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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为古书延续命脉是我毕生的使命担当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

杜泽逊，我国文献学

领域知名学者、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古

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

组成员，山东大学中国古

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

生导师、文学院院长。主

持《清人著述总目》《清

史·典籍志》“《五经正

义》汇校与研究”“《永乐

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

究”等重大项目。编有

《四库存目标注》《文献学

概要》《微湖山堂丛稿》

等。2014 年入选中宣部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2016 年入选国家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

·人物简介·

本版邮箱：zgfnbks@163.com

■ 口述：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 记录：吴晨阳(作家)

研究文献要讲实物要鉴定

我是做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界经常把古籍搜
集整理比作地质队的野外勘探，这是一个枯燥的工
作，必须要甘于寂寞，不慕纷华，才能深入进去。在
我看来，保护古籍好比给书“续命”，“医生救人的
命，我们救书的命，是为古书续命”。守护古籍，让
中国传统典籍不要失传，让千年文脉得以传承。生
命是有限的，只要让典籍不失传，就能把作者的精
神留给后人，就相当于续命了。

目前，我们做的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
目——《清人著述总目》的复核工作。为了推进交
付进度，学生们在学习之余，每天至少要工作4个
小时。我的爱人程远芬也师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
王绍曾先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我们两人全年无
休，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1点多，基本上都在食堂吃
午饭和晚饭。我们的项目组位于学校老晶体楼上
西北角的办公室（最近才搬移至文史楼二楼），大家
称这里为“校经处”。项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足够
的人手。现在和我一起做项目的都是学生，有本科
生，有硕士、博士，也有博士后。

这个项目从2004年9月1日开始，到现在也没
做完，还在不断地修改。主要是研究清朝人到底写
了哪些书，靠着掌握的目录学知识，我们把书上记
载的清朝人著作中的每一部书，每一次记载，都写
成一张卡片。这张卡片能告诉读者这部书的书名、
卷数、版本，藏在什么地方等信息。这是一个劳动
量极大的工程。需要300多人来抄这些卡片，我与
300多人一个个碰头，教他们怎么抄各自所负责的
那本书。他们学会后就开始工作，几天后，他们把
完成的工作交过来，然后再布置新的工作。这些做
好的卡片，一开始放在我家的床底下和阳台上，有
好几吨重，我爱人都担心压塌了房子，砸到楼下的
邻居，可见这工作的繁重。

我们申报项目预计要用80万张卡片，但做出
卡片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预期，大约做了124

万张卡片。因为经费不足，我和我爱人
经常节省支出，用工资垫

付费用，先后垫了
13万多元。我们
都是普通的工薪
阶层，当时，13万

元是一笔巨款。我
们想着就是砸锅卖铁，也
要把项目干下去，绝对不
能停工。我和爱人出于
对古籍事业的热爱，一本
古籍书的出版，就付出了
几十年的光阴。

编纂《山东文献集
成》期间，为了调查古籍
底本，我几乎跑遍了山东

省内外各大图书馆，在图书馆里查询需要的图书，
那段时间，我成了图书馆的“寄生虫”。研究文献要
讲实物，要鉴定，同时也要看懂内容。在此期间，我
看到了一本已经有250多年寿命的古书，这本书没
有提供编者的信息，没有作者落款，写作年代也不
详，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面世过。这本书的边没有
切，是非常原始的毛订本，属于普通的竹纸，一般都
是清朝的东西。我根据书的内容判断这本书是武
定府的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人编写的，
编写者说先母字畹芳，名字叫张衍惠，这是很重要
的线索。编者又说李贻芸是他的姐姐，知道了这个
信息，我们就能查到李贻芸弟弟的信息。一个是李
贻良，一个是李贻隽，这两个人中，究竟是哪一位写
的呢？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后来，我在青
岛图书馆，发现了一部《齐燕联唱》，《齐燕联唱》的
纸张，装订的方式，书衣大字的题签，和这本书很接
近。《齐燕联唱》上面有李贻隽的说明，至此，才解决
了这本书作者是谁的问题。

做古籍需要一颗赤诚的匠心

学术研究需要积累，从来没有速成的。但有多
少人愿意花费数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
果？尽管每个项目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但我
们仍然坚持反复校勘三次以上，争取把错误减少到
最低，这样才能保证书的质量。

在做《四库全书存目标注》时，有人曾经好心地
劝我先出一本书，这样就能评上职称，因为职称评
定一般以五年内的科研成果为准。但我认为，好
高骛远、好大喜功，只能欲速则不达。做学问要耐
得住寂寞，要有牺牲精神。如果急功近利地粗制
滥造，就糟蹋了前人这么好的研究成果，还不如不
去做。

如果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科
研成果。科研成果的生效一般不会在当年，做科研
必须坐得住冷板凳，要有定力，不能单纯去责备评
价体系。如果是追名逐利之徒，就会永远走在短平
快的路上。我曾经在科研评分中得了几次零分，但
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件事。我们培植的东西很可能
20年后，才能发芽，在前19年都得零分，但到了第
20年就会大放异彩。我1999年编写《文献学概
要》，直到2021年《文献学概要》荣获首届全国教材
建设奖一等奖，前后长达22年。

我曾经带领15名学生，完成了《周易注疏》19
个版本的校勘，这么大的工程，如果一人做，至少需
要15年。

我们的团队，历时6年，抢救出了1375种濒临
失传的山东籍著作，编纂了200册、32万页、1亿多
字的《山东文献集成》。我们将每一种古书都反复
考证，为文献延续了命脉，最终才完成《清人著述总
目》的工作。这部大书网罗清代著述22.8万种，每
一种都附有作者生平和版本信息，在保存清代学术
成果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需要一颗赤诚的匠
心。假如我的项目需要30年，我就用30年的时

间，29年都不行。因为有学生，我们可以兵团作
战，到65岁博士生导师要退休，那时候，就不能带
学生做项目了，我就在家里和程老师一起做，做到
不能做的时候为止。

老师的幸福是看到学生成才

2012年7月山东大学决定设立“山东大学古典
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作为古典学术人才培养的
校级基地，命名为“尼山学堂”。我作为尼山学堂的
班主任，想了很多办法，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
式，拉近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距离。

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成长，我付出了很多。每个
学生交给我的论文，我都会仔细地看，用不同颜色
的笔写出修改意见。我对他们说：当年王绍曾先生
就是这样指导我的，这份用心修改的论文，凝聚了
三代人的文化传承，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这样对待
自己的学生，传承不仅是学问的传承，还有感情的
传承、人生观的传承。目前尼山学堂已连续招生
12届，在国内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本科班中居于
前列。我是个桥梁，把老一辈的东西接过来，担子
挑在我们肩上，走了一段时间，再把担子交给下一
代，让他们继续挑着往前走。我对尼山学堂的学生
寄予了厚望，每届学生入学，我都会跟他们拍一张
合影，耐心地和每位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学术兴
趣和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制定出最适合
的培养方案。开得好课程，请得好老师，招得好学
生，这是尼山学堂的办学特点。当然，正因为如此，
尼山学堂才能拥有“自由的环境、人文的精神、无限
的可能”。

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想要讲好自己的一门
课，讲出自己的心得的话，就要花大力气备课。
讲课时举出的例子，都是经过筛选留下来的典型
例子，首先得保证正确，如果不能保证正确，哪怕
再有趣味性，也不能搬到教材里。每条例子，都
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提起学生们的兴趣，让他们学
到东西，学生们自然愿意听课。文献学的期末考
试，我允许大家开卷，每年的最后一道大题，都要
考学生对文献学这门课的感受，学生们的分值差距
就在这道题中体现出来。我上课从来不点名，因为
一门课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喜欢。如果学生不喜
欢听这门课，就不应该强迫他来。让学生有时间
去图书馆看看喜欢的书，做感兴趣的学问，这样挺
好的。

学问之道，言传身教。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是让
学生具有研究创新能力，那么培养的方法，就应当
通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来进行。研究生在开始
的阶段没有掌握研究程序，不会选题，也不会开展
研究工作，需要导师的言传身教。

从教40余年来，我对每个学生都付出了心血，
从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我就像送女儿出嫁一样，心
里非常不舍。我会把学生们毕业的照片冲洗出来，
做成相册放在校经处。没事的时候，就翻开照片看
看。我想，老师的幸福是看到学生成才，看到中华
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内心非常欣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记者：都说未来是属于青年的，能否介绍下
为什么想到主编《当青春遇见马克思》？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当青春
遇见马克思》主编郭建宁：未来属于青年，历史的
重任将落在青年身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支
持年轻人，扶持年轻人，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成才
提供更多的可能、更广阔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
种责任，也是一种乐趣，何乐而不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
责任，当然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担当。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
神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守正创
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

之“的”。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篇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
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为强
大、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这就是我主编《当
青春遇见马克思》使命所在。

记者：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期，他们创造
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经得起100
年、200年的考验，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思想理论
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刘书林教授：不懈地追求
真理的人永远年轻。为什么追求真理要用青年
精神？在我看来，青年的特点，它是人生的一种
过渡阶段，它是从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它
是从未成年向成年人的过渡阶段，它是一个发
展的阶段，它当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阶段，怎
么对待这一阶段，这就是我们这一生成功与否

或者成功大小的关键的一个思想意识。马克思
到今天“活到”200多岁了，但是青年人经常把
他拉在身边。他的追求，他的精神，就像青年人
一样，他不怕孤立，就像一条船开到山顶上去，
没有人说他是对的，但是他在没找到新的证据
之前，他就敢这样做。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得有
一个不懈的精神，它就是一种意志，而这种意志
不经过苦难，不经过克服困难是得不到的。他
们把克服这种困难当作一种乐趣，不断去吃这
样的苦头。我从马克思、恩格斯身上看到了这
一点。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下《当青春遇见马克思》
一书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学与
研究》副主编侯衍社教授：《当青春遇见马克思》是
一本集学术性和通俗性、思想性和趣味性为一体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通过六个方面，即
文本阅读中的马克思、历史深处的马克思、思想论
战中的马克思、科学信仰中的马克思、青年的困惑
与马克思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这六个方
面来整体呈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了
一个全面的、立体的、生动的马克思的形象，呈现
了兼具科学性和时代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象，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未来、马克思与青年密切关系。这本书之所
以能成为我们穿越时空对话的中介，是因为它力
图回答大家耳熟能详的“四个之问”——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是以青春的
视角、以与马克思对话的形式来回答这些重大问
题，意义十分重要。

记者：从这本书中能读出今天的中国青年
要学习马克思哪些方面呢？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
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一是学习马克
思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终生的目标。要树立我们
的理想目标，把我们的职业当作事业，这是第一

个我觉得应该学习的地方。
二是应该学习马克思既在书房里面读大量

的经典著作，读有字之书，同时又走出书房，深
入当时的社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读无字之
书，我觉得这一点对青年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
值得我们学习。

三是要学习马克思不断地清理自己的哲学
信仰，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思想。他的《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对1843年的思想就有超越，他在
1845年创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清算
了他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信仰，他在之后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
清算，所以他后来的思想是不断地在批判清算，
超越他以前的思想而不断发展的，包括刚才我
讲的几个转变，也体现着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不
断地超越、不断地与时俱进。

四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既注重用思想理论
研究来建构思想体系，同时也更注重付诸实践，
既解释世界，但更多的是为了改变世界。所以马
克思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活动家、革命家。马
克思参与和指导工人运动，要从实践运动方面来
实现他的思想，把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机地结
合起来，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五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敢于斗争、敢于批
判的精神。马克思的很多著作书名大都是以批
判命名的，有人问马克思，你最擅长哪个方面？
马克思讲我最擅长的是斗争，他对自己论题要
进行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要进行批判，具有超
越性。所以这种批判精神、斗争精神和我们今
天讲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是相契合的。我
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六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胸怀天下的世界眼
光。马克思很多思想都是通过研究世界历史提
出来的，而且他整个思想都是胸怀天下的，为了
解放全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实现每个自由全面
发展，值得青年学习。

■ 口述：黄佟佟
■ 记录：徐荣木

《春光好》是我用20年
时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
入选2022“持微火者·女性
文学好书榜”年榜，同名短
篇首发于《上海文学》，被
《小说月报》选载。

我出生于湖南湘乡，大
学毕业后入职广州一所中
学任英语教师兼班主任，任
教四年后进入媒体工作。

《春光好》包含小镇、乡
村，厂矿、小城，都会、流年
三个篇章共19个中短篇故
事。故事发生的背景有农
村、城市、学校、工厂……小
说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隐
性线索，穿越三重叙事宇
宙。20余位小说人物多以
女性为主角，叙写普通人在
时代大潮中的绝望挣扎、踌
躇得意，侧面展现了湘中地
区保守而不失霸蛮，粤港地
区市井又不失灵活的地域
特点以及丰富多样的人生
况味，呈现了一代中国人的
微观社会。

回忆自己的写作经历，
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代，彼
时，我就做着写小说的梦。
每当见到一个有趣的人，或
特别可爱，或特别可狰，如
严苛的母亲，散淡的父亲，
格格不入的同学，张牙舞爪
的乡邻，人间百态感人故事
等，我便思忖，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于是随手写下这些
故事储存着，打算将来把这
些故事写到小说里去。

在广州，我做了10年的《希望》杂志
和两三年的《花溪》杂志，后来又去了时代
周报和南都周刊做人物采访，再从杂志写
作到公众号写作，我开始更多关注城市女
性真实鲜活的生命经历。

几十年来，无论我在乡村求学，还是
到城市杂志社、媒体谋生，记录生活中故
事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现在看来，如
果当初我不是即时记下，有一些故事就完
全忘记了。

虽然有的记录下来的一些人，我并不
喜欢，但是写作时你就要把这个人物放在
心里焐热，让她活起来，再试着去同情她、
拥抱她，成为你笔下的人物、倾注你所有的
理解和同情。这些小人物，却是活生生的
原型，呈现的是高度浓缩的时代女性生活
与命运样态。

我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人和事，它们
常常缠绕着我，拉扯着我的心，特别是随
着时间的流逝，年岁增大，记忆力减退，我
越发感觉到，这些故事再不写，就来不及
了，是它们选择了我，催促我写出来。

在我写的这一个个故事中，我将个人
的命运融入时代的命运，它就像一扇扇“窗
口”，从中可觅见中国社会40年来日新月
异之蝶变。而文学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思
想领域走上一个更高境界的。

我写的《白桃杜薇》，小说主角杜薇的
生活状态非常奇特，命运跌宕起伏，她40
岁时，已经不太受人关注了、走下坡路了，
我就写她和这个世界的对撞、失落。我想
通过写一个女人是如何从梦幻当中一层一
层地被剥离、被刺醒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很
有意思。人啊，面对坎坷命运，得好好活
着，下雨了撑伞，天晴时晒太阳，随遇而安，
开心过好每一天。

人生苦短，时光匆匆。平时，我习惯
列表格，用于监督自己。比如，我今天要
做十件事情，做完一件事就在表里打个
勾，今天都打完勾了，说明没偷懒，不虚
掷光阴，心里才踏实，通过一项一项地去
做事，自我感觉我还算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觉得只有踏实做事，生命才过得充实
而有意义。

我心里拥有一缕春光，面对种种困境，
我会不停地去找解决方法，在找解决方法
的过程中生长出力量，也强大自己。

作
家
黄
佟
佟
：

我
的
心
里
拥
有
一
缕
春
光

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真理力量
日前，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5周年，

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当青春遇见马
克思》一书。这本书由知名教授和青年
学者共同撰写，从多维度、多视角、多层
面阐释了“青春”与马克思的“遇见”和对
话，饱含青春气息、具有青春魅力。《当青
春遇见马克思》这本书带给我们哪些触
动？我们又该如何在现实中践行马克思
主义呢……对此，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对话了多位专家，全方位解读《当青春
遇见马克思》。

黄佟佟，资深媒体人、记
者，曾为《ELLE》《瑞丽》等杂志
撰写人物特稿，获《南都周刊》
年度新闻报道大奖等。至今已
出版个人著作14部，《春光好》
系其首部中短篇小说集。

6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召开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的前一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在兰台洞库，山东大学文学院杜泽逊教授小心翼翼翻开斑驳的文津
阁本《九章算术》。纸张泛黄、墨迹隽永，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

历史典籍版本记录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演进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融通古今、保护文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杜
泽逊在投身古籍事业的30年里，参加国家的许多重大项目，在古籍整理、保护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古籍充满感情，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与文学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