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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位于黄海之滨、青岛湾畔、八关山下的中国海洋大学校园，即海大园，是中国高等学府十大名园之一
，它以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和旖旎的风光闻名于世。
当我们漫步在海大园内，会时时处处感受到它所独有的山的气质和海的神韵、相映成辉的自然景观与
人文景观。
在其他高校，人们往往是在建筑中寻找绿色，而在海大园里，你只能在绿色中寻找建筑。
在季节的舞台上，这里有春天绚烂奔放的樱花，夏日清凉舒爽的海风，秋季金黄名贵的白果，冬令青
绿苍翠的松柏。
掩映在鲜花与苍翠之间的是依山设计、布局工整、灰砖红瓦、格调协调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
站在八关山巅，俯瞰海大园，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独特魅力。
青岛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人杰地灵的海大园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丰盈的文化内涵。
如今，以天游园康有为故居为龙头，在八关山周围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化名人故居区，这是一条弥足珍
贵的人文链，清晰地显现百年青岛的文化命脉。
而正是海大园薪火相传的各个历史时期——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
、山东海洋学院和青岛海洋大学等，成为青岛文化命脉不可或缺的环节。
文脉就像一条文化链，承续着过去，也连接着未来，每一个文化繁荣的季节，都是这根链条上一个相
对固定的环节。
中国海洋大学在八十余载的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人文辉煌，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杨振声、赵太侔
两位校长采取“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广聘名师。
他们当中，既有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王统照、游国恩、吴伯箫、洪深等众多光
耀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教育界的名家大师，也有王淦昌、童第周、汤腾汉等著名的科学家，可谓是名人
荟萃，群星璀璨。
他们在这里任教、讲学或创作，从而使学校蜚声学界，形成了海大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文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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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成铿锵足音、文学守望、作家屐痕和再铸辉煌等四个部分，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其历史地位进
行编排。
铿锵足音，主要介绍在海大工作时间较长或者对青岛文学贡献较大的一些作家，如杨振声、王统照、
闻一多、梁实秋、臧克家、吴伯箫、冯沅君、沈从文、老舍、洪深、萧军等；文学守望，主要介绍一
些在海大园步入文坛，后来成为文学名家的一些作家，或在海大园主要从事教育的知名作家。
如宋春舫、蔡天心、徐中玉、方令孺、孙大雨、王林、臧云远、高兰、成仿吾等；作家屐痕，主要介
绍一些游学于海大园，短时间逗留的作家。
如巴金、胡适、卞之琳、石评梅、苏雪林、杨朔、郁达夫、叶公超、张天翼、李季、艾芜和雷加等；
再铸辉煌，主要介绍王蒙先生加盟海大以来的各位作家和文学史家。
     对于每一位文学家，以他们的一生作为参照，以文学的笔法，评传的形式进行撰写，重点反映他们
在校期间以文学创作为主的文化活动，以期揭示出他们与海大园的渊源关系和对海大人文发展所作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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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洪勋，山东莱州人。
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副研究馆员。
致力于中国海洋大学校史和青岛文化研究，出版专著《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
有多篇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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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闻一多先生的挚友、美学家朱自清认为，闻一多的一生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和民主战士。
这三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或隐或现。
从1925年到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的1930年，是他的诗人时期。
一首回肠荡气的浪漫主义诗歌《奇迹》，结束了他的诗人生涯，并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青岛是他诗人与学者生涯的分水岭。
在青岛，他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
闻一多学术研究起步于唐诗，在唐诗研究中，他又是以杜甫研究作为门径的。
他说要了解杜甫诗需要理解整个唐诗，要理解唐诗，需要了解唐诗需要先了然唐代诗人的生平。
基于这种研究思路，闻一多按部就班地开展了《全唐诗》的研究工作。
闻一多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开始杜甫的研究工作，原因是“杜甫是诗中之圣”。
在评论作家时，闻一多主张人格与诗才并重；而杜甫这位千百年来享有盛名的诗人，使他倾倒，那许
多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诗篇，那许多博大瑰伟而谨严、深刻、观察入微的诗篇，使他“不能忘记”。
杜甫是他下力气最大，著述最多的一个诗人。
武大期间，闻一多研究成果有两项，一项是在1928年8月出版的《新月》第1卷第6号上，闻一多发表了
传记散文《杜甫》未完稿，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杜甫的肖像，写出了他个人想象中的“诗圣”，这是他
研究唐诗的牛刀初试。
闻一多的第二项成果是《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在这项研究中，闻一多采取了考证与校订的研究方法，对杜甫的身世、生平、作品以及和杜甫有关的
各种材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深入细致的考证工作。
《杜少陵年谱会笺》分4次刊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时间分别是1930年4月，第一卷第一期
；1930年7月，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10月，第一卷第三期；1931年1月，第一卷第四期。
这是闻一多献给“诗圣”的礼品。
“差不多杜甫每一首诗，他都给考订了著作的年月”（朱湘《闻一多与（死水）》）。
在《杜少陵年谱会笺》中，闻一多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而且注意辑人了当时音乐、
绘画、宗教、文献等史料，把杜甫及其文学创作放至一个大的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是对传统年谱的
一个创新。
他采用“据诗以证事”的方法，以传主有时间、地点可考的诗作来印证他的行踪，同时在考据中杂以
论析和“疏通篇旨”，尽量做到有理有据，周密翔实，无懈可击。
此文一出，即刻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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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学家与海大园》一书的创作，是我所进行的青岛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始于2004年，迄今
已有五年的时间。
2004年的金秋十月，中国海洋大学成功举办了建校80周年的校庆，校庆期间，我参与了学校校庆馆的
筹建工作，承担了历史部分提纲与脚本的撰写，在对校史的梳理中，我惊讶地发现有众多的文学家曾
在我校的不同历史时期任职、任教或求学，他们在校期间的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
部分和青岛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萌生了为这个文学家群体立传的想法。
在创作中，我以中国文学史和青岛文学史为参照，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在校期间以文学创作
为主的主要文化活动的概貌，也是对我校这一人文现象的一次总结。
希望《文学家与海大园》一书的出版，能成为对广大师生进行爱国荣校教育的生动教材，成为社会了
解海大的一个窗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阅读了他们的传记性材料，同时尽量搜集他们在校期间的活动资料，通过采访
、查阅档案和青岛文史资料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光手抄本、复印资料就有20余本。
随着资料的日积月累，本书的内容也不断充实与完善。
书稿完成后，又经过6次大的修改。
由于这个文学家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学校的时间以及在校期间的文学成绩有所区别，基于
这种考虑，在体例上将他们分成铿锵足音、文学守望、作家屐痕和再铸辉煌等四个部分，以时间为线
索，结合其历史地位进行编排。
铿锵足音，主要介绍在海大工作时间较长或者对青岛文学贡献较大的一些作家，如杨振声、王统照、
闻一多、梁实秋、臧克家、吴伯箫、冯沅君、沈从文、老舍、洪深、萧军等；文学守望，主要介绍一
些在海大园步入文坛，后来成为文学名家的一些作家，或在海大园主要从事教育的知名作家。
如宋春舫、蔡天心、徐中玉、方令孺、孙大雨、王林、臧云远、高兰、成仿吾等；作家屐痕，主要介
绍一些游学于海大园，短时间逗留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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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家与海大园》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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