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光”迎来转折
蒋孔阳1923年出生于四川万县

（今重庆万州区），中学时期开始接
触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
1940年暑假，还是合川“国立第二中
学”学生的蒋孔阳，徒步500多公里
去看望在成都读书的大哥。蒋孔阳
说，他当时穿一条短裤、挎一个布
包、戴一顶草帽，走了二十多天。哥
哥蒋术亮见到他通身晒得黝黑、瘦
削不堪，便问他是怎么走来的，蒋孔
阳回答一路上或投宿农家，或借住
破庙，啃的是干粮，喝的是山泉。二
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饱览巴蜀风光
的经历，蒋孔阳说当时所见的群山
万壑、松涛鸟鸣、农舍田园启发了他
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影响深远。

1941年，蒋孔阳考取重庆的“中
央政治大学”经济系，但他不喜欢学
校的政治氛围，也对经济系的课提
不起兴趣。他一有空就扎进图书馆
阅读文史哲著作，朱光潜的《文艺心
理学》成了他学习美学的启蒙。当
时，蒋孔阳常去重庆北碚找好友余
开祥玩，觉得余开祥入读的复旦大
学民主气氛浓厚，他一度也想转学，
后因种种原因未果。大学毕业后，
蒋孔阳被分配进银行工作，工作地
点从芜湖到镇江，工资丰厚，但他始
终觉得这个“金饭碗”不合心意。

1948年，当时在复旦政治系任
教的著名学者林同济筹办海光图书
馆。林同济在重庆时就认识弟弟林

同奇的朋友蒋孔阳，对他写的文史
哲文章也很赏识，于是便向蒋孔阳
发出到上海担任海光图书馆文学编
译的工作邀请。当年6月，海光图书
馆在番禺路209弄16号开馆。林同
济希望把海光图书馆办成一个有关
中西文化的研究性图书馆，蒋孔阳
的工作需要用英文翻译、写文章。
在林同济指导下，蒋孔阳读了不少
西方文学名著，创办《海光书讯》杂
志，翻译了《巴尔扎克评传》，学术素
养和外语水平大为提高。1949年之
后，蒋孔阳翻译了库尼兹的《从文艺
看苏联》，他把能够看到的苏联小说
几乎都找来读了，还在多家知名报
刊上发表评论文章。蒋孔阳说这是
他踏入文艺理论工作的第一步。

也是在海光，蒋孔阳与相恋多
年的濮之珍喜结连理。1948年12
月25日晚，他们在海光图书馆举行
西式婚礼，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和
大花园上都是亲友。濮之珍后来回
忆说：“大厅里都是人，大部分是同
学，连同亲戚足足有近100人……”

美学思想自成体系
1951年11月，蒋孔阳应聘到复

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文艺理论方面
的教学工作，1961年改教西方美学
和美学。因为历史原因，他在改革
开放后才迎来了学术巅峰，陆续出
版了《德国古典美学》《近代美学史
评述》等作品。

蒋孔阳热爱读书、写作，他在

《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写
作》一文中曾这样写道：“科学家离
不开实验室，作家和社会科学家离
不开纸和笔。我作为一个学习美学
的人，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不能不写
作。通过写作，我发掘和锻炼我的思
想，整理和巩固我研究的成果，回答
现实生活中不断向我提出的问题。”
蒋孔阳的代表作《美学新论》开

始构想于1978年，动笔于1983年，
完稿于1992年，可谓“十年磨一
剑”。该书共分六编，涉及到从我国
先秦和西方古希腊以来美学发展中
的各派代表性意见，包容了中外美
学研究中所关注的许多新论题，是
一部熔古今、汇百家于一炉的美学
百科新著。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
蒋孔阳认为做学问应当做加法：“把
各种不同的意见，加起来，融会贯
通。这样，视野可以不断地开扩，思
路可以不断地开通……我不是利用
它们的长处去打倒旁人的短处，也
不是利用旁人的长处来打倒它们的
短处，而是取长补短，各归其位，共
同构成了我关于美的基本观点，那
就是：美不是单一的、固定的某种实
体，而是一种时空复合的结构，一种
多层累的突创，一种处于不断创造
的开放系统。这样，各种讲法，就可
以并行不悖，抟入到我的美论中
了。”《美学新论》的问世，也标志着
我国当代美学中一个新的派别——
创造论美学的确立。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广告

蒋孔阳与番禺路的交集寻找
蒋孔阳，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著有《德国古典美学》《先秦音乐美学

思想论稿》《美学新论》等，主编《哲学大辞典·美学卷》《辞海·美学分册》
等，论著辑为《蒋孔阳全集》。1948年，蒋孔阳应著名学者林同济之邀到
上海番禺路上的海光图书馆工作，就此走上文艺理论工作、美学研究之
路。在海光图书馆，蒋孔阳与人生伴侣濮之珍举行了盛大婚礼。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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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别墅
地址：番禺路60号

原是建筑师邬达克在
设计哥伦比亚圈时，为自
己设计建造的独立花园住
宅，于1931年建成，是一幢
以西班牙与意大利文艺复
兴风格为主的混合建筑。
建筑面积为1000平方米，
主体建筑系西班牙式，兼
有巴洛克风格，壁炉顶上
的烟囱似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做法，外墙立面简洁明
快，又具有西方现代派建
筑的风格。邬达克当时在
建对他十分重要的慕尔
堂，同期进行的多个工程
令资金出现危机，孙中山之
子孙科伸出援手，使得慕
尔堂得以完成。为表感
谢，邬达克便将自己准备
居住的别墅转让给了孙科。

新华别墅
泛指现新华路211弄

和329弄，由匈牙利籍建
筑大师邬达克规划和设
计，共有29幢风格迥异、
造型别致的异国风情别
墅，于1928—1932年间分
批建成，是曾经的哥伦比
亚圈的精华部分。因竣工
后分别售与外国侨民，因
此又被称作“外国弄堂”。
新华路211弄和329弄首
尾相连，形成一个马蹄形，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交
通，形成前进后出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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