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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学府ꎬ在暂存的 ８ 年多时间里ꎬ西南联

大师生创作了内容丰赡、风格各异、绚丽多姿的文学作品ꎬ形成了 １９４０ 年代中国现代文

学发展的高峰ꎮ 国内外学界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ꎬ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ꎬ但是

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收集和整理还有缺失、文学作品的研究还可以再写、需要进行综

合性和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需要构建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信息化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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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作为抗战时期中国

的高等学府ꎬ在日寇入侵、风雨如晦的环境中ꎬ西南联大师生以坚忍不拔的精神ꎬ
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ꎬ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

生ꎬ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因其成就显著ꎬ有“内树学术自由

之规模ꎬ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１〕的美誉ꎬ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史

上的奇迹ꎬ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ꎮ〔２〕 在西南联大暂存的 ８
年多时间里ꎬ西南联大师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内容丰赡、风格各异、绚丽多姿ꎬ形成

了 １９４０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高峰ꎮ 本文拟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搜集、整理

和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ꎬ总结和揭示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的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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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联大文学作品搜集、整理的状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ꎬ促使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众多的作家、诗人和学者汇

聚边城昆明ꎬ他们不仅促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ꎬ而
且形成特定的学术共同体ꎮ 尽管构成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作家、诗人和学者所受

的教育、研究领域不尽相同ꎬ但作为特定的学术共同体ꎬ他们在昆明构建新的公

共空间和网络ꎬ坚持学术文化的创造ꎬ使昆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界、思想界

和教育界最为活跃的学术文化中心ꎮ 关于这个学术共同体与不同的作家、诗人

和学者的文学创作ꎬ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ꎬ已经有多部文献史料汇编问世ꎮ
第一ꎬ重要的文献史料ꎮ 主要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６ 卷本) 〔３〕 比较

全面地汇集了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南师大 ４ 校保存的历史档案ꎬ以及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和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资料ꎬ内容有西南联大办学的基本思想

和办学概况ꎬ西南联大常委会、校务会、教授会的原始记录ꎬ课程设置、教学管理、
科学研究、留学生派遣等方面的内容ꎬ师生人数统计表、学生名录和学生社团的

全面介绍ꎬ办学经费、校舍、设备等方面的相关材料ꎬ该书准确、科学地提供了探

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翔实资料ꎬ其独具特色的史学价值以及在教育界、出版界的特

殊地位ꎬ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研究最权威、全面的档案史料ꎮ «联大八年» 〔４〕 是西

南联大学生为总结 ８ 年多的西南联大生活而自编自印的、反映西南联大师生生

活的重要文献ꎬ由“历史回顾” “联大生活”和“联大教授”组成ꎬ囊括倒孔运动、
“五四”纪念活动、文艺活动等校史大事ꎬ也有闻一多遇难前后的描述ꎬ该书是由

西南联大学人集体创作、能够真实体现西南联大精神面貌和时代氛围的珍贵文

献史料ꎮ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６ 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５〕对

西南联大的沿革、三设分校、组织机构与教务制度、三次从军热潮、各院系的发

展、爱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课余生活、“一二一”运动及其前后的状况等进行论

述ꎬ该书既有纪传体式的“院系史”ꎬ也有编年体的“大事记”ꎬ在收集大量原始资

料文献和历史图片的基础上ꎬ集中呈现了西南联大的流亡历程ꎬ是较为翔实可靠

的西南联大校史ꎮ «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 〔６〕 收录了西南联大学人对联大岁月

的回忆ꎬ还选编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办的«边疆人文»的第一手资料ꎬ
尤其是陶云逵教授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的材料ꎬ以及陶云逵与罗

常培、陈梦家、李方桂、马学良等学者的书信往来ꎬ极为珍贵ꎻ此外ꎬ邢公畹的«红
河之月»也收录在该书中ꎬ这是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重要资料ꎮ 西南联大

校友会编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 〔７〕、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的

«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８〕、云南西南联大

校友会编的«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

集» 〔９〕、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 ７０ 周

年纪念文集» 〔１０〕以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

辑» 〔１１〕、«西南联大在蒙自» 〔１２〕 等ꎬ都有西南联大学人的回忆和文学活动记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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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京出版公司出版的«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１３〕同样是西南联大师

生对西南联大生活和历史的记忆ꎮ 清华、北大和南开分别编写的«清华大学校

史稿» 〔１４〕、«北京大学校史» (增订本) 〔１５〕、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１９１９—
１９４９)» 〔１６〕等专门有西南联大章节ꎬ对西南联大研究成果、师生活动、文学社团等

都有介绍ꎮ
第二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本ꎮ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不同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在西南联大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ꎬ
成为学术界搜集、整理和校勘的重点ꎮ 笔者认为ꎬ西南联大自其诞生起ꎬ对其资

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即已开始ꎮ 迄今为止ꎬ能够见到的选本有:１９４３ 年ꎬ闻一

多受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白英(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ｙｎｅ)的委托编选“中国新诗选”ꎬ编选

了«现代诗钞» 〔１７〕ꎬ对中国新诗诞生以来不同时代的诗歌作品进行编选ꎬ收入 ６６
位诗人ꎬ共约 １９０ 首作品ꎬ其中除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陈梦家、艾青、何其芳

等知名诗人外ꎬ１２ 位西南联大年轻诗人的作品入选ꎬ包括穆旦、杜运燮、王佐良

等ꎬ当时寂寂无名的穆旦诗歌入选 １１ 首ꎮ 该选本是国内最早的“西南联大诗

钞”ꎬ由于当时新诗选本极少ꎬ该选本受到时人的关注ꎮ 杜运燮和张同道编的

«西南联大现代诗钞» 〔１８〕选入西南联大诗人冯至、卞之琳、闻一多、穆旦、郑敏、杜
运燮、王佐良、何达、马逢华、沈从文、李广田等 ２４ 人创作于 １９３７—１９４８ 年间的

诗作 ３００ 余首ꎬ其中包括卞之琳«慰劳信集»、冯至«十四行集»、杜运燮«诗四十

首»«南音集»、郑敏«诗集 １９４２—１９４７»５ 本个人诗集ꎬ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者和

爱好者提供较好的史料和选本ꎮ 李光荣选编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 〔１９〕 分为

序曲、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尾声共六部分ꎬ编选西南联大文学作品 ９１ 篇

(首)ꎬ编者按照公开发表、现代文体裁、艺术性标准ꎬ以及能代表不同创作思想、
风格、样式的原则进行编选ꎬ每位作者选 １ 篇(首)ꎬ少数选 ２ ~ ３ 篇(首)ꎮ 该选

本所选作品既有相当的广泛性ꎬ又有一定的代表性ꎬ成为迄今对西南联大文学作

品进行编选的重要选本ꎮ 布小继主编的«云南抗战文学作品选读» 〔２０〕 对抗战时

期在云南生活的作家、诗人共 ３０ 人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进行搜集并解

读ꎬ其中涉及西南联大的作家和诗人有李广田、沈从文、吴讷孙(鹿桥)、汪曾祺、
郑敏、穆旦、杜运燮、刘重德、秦泥、闻山、朱自清、陈铨等 １２ 人的 １６ 篇作品ꎮ 该

选本精选了云南抗战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ꎬ但是选取的作品数量较少ꎬ尚不能全

面反映抗战时期云南文学的版图和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面貌ꎮ
第三ꎬ日记、文集的整理和出版ꎮ 除资料和选本外ꎬ西南联大师生的日记、文

集ꎬ是与文学史料同样重要的第一手资料ꎬ如«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浦江

清«西行日记»、«闻一多书信选集»等日记、书信方面的第一手资料ꎬ也是重要的

文学资料ꎮ 同时ꎬ旅行记和相关散文先后出版ꎬ有辽宁教育出版社“旅行散记文

丛”出版罗常培的«蜀道难»和曾昭抡的«缅边日记»ꎬ云南人民出版社“旧版书

系”出版李广田的«西行记»、邢公畹的«红河之月»和朱自清的«流亡三迤的背

影»、冯至的«阳光融成的大海»、汪曾祺的«昆明的雨»ꎬ黄山书社出版罗常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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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洱之间»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 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出版曾昭抡的«滇康道

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ꎬ商务印书馆“碎金文丛”出版陈达的«浪迹十年»、
潘光旦的«逆流而上的鱼»等ꎮ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ꎬ有许多作家、诗人和学者的文集

整理出版ꎬ如«朱自清全集»«闻一多全集»«沈从文全集»«冯至全集»«汪曾祺全

集»«李广田文集»«卞之琳文集» «费孝通文集» «王佐良文集» «张友仁回忆文

集»和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等ꎬ其他的文学作品集还有«穆旦诗全集»«穆旦诗

集»«杜运燮六十年诗选»«郑敏诗集»«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刘
兆吉诗文选»«叶华诗集» «艾山诗选»和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钱锺书的

«写在人生边上»、秦泥的«晨歌与晚唱»等ꎮ 这些都是有关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

究的史料ꎬ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ꎮ
第四ꎬ回忆性文著出版ꎮ 回忆性文著是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中较为常见

的重要史料ꎬ浦薛凤的«太虚空里一尘游———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完整地叙述抗

战爆发后ꎬ随清华播迁长沙、蒙自、昆明ꎬ西南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学习

生活的经历ꎬ是极其难得的历史记录资料ꎮ 蒋梦麟的«新潮»、冯友兰的«三松堂

自序»、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张忠绂的«迷惘集»、冯至的«立夕阳

集»等都有对西南联大工作和学习的回忆ꎬ还有当时作为学生的赵瑞蕻的«离乱

弦歌忆旧游»、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和«续忆逝

水年华»、李赋宁的«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张世英的«归途:我
的哲学生涯»、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四十年»、马识途的«风
雨人生»、罗荣渠的«北大岁月»、张友仁的«北大恩师»、任继愈的«念旧企新:任
继愈自述»、刘绪贻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曹立瀛的«百载沉浮:曹立

瀛回忆录»等对西南联大学生生活有详细描写ꎬ追忆老师和同学ꎬ其中不乏文学

创作和文学活动的记载ꎮ １９８３ 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ꎬ出版«西南联大北

京校友会简讯»ꎬ该资料汇集众多师生的记述和回忆ꎬ展现较为真实的西南联

大ꎬ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ꎮ
第五ꎬ口述资料的呈现ꎮ 张曼菱编导、编撰的«西南联大启示录»和«西南联

大访谈录»ꎬ采访众多的西南联大学生ꎬ不仅在口述史方面对西南联大进行抢救

性保护研究ꎬ更将西南联大推向公众视野ꎬ是西南联大口述资料的重要代表ꎮ

二、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的状况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ꎬ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新老作家、诗人和学者

汇聚在西南联大ꎬ构成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ꎬ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文

学创作和构建ꎬ一批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得以诞生ꎬ奠定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

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ꎬ也使 １９４０ 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蓬勃发展的

局面ꎬ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ꎮ 学界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研

究ꎬ全面兴起于 １９９０ 年代ꎬ可按照综合论述和专题研究展开评述ꎮ
第一ꎬ西南联大研究论著综述ꎮ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与西南联大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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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ꎬ目前学界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ꎮ 代表性论著

有杨立德的«西南联大教育史» 〔２１〕ꎬ该书被称为“全国第一部研究西南联大的专

著”ꎬ从不同角度介绍西南联大的教育状况和取得的成就ꎮ 谢泳的«西南联大与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２２〕提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概念ꎬ认为该群体是中国

现代知识分子的缩影ꎬ对不同的知识分子进行讨论ꎮ 赵新林、张国龙的«西南联

大:战火的洗礼» 〔２３〕描述西南联大从创办到北归的过程ꎬ着力宣扬西南联大的精

神和成就ꎮ 杨立德的«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 〔２４〕 对西南联大的办学思

想、大学制度和教师的敬业精神、大学的学术使命等进行论述ꎬ是对«西南联大

教育史»的深化与拓展ꎮ 封海清的«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 〔２５〕 系统

揭示西南联大以民族文化为主体ꎬ重建现代中国文化的成功探索ꎮ 王喜旺的

«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 〔２６〕对西南联大发生的学术与教

育互相作用、影响的复杂面相和机制进行研究ꎬ同时对其现实启示意义进行揭

示ꎮ 闻黎明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 〔２７〕 对

战时西南联大的建立、战时的疏散和知识分子抗战等进行深入思考ꎮ 谢慧的

«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 〔２８〕 对西南联大在推动宪政运动中的作用进

行较为全面的考察ꎻ同时谢慧的«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

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 〔２９〕 对以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今日评论»作者群

在抗战时期的宪政问题、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所做的贡献进行论述ꎮ 重要论文有

洪德铭的«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上、下) 〔３０〕 (ＣＮＫＩ 他引 ６８、５５ 次)、王
奇生的«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３１〕 (ＣＮＫＩ 他引 ６８ 次)、
杨绍军的«西南联大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 〔３２〕 (ＣＮＫＩ 他引 ２６ 次)等ꎮ 此外ꎬ美
国学者 Ｊｏｈｎ Ｉｓｒａｅｌ(易社强)从 １９７０ 年代研究西南联大ꎬ致力于收集西南联大资

料ꎬ访问海内外西南联大学人ꎬ他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３３〕 被何炳棣认

为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ꎮ 可以说ꎬ这些论著在西南联大研究领域都有不同程

度的突破ꎬ成为西南联大研究的重要成果ꎮ
第二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综合论述的论著ꎮ 主要有蒙树宏的«云南抗战时

期文学史» 〔３４〕对抗战时期云南的文学发展进行历时性考察ꎬ集中对“文协”在云

南的活动以及与抗战有关的论争、有代表性的作家在云南的文学创作活动进行

讨论ꎬ尤其是对冯至的诗歌创作、李广田的长篇小说创作和沈从文的散文创作、
陈铨的戏剧创作有重点论述ꎬ是最早对西南联大重要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著作ꎮ
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 〔３５〕 有意识地将西南联大历史情境的

重建作为考察文学活动的基础ꎬ重点聚焦在对文学课程的设置与课堂的文学教

学、课外的文学活动(文学社团)、文学创作的实绩、文学活动的社会影响等进行

论述ꎬ同时还对作为文学活动背景的政治对西南联大的冲击、云南特殊的地缘状

况、西南联大的管理体制、师生日常的衣食住行等作了描述ꎬ该书是国内较早对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ꎬ在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上有突

出贡献ꎮ 杨绍军的«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外来影响» 〔３６〕运用文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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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ꎬ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整体风貌和代表性作家作

品所受的外来影响进行集中探讨ꎬ该著既注重考察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接受西

方的外来影响ꎬ同时注重对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的文本进行具体分析ꎬ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ꎮ 李光荣和宣淑君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

究» 〔３７〕对西南联大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文
艺社、新诗社等文学社团进行具体描述、分析和概括ꎬ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著作ꎬ有重要的学术价值ꎮ 李光荣的«民国文学观念:西南

联大文学例论» 〔３８〕引入民国文学观念对西南联大文学进行集中讨论ꎬ研究者对

西南联大文学的生成环境、学生文学社团的发展、教师和部分学生的创作进行分

析ꎬ论证民国文学观念在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的作用ꎬ对民国文学史的建构有一

定的贡献ꎮ 李光荣的«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 〔３９〕 围绕西南联大学生创作的

反映大学生活和抗战时期社会面貌的文学作品ꎬ对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西南联

大学生的作品进行分析ꎬ认为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创作是中国校园文学的高峰ꎮ
陈平原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４０〕对西南联大内迁的历史、传说和故事阐释

等进行深入研究ꎬ还对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进行关注ꎬ该著可以视

作“大学叙事”的典范研究作品ꎬ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ꎮ 余斌的«西南联大ꎬ昆明

天上永远的云» 〔４１〕对西南联大文人的文学创作、文化与生活进行研究ꎬ被认为是

昆明的文化地图ꎮ 除上述著作外ꎬ重要论文还有陈平原的«文学史视野中的“大
学叙事”»ꎬ〔４２〕以鹿桥的«未央歌»和钱锺书的«围城»为例ꎬ对抗战中不同类型的

大学想像以及大学精神的重构进行思考ꎬ开辟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新视域和新

路径ꎮ 林元的«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 〔４３〕对«文聚»
杂志的创刊和发展历程进行回顾ꎬ还对«文聚»发表的诗文进行分析ꎬ是重要的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资料ꎮ 谢泳的«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 〔４４〕以汪

曾祺和穆旦的成长论证中国新文学的传统是依靠现代大学延续的ꎬ这种延续过

程中西南联大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ꎬ西南联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应

当得到客观、科学的评价ꎮ 田正平、陈桃兰的«抗战时期大学生生活的另类书

写»、杨绍军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对西南联大文

学作品进行研究ꎮ 台湾政治大学刘顺文、日本早稻田大学杉本达夫等学者对西

南联大作家的文学活动也有论述ꎮ 所有这些国内外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重

要论著ꎬ是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ꎮ
第三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专题论述的论著ꎮ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专题论著

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进行梳理ꎬ数量和规模都超乎想象ꎮ 目前对西

南联大小说进行研究的著作除若干名家的文学史著作外ꎬ散见于不同作家的研

究中ꎬ综合论文有陈平原的«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蒙树宏的«谈西南联大的

小说作者群»、李光荣的«试论文聚社的小说创作»等ꎻ对沈从文进行研究的著作

有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金介甫(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Ｋｉｎｋｌｅｙ)的«凤凰之子:沈从文

传»、贺兴安的«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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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新颖的«沈从文精读»等ꎬ重要论文有刘洪涛的«沈从文与现代小说的文

体变革»、邵明的«‹长河›:沈从文的现代言说»等ꎻ对冯至进行研究的著作有张

辉的«冯至:未完成的自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编的«冯至先生纪念论文

集»、冯姚平编的«冯至与他的世界»、季羡林编的«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

念文集»等ꎬ重要论文有王富仁、柳鸣九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五)»、卞之琳

的«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范智红的«现代小说的象征化尝试»等ꎻ
对汪曾祺进行研究的著作有卢军的«汪曾祺小说创作论»、肖莉的«空灵叙事:汪
曾祺小说创作论»、方星霞的«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等ꎬ重要论

文有郜元宝的«汪曾祺论»、李国涛的«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摩罗的«悲剧意识

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等ꎻ对其他作家进行研究的还有日本学者立间祥

介的«“引力”杂感»、宫崎安次子的«读‹引力›»等ꎮ 对西南联大诗歌进行研究

的除孙玉石、龙泉明、罗振亚、张桃洲、许霆等知名学者外ꎬ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

邓招华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 〔４５〕对西南联大的校园环境、文化氛围、精神传

统、师承关系、文学讲授、创作活动等进行描述ꎬ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探讨聚焦到

现代新诗自我生成的层面上ꎬ把宏观的诗学课题与微观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ꎬ在
现代诗学意义上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独特价值和历史贡献进行考察ꎬ是研究西

南联大诗人群最为全面、系统的博士论文ꎮ 邓招华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

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 〔４６〕从文学社会学的层面切入ꎬ将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
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科研、社团活动、刊物创办ꎬ以及师生的衣、食、住、行等

纳入考察的范畴ꎬ通过历史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图景的复原呈现文学历史的真实ꎬ
使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整体存在与独特风貌得以展示ꎬ是研究西南联大诗人群的

重要作品ꎮ 重要论文有张同道的«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张新颖的

«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程波的«新诗

现代性的特殊生态———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王燕的«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

精神———外文系与联大诗人群»等ꎮ 对诗人冯至进行研究的则有周棉的«冯至

传»、陆耀东的«冯至传»等著作ꎬ重要论文如郑敏的«忆冯至吾师———重读‹十四

行集›»、姜涛的«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人称分析»、谢冕的«冯至先生

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等ꎮ 对穆旦研究的有易彬的«论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年谱»等ꎮ 对其他诗人研究的

重要论文有袁可嘉的«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蓝棣之的«郑敏:从现代

到后现代»、孙玉石的«解读穆旦‹诗八首›»和«郑敏:攀登不息的诗人»、周礼红

和陈绮梅的«西南联大与郑敏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诗歌»、顾国柱的«论穆旦与西方

现代派诗»、易彬和陈璐的«西南联大时期穆旦的写作境遇与个人形象»、文学武

的«杜运燮与中国 ４０ 年代的现代诗»等ꎮ 对西南联大散文进行研究则主要是对

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等的研究ꎬ如朱金顺的«朱自清研究资料»、陈孝全的«朱
自清传»、姜建的«朱自清传»等ꎬ李岫的«李广田研究资料»、张维的«李广田评

传»ꎬ邵华强的«沈从文研究资料»等ꎬ重要论文有吴周文的«论朱自清的散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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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汪曾祺的«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范培松的«论京派散文»、王
铭铭的«鸡足山与凉山»等ꎮ 对西南联大戏剧进行研究则主要是对陈铨、闻一多

的研究ꎬ如季进、曾一果的«陈铨:异邦的借镜»、徐志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

铨»等ꎬ重要论文有沈卫威的«寻找陈铨———从‹学衡›走出的新文学家»、刘孔辉

的«民族情怀与浪漫精神———陈铨戏剧论»、魏朝勇的 «民族主义的政治正

当———陈铨的政治抱负与文学理念»等ꎮ 对闻一多戏剧进行研究的则有赵佳聪

的«闻一多戏剧观探析»、陈国和的«闻一多与中国现代戏剧»等ꎮ 这些论著从不

同的视角、不同的主题ꎬ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进行研究ꎬ
建构了西南联大文学研究范式ꎬ为深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作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ꎮ

三、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的趋势

１９９０ 年代兴起的“西南联大热”ꎬ不仅全面促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ꎬ而且也

推动了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研究ꎮ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是个重要的领域ꎬ涉
及多学科、多视野、多维度和不同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ꎮ 前述的文献资料、研究

论著都是国内外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的重要成果ꎬ相关的专家、学者都对西南

联大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和相关问题作了长期、深入的工作ꎬ可谓硕果累累ꎮ
但是应该看到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发展或可突破的空间ꎮ

第一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搜集和整理还有缺失ꎮ 以往的西南联大文学作

品搜集、整理和校勘、考证ꎬ主要集中于西南联大诗人的作品ꎬ如«西南联大现代

诗钞»«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等ꎬ几乎穷尽了西南联

大师生创作的诗歌ꎬ但是对于西南联大师生的小说、旧体诗词和散文、游记等ꎬ尚
有不少作品没有系统整理出版ꎬ如李广田的长篇小说«引力»、卞之琳的长篇小

说«山山水水»、曹立瀛的散文«邓川散记»«洱源散记»«剑川散记»«鹤庆散记»
和赵凤喈的«大理之行»等ꎮ 这些文学作品和前述部分作品ꎬ在当时发表时都曾

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ꎬ但在较长时间内被遗忘或被忽略ꎬ正如张同道编

选的«西南联大现代诗钞»所说:“现在还远不是公正评价西南联大现代诗的时

候ꎮ 遗漏、偏见与美学变迁依然无法越过时间的鸿沟ꎮ” 〔４７〕

第二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研究还可以再写(ｒｅｗｒｉｔｅ)ꎮ 正如邓招华所说的ꎬ
以往的研究拘泥于某一流派、社团或者某种文学观念ꎬ试图整齐划一地寻求西南

联大文学作品的整体特征或是简单地界定为“校园文学”ꎬ这在某种本质化的追

求中简化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整体面貌ꎬ也从另一个侧面掩盖西南联大文学作

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ꎮ〔４８〕事实上ꎬ在塑造和表达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当中ꎬ不同

的研究者书写文学史的风格和他们的想象力(也就是对某个作家、诗人作品主

题或情节的理解、或是长期历史走势的主观建构等)是不同的ꎬ使得对西南联大

文学作品的研究还有再写的空间ꎮ 研究者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理解ꎬ或多或

少地反映他们所经历和想象的世界ꎬ而研究者用来架构和强化西南联大文学作

品的叙述以及随之而来的方法论(理论、概念和方法)ꎬ又决定了叙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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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性ꎬ这些都为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提供再写的诸种可能ꎮ
第三ꎬ可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研究ꎮ 以往的西南联

大文学作品搜集、整理、校勘和研究为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

础ꎬ但是应该看到ꎬ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ꎬ如对西南联

大不同文学体裁的研究ꎬ包括西南联大的诗歌、西南联大的散文、西南联大的文

学评论、西南联大的戏剧等ꎬ系统揭示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发生发展和互动关

系ꎬ总结西南联大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重要价值和特殊地位ꎬ
对于帮助全社会了解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基本思想和整体风貌ꎬ拓展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此外ꎬ以跨学科的方式ꎬ诸如文学人

类学、知识考古学等新的理论和方法对西南联大文学作品进行研究ꎬ将会为西南

联大文学作品研究视野、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ꎬ在西南联大文学

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上显现出方法论的意义ꎮ
第四ꎬ亟需构建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信息化平台ꎮ 文学史家认为ꎬ文学研究

的第一步就是广泛搜集和详细考察文学历史发展的相关资料ꎮ 但是由于西南联

大文学作品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来源广泛ꎬ呈碎片化存在ꎬ目前由北京大学图书

馆牵头建设的西南联大史料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ｌｏｃａｌｓｅｖ. ｌｉｂ.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 ｌｉａｎｄａ /
ｈｏｍｅ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无法提供相关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文献和研究资料ꎬ这就使得

构建西南联大文学作品全文数据库成为学界的重要任务ꎮ 在数字人文时代ꎬ按
照不同的文体将西南联大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分级ꎬ建立抽象的概念化模型ꎬ构
建用于存储、查询和编辑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全文数据库ꎬ最终形成西南联大文

学作品全文数据库的信息化平台ꎬ为西南联大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创

新性、高质量的网络信息化资源ꎮ

注释:
〔１〕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４ 日ꎬ冯友兰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ꎬ内有“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

精神ꎬ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ꎬ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ꎬ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ꎮ 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

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ꎬ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８４ 页ꎮ
〔２〕〔３３〕〔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ꎬ饶佳荣译ꎬ北京:九州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２３ 页ꎮ

〔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 １ ~ ６ 卷)ꎬ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４〕西南联大«除夕副刊»编:«联大八年»ꎬ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ꎬ１９４６ 年ꎮ

〔５〕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６ 年的北大、清华、南开»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ꎮ

〔６〕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ꎮ
〔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ꎮ
〔８〕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ꎬ北京:中

国文史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ꎮ
〔９〕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ꎬ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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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 ７０ 周年纪念文集»ꎬ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１１〕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昆明校友会、云南师范大学合编:«云南文

史资料选辑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第三十四辑)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ꎮ
〔１２〕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编:«西南联大在蒙自»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ꎮ
〔１３〕陈明章主编:«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ꎬ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ꎬ１９８１ 年ꎮ
〔１４〕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１ 年ꎮ
〔１５〕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ꎮ
〔１６〕王文俊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ꎮ
〔１７〕闻一多:«闻一多全集»ꎬ上海:开明书店ꎬ１９４８ 年ꎮ
〔１８〕〔４７〕杜运燮、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ꎬ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５９６ －５９７ 页ꎮ
〔１９〕李光荣选编:«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２０〕布小继主编:«云南抗战文学作品选读»ꎬ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ꎮ
〔２１〕杨立德:«西南联大教育史»ꎬ成都:成都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ꎮ
〔２２〕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２３〕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ꎮ
〔２４〕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ꎮ
〔２５〕封海清:«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ꎮ
〔２６〕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ꎬ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２７〕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２８〕谢慧:«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２９〕谢慧:«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ꎬ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３０〕洪德铭:«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上、下)ꎬ«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３１〕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ꎬ«历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ꎮ
〔３２〕杨绍军:«西南联大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ꎬ«学术探索»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ꎮ
〔３４〕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ꎬ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３５〕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景中的文学活动»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ꎮ
〔３６〕杨绍军:«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外来影响»ꎬ北京:作家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３７〕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１ 年ꎮ
〔３８〕李光荣:«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４ 年ꎮ
〔３９〕李光荣:«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４０〕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４１〕余斌:«西南联大ꎬ昆明天上永远的云»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ꎮ
〔４２〕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４３〕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ꎬ«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ꎮ
〔４４〕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ꎬ«文艺争鸣»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ꎮ
〔４５〕邓招华:«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ꎬ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９ 年ꎮ
〔４６〕〔４８〕邓招华:«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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