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10月22日，南京大学图书
馆报告厅高朋满座，钱仲联、程千帆、
唐圭璋等著名学者和300多位南京大
学师生，共同见证了一场博士学位论
文答辩。答辩人莫砺锋由此拿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文学博士学
位证书。第二天，消息上了央视《新
闻联播》。

时光流转，2023年5月23日，74
岁的莫砺锋上完了在南京大学教学
生涯的最后一课，正式宣布告别大
学讲台。同年6月2日，莫砺锋又出
现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就“文化传
承发展”发言。2024年，75岁的莫砺
锋在国家图书馆发布了他的新书

《莫砺锋演讲录》，书中收录他在各

地面对大众普及古典诗词时所作的
34篇精彩演讲内容。

莫砺锋身上凝聚着我们国家文
化发展、时代前进的细微痕迹。他走
过的路，奋斗过的历程，对今天的我
们依然有很深的启发意义。在新中
国成立75周年之际，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专访了莫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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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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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说，他的人生第一专业，既不是古代文
学，也不是他曾经考上的外语系，而是在长江下游
地区进行水稻栽培。

2023年 2月 24日，莫砺锋曾应封面新闻之
邀，做客“名人大讲堂”，就“苏东坡的现代意义”进
行演讲。谈到苏东坡在黄州开荒种地时，他说：

“我青年时代曾经在长江下游地区种过水稻，我种
水稻是一把好手，从插秧到割稻，全部都很内行。”

1949年4月，莫砺锋出生于江苏无锡。读书
期间，他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工程师，后因高考
招生暂停，他到江苏省太仓县和安徽省泗县务
农。在江南农村的茅檐底下，他“结识”了李白、杜
甫、苏东坡、辛弃疾等杰出人物，并慢慢喜欢上古
典文学。像《左传选》《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
文观止》这些书，他反复研读，去咀嚼，去体会。而
《孙子兵法》《离骚》他可以从头背到尾。杜诗一共
有1458首，他大概背过其中的800首。

到了1974年，他把自己所能借到的中文书全
部读完了，实在没办法，他就开始读英文书。1977
年，高考恢复，莫砺锋以外语为特长考入安徽大学
英语专业。1979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招收研究生，
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莫砺锋心头一动：“我
在农村背了好几千首诗，也许可以试一试。”果不
其然，他成为了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

莫砺锋特别喜欢苏东坡的《定风波》：莫听穿
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说：“一个普通人，在漫
长的一生中，很难做到全程一帆风顺。东坡的人
生态度，我们可以学习。”

1981年，我国颁布《学位条例》。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名单，南大教授、古典文学名家程千帆成为名
单上的一员。于是，硕士毕业后的莫砺锋，继
续跟着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从1982年初到
1984年10月，两年零十个月，他毕业以后南
大中文系才招收第二个博士生。2019年，江
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针对新中国第一批
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开山大师兄》，作为“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个文学博士”的莫砺锋，成为该
书第一位口述主角。

对于“第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莫砺锋
觉得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这跟他答辩的
时间恰好比较早有关。但是他说，这件事的
意义在于，文科博士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教育
制度走上正轨。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导师，程
千帆为博士生制定了严格的培养计划——从
先秦时期的经典到唐宋大家的别集，为学生
开列10多部必读书，要求学生精心研读后，
撰写一篇达到发表水平的论文。他还邀请周
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先生担任学术助
手，指导学生研读典籍。回忆起当时导师程

千帆教自己的方式，莫砺锋说，“他带我的方
式有一点像手艺人带徒弟。四个老师带我一
个学生。”莫砺锋还记得，程先生主张研读经
典从先秦读起，从《论语》《孟子》《老子》《庄
子》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

在莫砺锋自己的教学生涯中，他尽量传
承程先生教学生的方法、精神，“程先生当年
怎么教我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

莫砺锋是象牙塔里的一流学者，也是走
向大众的“师者”。他既在学术上“进”得去，
又在普及上“出”得来。做古典知识普及，对
于莫砺锋来说，契机也是几个偶然。

2004年他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工作繁
忙，不方便专心写论文，他就写随笔。那年他
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主要是谈古典诗词
跟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出版后反响很
好，好多读者给他写信。这让莫砺锋第一次
觉得，“普及还蛮有意义的。”

第二个机遇发生在2006年，央视《百家
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莫砺锋讲
唐诗。这些演讲内容后来以《莫砺锋说唐诗》
出版，印数达到十万册，反响同样很好。后来
他又到《百家讲坛》讲了白居易，也出了一本
书，同样印了十万本。

这几件事之后，莫砺锋开始将更多的时
间放在普及工作上。尤其是近些年，他经常
去一些高校、图书馆做公益性诗歌讲座，出版
过《漫话东坡》《诗意人生》《唐诗与宋词》《莫

砺锋讲唐诗课》《莫砺锋讲宋诗课》《杜诗选
注》等。如今从南大退休，他直接表明：“我已
经告别学校里的小讲台，更多地走进社会的
大讲台。”

随着普及工作的深入，莫砺锋越来越意
识到，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古代典籍流传至今
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
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启迪和精神滋
养，“精深的纯学术研究固然是我们的使命，
认真负责的普及工作也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
任，两者不可偏废。我们应该关注社会大众
的阅读需求，为社会大众编写有关传统文化
的普及读物，从而将经典名著引入现代社会
的千家万户。”

莫砺锋说，中华诗词中的经典作品无不
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
重身份，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
理想与审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等方
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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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4日，莫砺锋做客“名人大讲堂”，
作了一场名为“苏东坡的现代意义”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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