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燕芬，陕西米脂人，文学

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理事。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著有学术

著作《执守·反拨·超越—七月

派史论》《因缘际会—七月社、

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

《文学观察与史性阐述》等，发表

学术论文与文学评论百余篇，获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啄木鸟杯”中国文艺

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多项。

出版散文随笔集《燕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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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周燕芬：我觉得所谓的女性意识，多是一种自然流露吧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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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周燕芬是一位极有学者气质的优秀女性，她的《燕语集》

是一本带有学术情绪的散文集。在某年疫情开始，编者在

焦躁无聊、不能自由出入的困窘环境中，读到了这部散文

集，自然是得到了一种最为纯美的心理享受。在《燕语集》中，

周艳芬表达了她对各个阶段导师的敬爱，展现了与父母之

间的亲情，描述了自己从做弟子到做导师的经历，呈现出她

从授受、给予到反哺的师德教育过程。

《燕语集》文章朴素，毫无堆砌辞藻，其文章总能给人带

来一种春风拂面的心灵体验。她的学术专著行文也是轻松

而舒展的，从不纠结磕绊。

在朋友圈里，她是大家最愿意承认的美丽、娴静的女

性，如同作家方英文先生所说的：周燕芬人漂亮又特别有亲

和力，这有两个细节：其一是周老师在校园走步，不时有老师

同事主动打招呼聊天；其二是学生到家中请教，周教授会亲自

下厨款待。

她的学识和修养是纯正丰沛的，她的为人处世带

有那种军人后代的干脆利落的豪爽，她如同戏剧上

的花木兰、穆桂英一样带有家国情怀的巾帼气质。也

正是这种气质，无意中深化了她那种北方女性落落大方

的文气。

季风：周教授您好！我们算是熟人，曾经有过几
次交流，并得到您赠予的大作《燕语集》，拜读之后，

获益匪浅。能否谈下您的某些散文作品是在什么样

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周燕芬：写散文这件事，在我这里并不是偶
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大都是带着当

作家的梦想考大学的。上大学后，我才知道中文

系原来并不专门培养作家，专业学习的目标是从

事文学教学研究和相关编辑出版等工作。毕业

后，我就当了大学老师，其间又有攻读硕博学位

的经历，但一直没有离开高校。我的主业是在大

学里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也兼顾文学研究。

写散文算是我的副业，也是业余爱好。而这个副

业，恰恰又是出自少年时对文学的热爱。起先写

好了是贴在博客里自娱自乐，后来也有些作品在

文学报刊发表，逐渐积累起来，就出了这么一本

集子，也是对自己文学“初心”的一个交代吧。

我个人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人，性格偏于安

静，不喜欢张扬，也不像别人想的那样深沉和有

思想，反而常常会害羞。害羞和年龄无关啊！或许

是因为不断出门求学，一辈子以读书为业，才深知

知识无涯，所以一直不够自信，对自己不满意，这

样的好处是可以督促自己不断用功学习，经年积

累，总会有所长进。我出生在军队干部的家庭

中，父母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受过什么家学

的影响，但母亲对我们的品行要求很严，除此之

外，孩子想学什么干什么，她一概不干涉。我是父母

眼里很乖顺的孩子，所以他们放心放手，这倒是

养成了我自由阳光的心性。我选择学文学完全是

因为个人兴趣，后来这也很顺利地成为谋生的事

业，我也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早年我就想好了，

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

来。现在，算是有一点点实现梦想了。

季风：我知道您是陕北米脂人，这让人很自然
想起了一句流传很远的俗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

汉”，为何是指“婆姨”（结婚的女人），而不是姑娘，莫

非这样的说法更具有对陕北已婚女性的某些客观具

体所指？您是怎么看待米脂女性的？

周燕芬：我祖籍是米脂的，但其实从来没有
在米脂生活过。米脂女子的美誉多来自“米脂的

婆姨绥德的汉”这句俗语。“婆姨”是指结婚后的

女子。女性有了女儿、妻子和母亲多重身份，人性

就丰富饱满了。我曾经在文章中写过自己对“米

脂婆姨”的理解，那一定是超越了外貌和性情层

面的，以心怀大爱和隐忍坚强为内质的，她们内

心有更远大的抱负，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生活。

“米脂婆姨”多少是带有些英雄气的，也是智

勇忠义和勤劳善良这些精神美质才使她们超越

了女性的花容月貌，具有了红颜英雄的身份，传

说中的貂蝉就是这样的。我和大学同学张艳茜

聊过貂蝉，她挂职米脂期间写过《貂蝉》一书，她

以自己对米脂女子实有的感受和认识，对照传说

和虚构中的貂蝉，重塑出一个虚实相间的鲜活的

貂蝉形象。在这个形象上承载了作者的现代女性

观，有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和悲叹，灌注着对

这个美丽女子怜爱痛惜的情感。你看，貂蝉其

实已经是一个可变量的文学形象了。穿越历史的

风尘，打破性别的围墙，女人可以活成自己心中

的英雄。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集美貌与智慧于一

身的貂蝉存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季风：您一直在西北大学文学院任教，并且是
很有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著有多部学术著作，我

也认真拜读了一些您的著作，散文其实是您学术之

外的副业。您是怎么处理学术与散文这两种不同文

体间的关系并让创作和学术互利互存的？

您从教三十年，带出了很多的优秀学生，包括硕

博研究生，能否谈谈您的一些出色的学生？

周燕芬：没有从一开始就走文学创作的路子，
可能是我的遗憾，也可能是幸运，谁知道呢，你是

作家你应该能体味其中的苦辣酸甜。老来开始写

作，起点和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知识系统、

文化性格乃至行文风格都被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重

新建构了，这时候写散文很难不受学术本业的影

响，即使是本应该更为感性的散文笔墨，也时常夹

带着有点生硬的理论的痕迹，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从两个方面尝试努力，一是自觉重磨自己

的笔墨，具体来讲就是从关注自己开始，写自己、

写身边人，不回避个人情绪，这样容易留下个人

印记。在《燕语集》这本散文集子中，我听到大家

喜欢得最多的还是“读懂亲情”这部分，有感觉、

有体温的文字是最吸引人的。二是顺势而为，将

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经历当成丰富的材料库，

换一种观察视角，以文学的感性的笔墨去描述，

自己的生命体验也自然而然地渗入其中了。其实

在走近研究对象的时候，比如作家及其作品，研

究者首先动用的也是感觉，在触摸与碰撞中，研

究者内心所获得的种种复杂感受，有时候是很难

通过规范的专业著述表达出来的，弄不好就把文

学的丰富性、把人的复杂性过滤掉了。写随笔就

不用太顾及什么学术规范，就自由得多。所以我

把那些学术性随笔称之为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其

实也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表达或补充。有朋友说

我的文章也是“学者散文”，那是谬赞了。

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散文随笔，我都想尝试一

种个人的说话方式。期待有一天，我的文章真的

能长出自己灵魂的模样，是那种丰富和宽阔的、

干净和美好的东西。

前面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其实也不专门培

养学者，中文系毕业就职向来口径最宽，可以说

干什么的都有，我教过的学生，包括硕士、博士，

从事的职业也是多种多样，当然也有不少是大学

老师，也走学术研究的路子，也有本职工作之外

兼顾创作的，也有些成绩和影响，其他领域工作

的学生，绝大部分也很出色，这是最令人高兴的。

学生也是老师的作品，学生成才了，当老师的当

然也有成就感。

季风：有学生描述您上课的情形时说：“听周教授
讲述当代文学，她不完全按课本内容走，她的课程
中总是安排在下午，她习惯站在讲桌边靠门的一

侧，让大家完全看得见她美丽的身影，并一直面带
微笑讲课，讲完就走。周老师人很美丽，也因为她是

米脂人，大家都叫她‘美女教授’。她的性格温和，很
多课都能让大家顺利过关，但有几门课却往往要求
很严，让人费很大神才能勉强过去。某次她留作业，

让大家谈现当代的作家，讲评作业时，她笑着说，我
觉得你们答案都是网上抄下糊弄老师的，课堂一片

哄笑，她也笑。”
学生们都说您笑得很美，很少严厉，事实上是这

样子吗？

周燕芬：哈哈，我已经能猜出这是哪个学生

写的，这个学生写杂文非常厉害，在圈子里名气

很大。在大学课堂里，按课本教学不一定是好老师，

这个和中小学是不一样的，除了灌输知识，大学

更重视对个人创造性的培养。在文科里主要是学

习思路和方法，还有人格塑造和能力的训练。

这个学生描写我上课的情景大致不差，我一

直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学生们在我这里也比较

放松吧。学生在大学能否学到东西，恐怕不是强

制可以解决的问题，引导和启发以及老师的学问

本身能否吸引学生，我觉得才是更重要吧。

季风：至亲的关系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看
到您散文中“读懂至亲”的一辑，有写父亲的宝剑、

九妹、父母的爱情，还有您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读

博士研究生的导师黄曼君先生，还有赵俊贤导师，并

把对导师的追忆缅怀也放在“读懂至亲”的篇章里，

还涉及您的同门，可见这些感情的分量之重要。您为

何要用“至亲”一词来概括？

周燕芬：我在自己的职业身份中，最看重的
就是做老师这个角色。人一生的受到影响最大的

无非血缘和学缘关系，我自己深有体会。没有

老师的教诲与栽培，也就没有今天的我，而我自

己也是希望能把这份师生情缘传承下去，所以我

笔下的师生关系也是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当然

老师和学生之间，主要是教与学，或者是常说的

教学相长的关系。

也许是因为性别的原因，女老师对待学生本

能地带有母性，我看学生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

样，在身边时候总希望他们学习上能有长进，毕

业离开后心里最牵挂的反而不是干什么大事、成

什么大才，看他们平安快乐地生活，我就高兴了

满足了。

这样的感觉，我也在文章中表达过，这其实

就已经是一种亲情了。

季风：您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做中国文学的
思潮、风格、社团流派的研究，包括胡风和七月派的

研究，还有陕西作家们的作品研究及当代文学批评。

您为何在当时会选择研究“七月社”这样的文学社

团，后来为何也多关注到陕西地域的文学呢？

周燕芬：我是在1999年读博士的时候开始研
究胡风及其文学社团流派的。当时因为在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读书，身处胡风及其多个同人的故

里，受到切近的学术氛围影响，就选择了胡风和

七月派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看着是个

文学研究的选题，但因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

的“胡风事件”，使得这项研究过于复杂也过于沉

重，学界也是刚刚进入探讨，确实很有难度。因为

导师的鼓励和耐心指导，我也接触、走访了那时

健在的七月派老人和他们的子女，受到很大的情

感冲击，这些推动着我坚持做完了这项课题。

从博士到博士后，我在这个领域中完成出版

了两本书，一本是文学流派研究，注重文学阐释；

另一本重点在社团和文学刊物，侧重人际关系，

追求史料说话。当然这项研究现在还留有遗憾，

也一直在查漏补缺中继续推进。近几年，我也指

导博士研究生继续完成相关重要社团成员的研

究，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

我对陕西地域文学的研究开始也很早，也是

因为身处文学大省、鲜活热闹的创作现场中，必

然会有关注和追踪。我曾做过几项相关的省级社

科项目，也有零散的文学批评和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发表。但真正进入对陕西文学的系统研究，是

在获批了一项国家社科课题之后。

我的研究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从当代

陕西第一代作家杜鹏程、柳青、王汶石，一直到以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也持

续关注新生代作家和新世纪以来陕派小说创作

的发展变化。课题内容多、体量大，任务挺重的。

今年我会有一本论文集出版，另一本长篇小说的

论著已经交付出版社。还有一本陕西文学史分册

正在完成中，争取在未来两年都能出版。努力完

成这些工作后，我想这样集中的、综合的地域文

学研究该告一段落了。但对喜欢的作家和重要的

文学现象，我还是会继续关注的。

季风：您如何看待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您认
为中国当代女性作家是否缺少广阔的文学视野和独

特的女性意识？您最认可的女性作家、批评家和学者

有哪些？

周燕芬：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并没有感
觉到自己的性别会对研究工作有多大影响，也没

有特别关注过文学领域中的女性群体。个人的阅

读偏好当然是有的，但也没有太专门的研究。

现代文学史上的丁玲、冰心、萧红、张爱玲等

女性作家的作品我在早年都读过不少。当代文学

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出色的女作家的代表

作，我都是很熟悉的，但我不认为当代文学中只

有女作家缺少广阔的文学视野。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好的文学时

代，文学的天空可谓群星灿烂，在构成这个时代

文学整体高度的作家群体中，也是不乏女作家

的。当代文学中真正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

女性写作并不显著，我觉得所谓的女性意识，多

是一种自然流露吧。当代女作家曾有刻意否认性

别意识，掩盖创作中的性别特征，倒是不足为训

的。这大概也是中国女性写作的一种历史遗留，

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步于人性意识的觉醒。今天这

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基本解决了？所以说，我也不

是特别喜欢专拿性别说事的。

季风：我们之前聊天时，您说手头上的课题快
完结了，那么接下来还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吗？到了

退休年龄，您会不会“退而不休”？还会继续愿意站在

讲台上吗？

周燕芬：我目前还在继续工作中，包括上课、
带研究生和做科研。教师的工作主要是上课，只

要不退休，就不会走下讲台。几十年下来，我和所

有老师一样爱讲台、爱学生，希望自己能够善始

善终，把自己的学生都培养好送出去。

学术研究也会继续做，但也是以往课题的

拓展和延伸吧。将来我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用

于个人更有兴趣的写作。多写散文随笔，既不脱

离学术，也能更多涉猎社会生活的全方面。最重

要的是写出读者更喜欢读的文章，希望自己以

后的读书和写作能更开阔、更丰富，也更自由、

更快乐吧。

周艳芬

周艳芬在文学讲座上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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