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南渡北归》的读
者对岳南说，他们最先惊
讶的不是书中描述的艰难
与纷乱，而是感慨那个时
代的大师之多。关于这个
问题，岳南在书中传递了
这样一个信息：就中国而
言，历史上大师云集的时
代共发生过两次。一是春
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子
百家；二是清末民初，也就
是书中描述的那些人物出
生与成长的年代。

岳南说，如果对春秋
战国与晚清民国这两个
大时代加以分析，便不难
发现，大师的产生需有两
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
生活与文化氛围的宽松
自由，即陈寅恪先生所倡
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正是以这样的
精神支柱为依托，才有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老少
两辈交相辉映的局面，才
有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
西南联大学子日后斩获
诺贝尔奖的实力，才有了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
年”的大学教育发展的神
速与成果。

如今，很多人都在感
叹，现在已经没有大师
了。而在岳南看来，大师
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
传承的，只是我们的传承
断裂了。另外，那一代知
识分子是有理想有追求
的，即便当年那么贫困，他
们也不曾放弃。

费孝通这样评价曾在
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
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
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

“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志”
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
的“志”。这个“志”，按费
孝通的解释，第一是爱国，
第二就是视学术为生命。
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
共同之处。而现在又有多
少有这样想法的学者呢？

用费孝通的话说，“现
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
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
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
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
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
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物质代替了精神，这
应该是现在没有大家都认
可的大师的原因。

为什么现在没有大师了？
那是因为“物质代替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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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舞阳县供电公司各党
支部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这是该公
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开
展系列党建活动的缩影，通过开展

活动，激励全体党员铭记党的历史，
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
铸牢永远跟党走思想基础。

舞阳县供电公司深入推进

“旗帜领航·三年登高”计划，实施
“党建+”工程，推动工作谋划在
前、创新创效引领在前、关键时刻
冲锋在前，持续提高党的建设质

量。用好“学习强国”平台，不断
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政治站
位和党性修养；在实际工作中锤
炼党性，比作风、比技能、比业绩，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扎实推进公司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提高“党建+”
工程实效。① 薛俊峰 胡海洋

舞阳县供电公司：党建引领助推本质提升

很多人认识岳南，是从
他的考古报告文学作品《风
雪定陵》开始的，而真正奠定
其江湖地位的作品，则是他
耗费八年心血创作的《南渡
北归》。《南渡北归》是首部全
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
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
著。整部作品时间跨度近一
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20
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
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
维、梁启超、梅贻琦等。

“这部作品已出版八个
年头了，目前发行量已超过

一百万套。《亚洲周刊》把这
部作品评为2011年全球华
文非虚构类十大好书冠军。”
岳南说。

在聚焦这群特殊时代的
知识分子命运之前，岳南先
后出版了《风雪定陵》《万事
法门》等 11 部考古文学作
品。一向擅长考古写作的岳
南，又是如何转型，开始关注
这批知识分子命运的呢？用
岳南的话说，缘起还是考古。

2003年，他到四川考古
研究所采访三星堆文物发
现、发掘的事。因之前写过

的《风雪定陵》等纪实类著
作，参考的文章和采访的考
古学家，都会不时提到李庄，
所以结束后，决定到宜宾市
李庄镇看看。“在这里，我看
到了当年流亡于此地的中国
营造学社旧址及梁思成、林
徽因一家居住的地方；还有
同济大学师生居住的几处庙
宇楼舍等。”岳南说，听当地
乡亲讲述大师的往事，在大
震撼的同时，决定写一部书
作为纪念，这便是《南渡北
归》先声之作——《李庄往
事》问世的经过。

因创作考古文学结缘李庄，继而开始关注那一批知识分子

著名作家岳南：
大师并未走远 依然伸手可及

▶早在读书期间，他就出版了《风雪定陵》，此后关于考古的一系列图书陆续面
世，深受读者喜爱。后来，他笔锋一转，聚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李庄
往事：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纪实》等一系列佳作出版，轰动一时。说到这
里，大家肯定知道，他就是岳南(如图）。日前，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岳南来到郑
州，分享新作《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背后的故事。其间，他接受了
记者的专访。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袁晓强/图

出生于1962年的岳
南，是山东诸城人，与作家
王愿坚、臧克家是同乡。

1979年高中毕业后，
岳南没有考上大学，作为
农村娃，他只能回家种
地。1981年底，他报名参
军，于三年后进入军校学
习。后来，调到了山东武
警总队宣传处，成为一名
报道员，从此走上了写作
之路。岳南记得很清楚，
1985 年 8月 1日，《武警
报》发表了他的散文《我与
祖国》。这也是他的处女
作。

1994年，岳南就读于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
生班。当时，他曾先后师
从王愿坚、童庆炳等教授，
亦成为莫言的师弟，在读
书期间也多次向莫言请
教。之后不久便创作了影
响颇大的《风雪定陵》，这
也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不
承想，《风雪定陵》一经出

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至
今畅销不衰。

从岳南首次尝试创作
开始，迄今已有20多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岳
南著有考古、历史题材纪
实文学作品《复活的军团》
《千古学案》等十一部作
品。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考
古作品，让他开始关注民
国时期这一批大师。先有
《李庄往事》（现在改名为
《那时的先生》），又写出了
《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
不断扩充，继而写成了百
余万言的《南渡北归》。用
岳南的话讲，从历史考古
到纪实文学，真是冥冥之
中自有天意。

“20多年来，我写了
20本书。这个数字不少
也不多，至于它们的艺术
水准乃至在文学长廊中的
地位，那就交给历史来检
验吧！”岳南说。

从历史考古到纪实文学
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2011年，岳南到台湾新
竹清华大学担任驻校作家，
开始筹备新书《大学与大师：
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本来
就对梅贻琦充满敬佩的岳
南，得以在新竹清华大学里
搜集更多关于梅贻琦的史
料。“那段日子，除了讲课，我
把精力都花在这本书上。”岳
南说。无论是这本书，还是
《南渡北归》，都是岳南耗费
多年心血的力作。

写《南渡北归》时，他多
次奔赴湖南、云南等地采访，
遇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岳南
就徒步前进。奔赴多地采

访，多年才能创作一本书，为
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岳南
说，他一直被这些大师的风
骨和情怀所感动，甚至“爱”
这些大师。相对于这些大师
在战争年代的困难，他的困
难不值一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后，国立
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
立南开大学就走上了“南渡”
之路。后来，继续南下到昆
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
在烽火连天的年代，保存了抗
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
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岳南

看来，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一
个民族只要有文化在，就会复
兴。那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
代，产生了像杨振宁、李政道
等诺奖获得者，以及后来“两
弹一星”的诸多功勋人物。这
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的产生，和
梅贻琦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
关系。这也是岳南对梅贻琦
敬仰有加并要单独成书的初
衷。

“民国已成为过去时，但
像梅贻琦、傅斯年、胡适、陈
寅恪等大师级人物，并未从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走远，仍
然感到伸手可及。”岳南说。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在就会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