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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
明教授在線上直播中談論了
柏楊雜文的文化意義。陳曉
明將柏楊的雜文批評定位為
世俗批評，以區別於知識分
子批評。他認為，柏楊不是
在民族國家這個層面上來行
使文化批判，他是在一個世
俗社會，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世界、老百姓日常生活關係
的體系當中來行使他的文化
批判。
柏楊的雜文主題有幾個方面，首先是傳統的正義、

正直、良善，所以他把所有非正義的、偽劣的、醜惡
的、醜陋的文化都予以堅決的斥責，因此他把它稱之
為「醬缸文化」。在柏楊看來，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
源自於人性之劣根。他是一個泛人性論者，他的《醜
陋的中國人》的批評就是要找到文化與人性的病根，
他這個主題延續了魯迅改造國民性的主題。
柏楊的「要做一個現代文明人」的理念並沒有明確

的思想綱領，是他的一種很直接的生活經驗，他的世
俗批評的特點也是在這裡體現。柏楊既是典型的中國
傳統民間的知識分子，他又是具有現代水準的世俗平
民知識分子，柏楊是從他的直接經驗出發，從日常生
活的事項出發，他看到文化深層次的病症，只有診治
這些病症，只有使人性的本性塑造好，才能使中國文
明真正具有現代的水準。
正因為如此，柏楊看重日常生活的事實，他總是於

細微處見精神，正是人們的行
為舉止、道德品行、性格胸
懷、態度趣味等等決定一個民
族的文明程度，決定一種文化
的價值取向，迄今為止沒有人
像柏楊那樣終其一生孜孜不倦
地觀察社會現實，對當下現實
隨時隨地發言，他既是在掃除
那些陳規陋習，也是在開創市
民社會新的生活空間。

紀念作家紀念作家柏柏楊楊百年誕辰百年誕辰

文學界追憶文學界追憶：：具現代水平的知識分子具現代水平的知識分子

在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在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歷歷
史學博士李凱看來史學博士李凱看來，「，「但凡社但凡社
會大發展會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大繁榮的時期，，一一
定會有劇烈的問題定會有劇烈的問題，，這就是變這就是變
革期革期。。而如何使得這樣的問題而如何使得這樣的問題
最小化最小化，，把當時社會穩定下把當時社會穩定下
來來，，給人民帶來千秋萬代的福給人民帶來千秋萬代的福
祉祉，，是我們不斷探索的問題是我們不斷探索的問題，，
也是千秋萬代永恒的話題也是千秋萬代永恒的話題。。柏柏
楊先生的白話楊先生的白話《《柏楊版資治通柏楊版資治通
鑒鑒》》就不得不說就不得不說。」。」
今天來看今天來看，《，《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寫作的寫作，，事實事實

上也是滿足當時統治者的需要上也是滿足當時統治者的需要，，是是 「「事為事為
之防之防，，曲為之制曲為之制」」 ，，防微杜漸精神的一種防微杜漸精神的一種
反映反映。。而更重要的是而更重要的是，《，《資治通鑒資治通鑒》》之所以之所以
有受眾有受眾，，也是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宋代歷史學也是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宋代歷史學
家的才華家的才華、、水準有着密切聯繫水準有着密切聯繫。。
司馬光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卷帙浩繁卷帙浩繁，，就是就是

今天看今天看，，它還有三百萬字它還有三百萬字。。司馬光同時代有司馬光同時代有
一個人叫王益柔一個人叫王益柔，，司馬光親自說司馬光親自說，，我只見過我只見過
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其他人拿到這部書懨其他人拿到這部書懨
懨欲睡懨欲睡，，看不下去看不下去。。
今天如何讓今天如何讓《《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繼續發揮作用繼續發揮作用

呢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許多古書翻譯成白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許多古書翻譯成白
話文的時期話文的時期，，這個時間段出現很多白話這個時間段出現很多白話《《資資

治通鑒治通鑒》，》，但到今天還但到今天還
風行不絕風行不絕，，當屬柏楊先當屬柏楊先
生的白話生的白話《《資治通資治通
鑒鑒》。》。司馬光用十五年司馬光用十五年
寫就寫就《《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而而
柏楊翻譯就用了十年柏楊翻譯就用了十年，，
柏楊想讓中國文化光輝柏楊想讓中國文化光輝
大放異彩大放異彩。。
在李凱看來在李凱看來，，柏楊柏楊
並不是歷史學家出身並不是歷史學家出身，，
他是作家他是作家，，是文學家是文學家，，

也是思想家也是思想家。。對歷史的理解跟他的知識結對歷史的理解跟他的知識結
構構、、人生處境有密切的聯繫人生處境有密切的聯繫。。柏楊先生的處柏楊先生的處
境其實不樂觀境其實不樂觀，，司馬光的處境又何嘗樂觀司馬光的處境又何嘗樂觀？？
在逆境之中在逆境之中，，他想以中國積極向上的文化來他想以中國積極向上的文化來
鼓勵自己鼓勵自己，，讓中國人活得更有尊嚴讓中國人活得更有尊嚴、、更有幸更有幸
福感福感，，事實上司馬光也是事實上司馬光也是，，還有我們講錢穆還有我們講錢穆
先生的概括先生的概括「「明儒道以尊孔明儒道以尊孔，，撥亂世以返撥亂世以返
治治」。」。司馬光就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執政司馬光就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執政
者明白別再做錯事者明白別再做錯事，，別帶來傷民害民之舉別帶來傷民害民之舉。。
當然當然，，他有他的弊病他有他的弊病，，這個弊病柏楊先生也這個弊病柏楊先生也
進行了批評進行了批評，，司馬光不是都說得對司馬光不是都說得對，，也有他也有他
的問題的問題。。柏楊先生是思想家柏楊先生是思想家，，他也不是嚴格他也不是嚴格
的歷史學家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思維維度給讀者提供但是他的思維維度給讀者提供
了一定的思考方向了一定的思考方向。。

今年是著名作家柏楊的百年誕辰，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人民文學出版社方面獲悉，

為紀念這位在華人讀者中擁有廣泛影響力

的作家，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各方嘉賓，

舉辦一系列網絡直播活動，從多個方面給

讀者介紹柏楊的生平和文化成就。其中，

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周明講述「我與

柏楊二三事」，分享他與柏楊先生二十多

年的友誼；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

授談「柏楊雜文的文化意義」；北京師範

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凱就《柏楊版資治通

鑒》的出版，與司馬光、柏楊進行一次

「跨越千年、百年和當代的對話」，以史

為鑒，講述讀歷史對當代人的啟示和作

用。另外，柏楊夫人張香華也專門錄製了

一段小視頻，講述柏楊先生的小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柏楊是被兩岸三地熟知的著名作家，他1920年出
生於河南，1949年後前往台灣，畢業於台灣東

北大學政治系，曾任《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
授，後因觸怒台灣當局入獄近十年。他的言論和書籍
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廣泛爭議，代表作有《中國人史
綱》等。2008年4月29日，柏楊因肺炎呼吸衰竭於
台北病逝，享年88歲。2010年9月，柏楊遺骨安葬
於故鄉河南新鄭。

柏楊夫人張香華在視頻
中表示，感謝參與錄影的
專家學者能夠從不同角度
來談柏楊的寫作，「我比
較適合從與柏楊一同生活
三十年、在他身邊陪他寫
作談起，我所觀察到的，
不見得是別人所熟知的。
在柏楊的書房上，寫了一
個號碼297，那是他在牢
中的編號，把寫作的書房
命名為『297』，意味着
他把寫作當成是一種苦
修。」

張香華張香華：：
柏楊將寫作當苦修柏楊將寫作當苦修

2006年，柏楊把他的文物文獻資
料（一共56項、11,745件）捐贈給
中國現代文學館，當時在海峽兩岸
產生廣泛影響。中國現代文學館原
副館長周明參與並見證了整個捐贈
過程。
周明回憶指，張香華和他通電話
時說，柏楊先生今年身體狀況不太
好，已經幾進幾出醫院，甚至還報
過病危，已在考慮身後事。於是，
周明建議若能把柏楊先生的東西捐
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一部分的話，絕
對是一件大好事。接下來，周明便
安排張香華到現代文學館參觀。張
香華表示，她回去後跟柏楊介紹了
文學館的情況和她的感受，說：
「現代文學館是新開的一個館，硬
件設備，如溫濕度控制系統都非常
新穎，值得信任，又有國家的全力
支持，館藏與研究推廣條件符合國
際水準。」柏楊先生聽了以後很高
興，告訴她說：「那就決定把這些
東西捐給現代文學館吧。」
柏楊這個決定一經公開報道，有
反對者，也有贊成者。贊成者認
為，柏楊先生這是一個壯舉，把東
西交給大陸，絕對有意義，反對者
則認為，他在台灣生活幾十年，怎
麼可以不留給台灣，甚至有些惡言
惡語。但柏楊先生卻堅持：「我是
經過深思熟慮的，不是隨意的，管
他們說好說壞，甚至罵我，我也堅
定不移。」
在捐贈儀式上，柏楊用洪亮的聲

音說：「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都
使用的是華文，都是中國人。」
而柏楊骨灰安葬在河南新鄭的做

法則是「臨時決定的」。2008年柏
楊過身，周明於5月17日到台東參
加撒放柏楊骨灰活動。在大風大浪
中，把柏楊先生的骨灰撒放在他曾
經服刑十年的綠島和台東中間的海
域。突然周明想起了柏楊的一個題
詞，叫做「重回大陸真好！」。
「我想要不要帶他一包骨灰回大
陸，真正做到葉落歸根！柏楊先生
是河南人，如果帶回骨灰，在河南
安排一個陵園，這不是好事嗎？」
周明將這一想法告訴張香華女

士，並與柏楊的兒女商量之後，他
們都同意了。並讓其在西安的女兒
毛毛（崔渝生）帶一包骨灰先回
去。後經過河南省作協副主席鄭彥
英的幫助，找到了位於鄭州新鄭的
福壽園。福壽園河南分公司老總吳
正宗聽說是安放柏楊先生的骨灰，
立刻說：「我免費，不但免費提供
幾分地，而且還給他再鑄造一座
像。」
就這樣，在柏楊的老家河南，留

下了這樣一個陵園，是一個永久的
紀念。「柏楊一生筆耕不輟，成績
卓越，以他十年小說，十年雜文，
十年專欄，十年著史，十年牢獄的
辛勤勞作，寫下了近兩千萬字的皇
皇巨著。哲人雖去，著作永存，他
的文學精神也會永遠流傳下去。」
周明感慨道。

周明周明憶憶柏楊柏楊：：
手稿手稿、、骨灰重回大陸骨灰重回大陸

陳曉明陳曉明談柏楊談柏楊：：
用文學掃除社會的陳規陋習用文學掃除社會的陳規陋習

李凱李凱：：
柏楊以中國文化鼓勵自己柏楊以中國文化鼓勵自己

■■柏楊曾為周明題詞柏楊曾為周明題詞。。

■■周明周明（（右右））與柏楊合影與柏楊合影。。

■■李凱李凱

■■柏楊將寫作的書房柏楊將寫作的書房
命名為命名為「「297297」。」。

■■《《柏楊版資治通鑒柏楊版資治通鑒》》

■■柏楊塑像在鄭州市河南柏楊塑像在鄭州市河南
福壽園陵園揭幕福壽園陵園揭幕。。 新華社新華社

■■張香華在柏楊骨張香華在柏楊骨
灰安葬儀式上展示灰安葬儀式上展示
他的手書他的手書「「重回大重回大
陸真好陸真好」。」。 新華社新華社

■■20182018年是作家柏楊逝世年是作家柏楊逝世1010周年周年，，台北舉行台北舉行
「「十年回首憶柏楊十年回首憶柏楊」」紀念特展紀念特展。。 中央社中央社

■■陳曉明陳曉明
■■柏楊在華人讀者中擁有廣泛影響力柏楊在華人讀者中擁有廣泛影響力。。

■■《《醜陋的中國人醜陋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