课题又皆

属于总课题成果的构成部分，分

判之中有其统一性。

构建具有中国气质
和特色的研究

一部不完全的学术史，不仅

仅导致研究的失范，同时也造成

了相应成果的失效。这种失范、

失效现象的形成自然有学术品

格问题，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源

于研究文献的缺失。

罗剑波认为，民国时期古典

文学研究成果颇分散、零碎，缺

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势必会导

致当代学术界长期缺乏系统的

参考依据。由此而言，本项目

“资料性强，思辨性浓”，更为全

面、客观地呈现民国时期古典文

学研究的全貌。将为学术史研

究提供全面、翔实、准确的参考

资料，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必要

的参照。这正是学术发展与学

术规范建设的必然需要。

罗剑波对项目的希望是：

“对民国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

果做一次全面、客观、准确的摸

排与整理，寻绎其间的历史脉

络，探究其间蕴含的理论特征，

从而为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可

靠的借鉴。”

而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

看，民国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既

承继着传统学术研究的理论特

征与写作样式，又广泛吸引西方

学术著作的写作范式，并逐步转

型，形式了中西会融的理论品

格。其中更不乏以传统研究为

底色者，更有纯粹以传统样式而

留存于世者。全面整理与研究

民国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有助

于摆脱对西方思辨、抽象的理论

认知方式的依赖，可以在机械进

化论这一单向度学术路径中调

整视野，重估曾经被冷落、被排

摈的传统理论的价值。

揭示这段一度繁荣、意义深

远却被新文学遮蔽的学术历程，

再现其时古今中西交汇冲撞的

文化情态，不仅是以上工作有效

推进的基础，也为当代文化建设

提供了更为确切的坐标。在当

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学术全球化

的时代，要推出本土化、自主性、

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体系，对于建

立具有民族特色、符合民族文化

实际的学术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并借此在重塑文化自信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文/傅 萱 刘岍琳

探索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罗剑波教授谈《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大系编纂与研究》

《回到马克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经

济理论研究》

作者：陈 琳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重大项目写真 Research

项目研究面向整个民国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所
有成果，不再是通常意义的“研究史”，更不是一般性的
资料“整理”，而是在力求占有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民
国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作整体性的考察与反思，进
而试图摸索出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路径。相关文献的整
理与考察、学术史应有地位的验证与价值开发，是项目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