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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成就卓越  教育创造未来

不一定要和他方向一致，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研究方面遇到不

懂问题，可以直接向他请教，也可以去请教其他的老师。后来

我的学生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就效仿我的老师，引导学生

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这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育人精神

十分相合：只要遵循基本学术规范，老师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

王峰毕业后来到华东师大，除了做进一步的学术训练，也

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团体——丽娃学术沙龙。王峰回忆说：

“在沙龙里，大家都非常坦诚地进行学术交流。我觉得那十年

对我的学术成长非常关键。它使得我从一个年轻研究者走向成

熟的研究者。华东师大给了我一个宝贵而健康的学术氛围。”

2021 年 8 月，陈子善的新书《不为人知的张爱玲》正式印

刷出版。除了张爱玲，陈子善在周作人、台静农、叶灵凤等现

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都做出过重要贡献。陈子

善说：“从注释鲁迅全集开始，我之后所走的学术路线就确定

了。张爱玲是认真读过鲁迅文章的，且与我们关注的角度不同。

我作为上海人，自然而然地想要对前辈作家进行研究。”

2021 年 6 月，由王峰组织策划的“文学计算工作坊”顺利

召开。文学与计算机，这是跨学科的创新课题。曾经做过计算

机工程师的王峰兴致勃勃：“人工智能问题本不属于人文领域，

但我想把人工智能和人文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人工智能与艺术、

与美学。我正在考虑把文学作品与机器学习结合起来，做一个

实在的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实践阶段。希望三年以后能做出有

趣的成果。”

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宽容的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下，两位

老师都在积极地进行学术研究。当谈到学术研究有所进展时，

他们都用了同一个词——“兴奋”。陈子善表示他现在有什么

困惑，就想通过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解决得不圆满，即

使提供一个解决方法会有很多人批评，但是没关系，提出问题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王峰说得更加明了：“晚上有的时候想到

一点，就兴奋得睡不着觉，看到一个新的文献，解决一个新的

难题，它可能不能给你带来一分钱，但真的很快乐 !”

三代学者起承相继

夏末初秋的天，正午的阳光依然热烈。高大的梧桐树在校

园主干道投下斑驳的树荫，刚参加完开学典礼的新生们三三两

两地从中走过。修葺一新的校史馆在绿荫下露出朱红色的外墙，

余伟民正驻足停歇，我们索性边走边聊。因为孟钟捷一直在北

京学习，所以对这两位“70 后”是分别采访的。

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是建校时首批设置的系科之一。余伟民，

1951 年出生，1978 年春季入学。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

生，也是与华东师大同岁的“70 后”。谈起治学传承，余伟民

认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从创立至今，大概可以分为三

代学者。第一代即 1951 年华东师大建校时的教师队伍；第二代

是给余伟民上课的老师们；第三代大致从余伟民那一届留校任

教开始，一直到孟钟捷那一届。

余伟民谈到，华东师大 70 后青年教师的起步大都是从本科

阶段的基地班开始。1995 年，华东师大历史系入选教育部首批

文科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成立基地班。从基地班出来的学生经

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会陆续补充到历史学系的教师队伍中。“现

在 70 后的青年教师已经撑起了历史学系的大梁，等到他们培养

的学生再进入到教师队伍中，那又是新的一代。”

从基地班毕业的孟钟捷回忆了一些小细节，包括跟着导师

讨论，撰写读书笔记、学术综述、小论文等环节。那时历史学

系的老先生们，如陈崇武、虞宝棠、刘学照、王斯德等还在上

名著讲读课。中青年教师如郑寅达、余伟民也在教授必修课。

“基地班的训练是循序渐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家范老

师在我们这届上了他最后一次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史》（下）。

他花了大半学期在讲《贞观政要》，明清时期几乎一节课带过。

但这种看似不符合教学规范的课程给我们的印象却极深，因为

大学学习的重要收获是思维和方法，而不是内容。”

历史学系创建初期就汇聚了吕思勉、吴泽、李平心、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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