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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南京大学文学院建院100周年大会上的致辞

陈跃红

同学们、老师们、各位嘉宾，各位领导：

今天，在这个隆重的庆典上，被指定作为全国中文学科的代表讲话，个人感到非

常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在座几十家中文院系以及没有到场的更多的中文院系，

本着天下中文一家亲的兄弟情谊，向南京大学文学院 100 周岁的生日，向南京大学文

学院的全体师生同仁，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中文学科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中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的重镇，

百年来，经由数代学人的艰辛努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优秀中文人才，奉献出

了十分丰厚的学术成果，先后出现了诸如黄侃、吴梅、汪辟疆、胡小石、陈中凡、罗

根泽、陈白尘、程千帆等众多不断影响着现代中文学科发展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

们无疑是南京大学中文学科的骄傲。而我们作为中文学界的同仁，同样为他们的成就

和风范感到自豪！

各位同仁，各位同学，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和学科专业划分的结果，使得学科专业

作为一个平台，无形中成了人们借以定位各自文化身份的符号性标志，于是在别人的

眼中，我们就被界定为所谓的中文人，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永远记住“中文人”这三

个字。既然都是中文人，我们之间就难免会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关系，就如同

刚才提到的黄侃和吴梅先生也曾经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而汪辟疆和陈中凡先生还

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一样，同样在今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师生群体中，也经常

可以见到南京大学中文人的身影。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既然都是中文人，也就注定

在未来的发展路途上，我们不仅要同气相求，而且务必要同舟共济，中文语言文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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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在中国的命运定位，也就是我们这些中文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所系。

那么，时值当下人心浮躁、精神张皇的语境，我们当如何自处？十多年来，中国

的大学教育一直都在走着数量扩张之路，众多理工科研型和社会应用型的学科由此得

到了超乎常规的扩展，而作为人文学的中文学科却不但没有发展，相应地，纯粹中文

学术反而日渐萎缩和边缘化，即便某些院系一定程度的数量增加，各种学科评估和项

目申请的热闹，研究论著数量猛增和评奖评优的喧哗，也都掩盖不了五彩缤纷下妆容

的苍白和整体处境的日渐边缘化。走到今天，该是我们坐下来认真琢磨和反思一下的

时候了，而且也似乎真是到了这样一个时机的窗口。

说是一个时机，当然不是因为政府和领导比过去更重视中文，也不是因为高考

开始了有利中文发展的改革。如果有人硬要说，我们终于时来运转，中文将要王者归

来了！即使你相信，我也不会相信！期待中文像上个世纪 80 年代那样不正常的兴盛，

是一种非理智的想象，那实际上也不是中文应有的正常学科生态。另一方面，把希望

寄托在领导的英明和政策的一时改变上，与期待包公还魂一样，都是顺民对于明君的

想象性期许，与中文学科发展的实际内在需求关系不大。事实上，王者永远不会再归

来，中文的唯我独尊多半也只是个别人的梦中呓语。

我之所以说现在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反思的关口，说到底，只是因为经过了最近

三十多年社会和市场的冲击淘洗，中文学科身上许多被外部世界所赋予的、无关本原

的光环都已经彻底褪尽，于是，除了中文本身，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于是。我们终于

可以更加简洁理智地去看清楚自身。

那么，中文是什么呢？中文就是中国语言文学，或者干脆说，中文就是中文，剩

下的她就什么也不是。对于中文这样一门以数千年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为依托的学科而

言，我们的存在底气和发展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决不应该依托于一时的潮起潮落和时

势变迁；我们的发展前景，也决不应寄期望于短期的风云变幻和星移斗转。无论是上

个世纪 80 年代中文学科超乎寻常的兴盛，还是市场大潮下不断的边缘化，都不是中

文正常的学科生态。高考科目的调整带不来中文的真正发展，国家发展战略再如何向

文化产业倾斜，也不会刺激出现天价古汉语专业硕士学位的需求，官员们再附庸风雅，

他也不会打“飞的”来到南京仙林校区听中国话剧史课程。所以我要说，中文就是中文，

除了关注中国有史以来的语言文学发展和当下十三亿多人口的语言文学需求外，我们

还真不需要更多的疆域扩展可能。但是，仅仅就这一领域的探讨，就足以让所有的中

文人前赴后继地忙碌上一千年，甚至永远地忙碌下去！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里面，中文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更是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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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多数人口基本的交流工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和价值港湾。因而无论潮

涨潮落，发展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培养代代传承和社会需求的出色中文人才，始终都

是我们中文学科责无旁贷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我们之所以要反思，要坚守，要行动，

正是基于一种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说到底，无非是因为在我们的想象

力可以看到的时间延长线之内，中文及其相关人文学科发展的好与否，都将直接或者

间接地关系到这个国家文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未来。中国如果要避免陷入所谓小康

之后的发展停滞陷阱，避免数量扩张型低水平发展的歧路，要实现有品牌、有文化、

有质量、有尊严、有地位的社会创新发展，就离不开人文学科和语言文学的滋养支撑，

就必须重视和发展人文学科及其相关的文化建设，否则，所谓文明尊严和幸福的现代

社会构建就是一句空话。就此而言，维护中国语言文学的伟大传统，提高中文教育的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既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

进而言之，我愿意在座的你们和我都永远记住这一点，如同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

国家的语言文学一样，中国语言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无法离弃，并

且是事关国家形象、尊严、文化生态和族群文明教养程度的、根基性的重要学科，任

何的风云变幻都改变不了她的学科价值和地位。作为一个中文人，当你走向社会的时

候，你要始终保有这一份坚信，保持这种坚信，也就是在保持一个伟大的传统和现代

大国文化的尊严和发展信心。

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确认，在今天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存在主体的世界上，一个

民族的母语和文学，一直以来都紧紧关系着国家核心价值的塑造，关系着人的灵魂

安顿，关系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承继和开拓创新，关系着国民精神素质改善

和提升，这就注定她任何时候都边缘不到哪里去！同样，我在这里不妨再补充强调

一点，那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出版业的热点无论如何漂移，

纸质媒体无论如何萎缩，影视剧、动漫网游无论如何变得 3D 化还是 4D 化，基于大

数据和云储存的网络无论具有何等的海量空间，最终也都还是需要优秀的语言和图

像内容去填充和供人使用，否则它只是一具无人关注的虚拟空壳。当代中国社会已

经走过了它近代以来最艰难的一段岁月，初步跨过小康阶段的中国人，对于精神价

值和审美品位的追求欲望正在逐步增强，除了书刊纸本的阅读和视频图像的享受之

外，有接近四亿人经常在网络空间中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数以万计的人试图

借助电子媒体写作和展示自己，超过两百万人试图在网络电子媒体上创作发表自己

的文学作品，有人以汉语写作的成就获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国内外大奖，

也有人因为网络文学的写作每年获得超过 2500 万元的收入，我们从来就不认为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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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报考中文系是意外收获，实在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长远地看，我们对汉语言文

学的未来前景永远看好。

最后，虽然是作为一个中文人，但我愿意谨慎地提醒大家，当代中文学科也同样

面临一个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置身于一个学术国际化的时代，尽管我们所从事的中

文学科可能是有国别的，传统的、古典的和本土的学术，但是我们的眼界却必须是国

际和世界的。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个天下，往昔的疆界也许是所谓华夏，而在

今天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研究《诗经》的要知道世界的诗经学，研究古汉语者要知道

欧美和世界汉学界的成果，研究古文献也需对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献收藏和研究有所了

解和认知，由此方能走向前沿，走向世界，进入真正的现代学术状态。更不用说诸如

普通语言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这些早已紧紧和世界联系在一

起的学科专业了。 

老师们，同学们，语言文学这个东西有时候让人感觉非常奇妙，她每天在你身

边的时候，你常常忘记她的存在，可是她一旦离你而去，你很快就会念念不舍，甚至

无比牵挂。去年夏天我有幸到北欧去参加一个国际诗歌节，那里真是人烟稀少，但是

我看到一场场的朗诵会，无论是安排在萨米人的议会营地，还是设立在巴伦支海岸边

孤立的小教堂，无论是安排在小学校的教室，还是别具匠心地设置在矿山建筑的楼梯

上，甚至是安排在废弃多年的小电影院里，哪怕一人只承担 10 句诗歌，两分钟的朗诵，

我注意到那些著名的萨米诗人每次都要穿上民族的节日盛装，提前半小时到场做精心

的彩排和准备，诗歌作为他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现实诉求，以优美的语词、声音、节奏，

在独奏音乐和灯光营造的氛围中，一缕缕竟然是那么温暖地穿透人心。一个嫁到挪威

北部的中国女孩，仅仅是从网上看见朗诵会有中国诗人的消息，就立马和他的挪威丈

夫驱车半天，赶到北纬 78°的瓦尔德岛上来，仅仅就是为了聆听几分钟中文汉语乡音

朗诵的诗句。朗诵会散场之后，我们的大巴在月光下即将开动，车窗下的人群中竟然

突然响起了那女孩无所顾忌独自朗声高唱国歌的声音……经历如此的场景，令我对于

民族语言和文学的意义又多了一层理解。

各位同学，各位同仁，最近一段时间内，国内各高校的中文学科先后都在迎来

自己的世纪庆典，这似乎也在昭示一个信息，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教育确定无

疑地已经走过了她第一个百年的历程。那么，下一个百年的中文学科应该如何走好？

她的发展新路将在何处？借此南京大学中文学科建立 100 周年庆典之际，我提议，

为着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尊严和未来前景，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索。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不能致其远。”接下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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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的百年就要开始，且让我们珍惜和把握好每一天的时间，穿越有限生命的时空，

跨过追求过程中的所有门槛，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真正中国语言文学鲜活血统的弘毅

之士。

最后，祝南京大学文学院及其中文学科在新的百年路途上，能够功德圆满，再现

历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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