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您 曾 在 新 加
坡、澳大利亚等地任教，曾任
香港大学校长、台湾“中研院”
院长，对这些地方的学术环境
感受有何不同？

王赓武：每个大学都有不
同的宗旨。新、马的两所大
学重视如何建立一个多元民
族的独立国家；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要了解邻近的亚洲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港大原是

“为中国而立”，又有“全球
化”的理想。21 世纪的新加
坡国立大学正在尽力“全盘
现代化”。

羊城晚报：您认为一所高
校的理想日常状态应该是怎

样的？
王赓武：最理想的大学教

育，学与教应同样重视，教师
认真做研究，教学水平不断提
高；当然也要考虑国家与社会
的利益。至于如何学习，则不
管任何问题，都要求实、准确，
不偏不倚；处理学问者，不要
由政治需要来制定一切。

羊城晚报：您对中西方学
术思路和前景有何观感？

王赓武：学者要有责任
感，学术环境则应该尽量地让
研究人员自由去追求真理，增
强他们的学术作用。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历史
研究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

么？
王赓武：原始史料最重

要，能明白大体背景，才可能
解释清楚。功不在下定论，而
在使得读者看到比较可靠的
知识，能避免误解。

羊城晚报：您认为《史记》
是 一 部 历 史 著 作 或 文 学 著
作？所谓的“二十四史”是否
可作信史来看待？

王赓武：《史记》虽然是历
史著作，但文字之美，一般史
学家达不到。“二十四史”当作
正史，是官方用来帮助后代

“治国平天下”，选用的史料有
目的，要后代王朝的成功，避
免失败。

著名历史学家，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特级教授。祖籍江苏泰州，1930 年生于印
尼泗水。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新加
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毕业。1957 年获伦敦
大学博士学位。

曾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香港大学
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20年，获选为唐奖第4届汉学奖得主。

王赓武先生既是历史学家，
也是文学通人，他的《1800年以来
的中英碰撞》一书，充分注意到英
国史学家阿瑟·韦利研究史学问
题往往通过“揭开中国诗歌的神
秘面纱，将中国诗歌领入英语世
界”，于是成就了他自己的“伟大
的转折点”。

王赓武先生不是一般地引用
文学资料佐证历史，他作为历史学
家真的是非常懂得文学，了解文学
的效能。他分析出韦利对中国文
学的学术开发是“独辟蹊径，与中
国人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和审美的
交流”，说明这位英国学者的这份
文学情感可以“对中国的思想、语

言和艺术产生咒语般魔力”。的
确，文学在历史和历史关系中所起
的作用乃是心灵沟通、审美交流，
它当然不是宏观结构意义上的环
节甚至节点。文学以及艺术从来
不具有历史环节甚至某种节点的
意义，“四面楚歌”的故事充其量只
是烘托当时楚汉决战的气氛，其作
用不过与楚霸王的“虞姬歌”相仿，
实在难以构成那一段大历史的某
种环节。但是，文学艺术可以为它
所承载的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段
历史环节，任何一个历史节点上的
人物、事件、细节注入灵魂，注入生
命的因素，注入血脉和水分，使得
历史免除叙述的干瘪、僵硬和生命
感的空乏。

于是，历史学家王赓武一直
重视文学因素的活性调动与良性
激发，他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优
秀的作家，他的《家园何处是》等
回忆录就是用优美的散文笔法进
行个人叙写的生动的文学篇章。
他非常重视史学叙事中的文学艺
术成分，他所主持的几个重大历
史研究项目中，文学因素的开发
都占据突出的位置。

王赓武先生研究历史时注重
文学，还因为他比其他历史学家
更清楚地知道，特别是他极为擅
长的移民史研究，需要大量引入
语言因素，而与语言因素最近切
的就是文学。王赓武先生是当代
学界华人史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移
民史研究的第一人，他超卓的学
术建树在于他对华人的身份认同
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创造
性探索，而这样的探索都与文学
表现与语言表述密切联系在一
起。历史学家苏基朗在为王著
《天下华人》所作序言中指出：“王
赓武先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海
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所作的系
统性分疏。”他厘清“华侨”及“华
侨圈”两词的含混意义，指出其不
但不适用于海外华人，并且容易
引起非华人的误解。基于对西方
历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他也对英
文“China”“Chinese”“Chinese-
ness”等一系列近代输入中国的概
念，从事历史的剖析，以说明其随
着当代政治经济的变动无常而产
生多元多变的内涵，故此不能简
单地望文生义。他提倡的“海外

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
也已渐为学界所通用。

毫无疑问，“海外赤子”式的
对于祖国认同、亲近的心态对于
海外华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真
实，这种真实需要巨大的历史环
境及其所构成的巨大的历史环节
支撑。但在非“巨大命运”时期，
在仅仅适合于微叙事的时代，人
们一旦习惯过平常的日子，所在
国和居留国的政治经济生态和文
化生态才是切身的，现实的，富有
直接影响力的。这是一种历史的
辩证法的呈示。

阐述历史学家王赓武及其历
史学术与“中国语境”的关系，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以及最富有启发意
义的警示便是海外华人祖国与民
族心态的“巨大”与俗常的领悟。
如果只从文学式的想象切入，一直
伴随着“海外赤子”式的旋律，在大
量小说和诗歌的表现层面理解海
外华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海外华
人复杂的然而又是合理的心理状
态和现实伦理。王赓武先生以他
的等身著作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真
正理解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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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杂技剧《天鹅》 作为
2023年广州艺术季闭幕剧目在广
州大剧院开演。这部戏以主演吴
正丹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叫作羽梦
的杂技剧演员，从懵懂无知的小女
孩，历经挫折和坎坷，克服身体上
的伤痛和心理上的障碍，不断突破
自己，最终成了一只艺术之路上的

“天鹅”，实现了自己的杂技剧之梦
的故事。

在年幼的羽梦心中，《天鹅湖》
中的天鹅公主奥吉塔是一个理想
的完美形象，她高贵、圣洁、自信。
在梦中，奥吉塔将自己的足尖鞋送
给羽梦，成为羽梦前进的动力。在
杂技团里，羽梦和小伙伴们苦练基
本功，下腰、开胯、劈叉循环往复，
枯燥又单一的训练伴随着羽梦的
童年。小羽梦在教练严苛的训练
和小伙伴的陪伴下长大了。当羽
梦和搭档逸飞训练时，羽梦意外受
伤，她陷入了失落和沮丧中。她经

历了伤心、痛苦后终于战胜了自己
的内心，凭借着强大的意志驱散心
魔，再一次振作起来，最终完美演
绎出别具风格的《天鹅湖》。

这部剧借镜像手法来构建人
物主体，用自身与“镜像”中自己
的完整同构，形成了以羽梦为代
表的杂技人对于自身“主体”的

“自我凝视”。
剧中的羽梦一角和剧中的主

演吴正丹又形成了一组镜像。这
部剧聚焦中国杂技演员，再现了

“肩上芭蕾”从无到有、从技到艺的
创作历程。众所周知，吴正丹和魏
葆华正是“肩上芭蕾”的首创者，他
们凭借这一完美技艺，获得了第26
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金小丑”
奖。吴正丹的从艺之路正是剧中
羽梦的人生轨迹。

经历千百次失败，吴正丹的
《东方天鹅》横空出世，艺惊四座，
而剧中羽梦也展翅高飞上演了美

轮美奂的《天鹅湖》。此时，吴正丹
和羽梦二合为一，她在剧中演绎着
羽梦的艺术之路，何尝不是向观众
诠释自己的追梦之路呢。天鹅公
主是羽梦，是吴正丹，也是现实生
活中的每一个追梦人。

《宋太祖》 （顾宏义）

本书不仅细腻地还原了赵匡胤黄
袍加身、雪夜定策、杯酒释兵权等重要
历史现场，更详细梳理其作为一介出
身平平的武夫，在一夕篡权之后，如何
凭借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确立“尚文
抑武”的国策，在南征北战的同时兴文
教、重农商、布宽政、整吏治，不仅使
宋朝免于重蹈唐末至五代武将专权之
覆辙，也为后世三百余年奠定了“华
夏文化登峰造极”的坚实基础。

《原子与灰烬》
（沙希利·浦洛基[美]）

哈佛大学历史系乌克兰史讲席
教授、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
任沙希利·浦洛基继《切尔诺贝利》
之后，再度叩问核安全问题，并试图
回答：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故，是否
只会出现在前苏联？

《小孩共和国：
二战遗孤的社会实验》

（萨米埃尔·布雄、马蒂亚斯·
加尔代、马蒂娜·吕沙[法]）

194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
办一场重要会议，汇集当时欧美诸
国的教育界、慈善界精英，进行一场
社会实验，将二战中数以百万计的
孤儿组织起来，让这些孩子形成自
己的自治“共和国”……在这一个个
小小“政体”背后，教育家们试图在
孩子们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豆子芝麻茶》（杨本芬）

八旬老人笔耕不辍，谱就珍贵的
平民史诗。《秋园》《浮木》《我本芬芳》
作者杨本芬新作，写尽中国女性的挣
扎与力量、坚韧与美好。她看见女
性，讲述生死，凝视伤痛，倾听孤独，
记录平凡，传递爱、记忆与能量。

《西藏妈妈》（徐剑）

作者数十次赴藏，深入采访挖
掘典型人物，深情记录“西藏妈妈”
们传递无私大爱的感人故事，立体
呈现西藏“孤有所养，少有所依”的
动人画卷，是传播雪域大爱精神、吉
祥西藏全新厚重的文学实证。

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
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上下两册王
赓武自传《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引起学界关注。近日，93岁高龄的王赓武先生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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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看 您 年 轻 时
候 的 照 片 帅 气 阳 光 ，风 华 正
茂，回顾人生，有什么遗憾、
后悔吗？

王赓武：后悔没有和娉婷
（林娉婷，王赓武太太，1933-
2020年）两人多出门旅游。

羊城晚报：如 果 人 生 可
以 重 来 ，您 如 何 设 计 自 己 的
人生？

王赓武：还是希望能遇
得到娉婷，如果能的话，其他
一切应该同样的顺利。

羊城晚报：您 如 此 高 寿
的原因是什么？

王赓武：不知道，可能是
因为我母亲高寿。

羊城晚报：有 什 么 养 生
心得？

王赓武：没有什么养生
心得。是否因为不贪吃，尽
量坚守“中庸之道”？

羊城晚报：您 认 为 您 的

“成功”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
因素？

王赓武：幼年环境 ：母
教，父亲榜样，特别重要；娉
婷的鼓励，很大帮助。

羊城晚报：您 认 为 自 己
是哪里人？

王赓武：我出生于印尼，
在马来亚长大，南京念大学住
了 18 个月，回马来亚共住 29
年（3 年留学伦敦），澳洲坎贝
拉住 18 年，香港 10 年，1996
年迁居新加坡至今。可说心
情接近南洋或东南亚人。

羊城晚报：您 虽 然 在 中
国只是生活过短短的几个月
时间，但受影响却很大，为什
么？

王赓武：因为华夏文明
成为一本读不完的“百科全
书”，不管从哪一本开始看，
似乎都有意思，跟我生活离
不开。

羊城晚报：华人的身份标
签对您有何影响？

王赓武：生为“南洋华
侨”，后来成为“外籍华人”，
当然有影响，不过，每个人的
经验都不同。要看你是哪个
区域生长，当地是什么样的民
族国家，它的核心文化跟华夏
文明差距多大。因素很多，很
难一概而论。

羊城晚报：华人身份是您
选择东南亚华人移民研究的
最初原因吗？

王赓武：原因相当复杂。
我主要兴趣是中国历史，主要
研究是从中华古代史开始。
但是在马来亚大学教书，看到
当地华人面对的政治认同问
题，无形中参与讨论华人身份
问题，又不得不注意到，东南
亚其他地方华人社会不同的
状况，以及面对不同的建国政
策，因而注意到“华人移民经

验的历史背景”。
羊城晚报：文学与历史，

您更倾心于哪一个？
王赓武：两者有相互关

系。文学家的灵感，能帮助史
学家接触到一个时代的灵魂，
而不全被档案文件限制而受
捆绑。

羊城晚报：看到由庄园为
您编选的三卷本《中国语境的
王赓武》，收集您 1970 年-2020
年之间的学术论文和演讲报
告。在做一个纯粹书斋式的
学者和面对公众的知识分子
之间，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

王赓武：这是庄园女士苦
心收集而成，非常感激她。三
卷本跨度前后 50 年，来自学
刊、杂志的文章、演讲报告，有
些是一时的想法，不能当作有
系统的学术成果，不是什么

“新学问”，或属于“公众知识
分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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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里？朋友我告诉
你，它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
里，它在辛勤的工作中，它在艰
苦的劳动里。啊！幸福就在你
晶莹的汗水里。啊！幸福就在
你晶莹的汗水里……”

四十年前在央视举办的春
节联欢晚会上，著名青年歌唱家
殷秀梅演唱了这首《幸福在哪
里》歌曲，音质圆润纯净，音域宽
广，如行云流水，情感充沛感
人，极具艺术感染力。

当时我在湖南九嶷山学院
求学，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在学
校晚会上，跳起这首“幸福之歌”
小组舞蹈，其优美的旋律、欢快
的舞蹈，令人至今难忘。

2022 年 8月，被魅力福田所
感召，我带领羊城晚报社、广东
建设报社的同事专程来到深圳
福田区采访，与主要领导会谈，
决定以记者的视角，记录为建设

深圳“首善之区”而挥洒汗水、努
力拼搏的奋斗者的故事。经过
努力，羊城晚报记者深入采写了
九大专题，以图文并茂的系列报
道方式刊发，引起广泛关注。这
组报道为提升新时代福田这一

“首善之区”的影响力，起到“助推
器”作用；对福田阔步走上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也
起到了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效
果。后来，羊城晚报出版社将这
些报道结集出版成《幸福是什么》
一书。曾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主席、南方日报社社长刘陶为
再版《独立思考》文集题词：“时代
足迹的精彩记录”。

我相信，读者读了这本《幸
福是什么》之后，一定能清楚地
回答《幸福在哪里》这一改革开
放经典之曲的开篇之问，也一定
能明确地回答“幸福是什么”这
一哲学之问。

新 书 幸福是什么？ □李时平同构“镜像”演绎追梦人 □邹婧婧

文学让历史不再干瘪、僵硬 □朱寿桐

历史学者要注重原始史料

华人身份决定了研究志趣

来生希望还能遇到她
1955 年王赓武与妻子林娉婷合影于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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