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视域下的学术传承与对话 

——评张凤《哈佛问学录》在中国的出版、影响与贡献 

 

陈雅玲（Chen Yaling）1 

 

摘要：张凤女士的散文集《哈佛问学录》是一部跨文化交流视角的作品，它在国内出版

后,受到广泛传播，颇具影响力。该书描绘了众多华裔学者在哈佛的学术生涯与思想历

程，不仅阐述了书中学者们学术兴趣的生发和学术成就，也谈及他们的人生际遇——既

有学术深度，也有社会价值。《哈佛问学录》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中国社会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思考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新视角。在全球化与现

代化的背景下，深入剖析《哈佛问学录》的出版、影响和贡献，将引发更多人对该书涉

及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社会思想发展等议题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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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Feng’s essay collection Dialogues with Harvard Scholars over 30 Years is a 

work from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China, this book 

has been widely spread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It records the academic careers of numerous 

Chinese scholars at Harvard, not only writing about the origin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ir 

academic interests mentioned in the book, but also discussing their life experiences. It has both 

academic depth and social value. Dialogues with Harvard Scholars over 30 Year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society to re-examine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and reflect on educational 

system refor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ublication,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of Dialogues with Harvard Scholars over 30 Years will 

trigger more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ought and other issues covered in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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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久居海外的华裔女作家张凤女士在海外汉学界有着极高声誉，她的系列著述用文学笔触缝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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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学术传统、历史沿革和人文精神。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哈佛问学录——与哈佛大学教授对

话 30年》（重庆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哈佛问学录》），任教哈佛近三十年、首任华裔东

亚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后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老师在该书的序中赞其

“生动刻画了协力使哈佛大学成为‘人和’胜境的一批求道者的学思历程。”（张凤，2015，p.2）

《哈佛问学录》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涵都极为深刻，刻画了民国至当代的哈佛华裔学者们在海外的

奋斗与成就。梁启超曾言“历史所关注的是群体形态，传记则应把重心放在传主的个体形态上。”

（陈兰村，2013，p.412）作为一部散文集，《哈佛问学录》详细书写了张光直、杜维明、李欧梵、

王德威、叶嘉莹、夏志清等学者的学术成果和人生哲思，涉及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丰厚的思想

内涵。 

该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详细刻画了多位华裔学者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与人生经历，如王德

威教授对张爱玲文学地位的再度肯定与发扬，田晓菲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解读等。书中每篇专

章都是学者们学术志趣和人格特质的双重呈现，在专业性与普适性间达成平衡。评析张凤女士《哈

佛问学录》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与影响对中国读者了解哈佛、认知西方教育体系、思考中国教育改

革有很大帮助。 

 

一、作家张凤与《哈佛问学录》的出版 

哈佛大学是全球知名的学术中心之一，也是美国常春藤联盟八所名校中的领头羊，吸引或邀请

了众多杰出的学者任教，其中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879 年，哈佛首聘中文教师戈鲲化先生将第一

堂中文课程带入哈佛校园，（张凤，2015，p.257）时至今日，哈佛华裔教授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日益

增强。百年来，许多华人学者在此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为学术界做出了重要贡献。若要了解哈佛

大学的历史沿革与文化积淀，有必要研读系统的介绍与研究。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海外华文女作

家协会 16 任会长、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总会前副会长、旅美著名得奖作家张凤女士的散文创作在该领

域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 

自 1982 年黄绍光博士赴哈佛担任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张凤随先生赴哈佛工作于图书馆编目组

及生活以来，张凤持续深耕哈佛华裔知识群体的研究，从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到当代的新兴研究者，

开创性地为哈佛华裔学者书写思想传记。2005 年，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创办了哈佛中国文

化工作坊，张凤担任该工作坊的主持人，以哈佛大学为依托，这个组织尽可能为华人学者提供交流

平台和帮助。近年来，张凤的作品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其研究视域始终聚焦于哈佛大学的

人文传统与学术传承，代表性著作《一头栽进哈佛》《哈佛心影录》《哈佛缘》《域外著名华文女

作家散文自选集——哈佛采微》《哈佛哈佛》等系列散文著述以跨文化交流视角呈现出独特的历史

纵深、文化肌理和民族性特征。 

张凤女士拥有历史学专业的硕士背景，经过历史学学术训练，秉持着史学研究者的学术自觉，

加上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近三十年，极擅长文献资料的查找和归类，借地利人和之便，她与在哈

佛的多位华裔名师们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或朋友关系，很深入地了解到这些学者的人格特点，并

借此机缘写就《哈佛问学录》一书。（张凤，2015，p.3）“以治史的严谨进行文学书写，是张凤传

记散文的重要特点。”（王小平，2023，p.160）“张凤在工作、创作中得到了赵如兰、夏志清、杜

维明、李欧梵孙康宜、王德威等的大力帮助,她以感恩的心情来写作,感恩之情充盈于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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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周聚，2016，p.112）凭借史学与文学双重素养形成的学术积淀，张凤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特的、

具有跨学科特质的叙事模式——以承载集体记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在哈佛大学的学思历

程为核心，将学者个人经历、哈佛校史考证与中西文化思考有机融合。张凤《哈佛问学录》的跨文

化书写从实践层面推动了传记散文的创新，平实流畅又富有温度的文字，将学术性和文学性平衡得

恰到好处，尤其体现在标题的设计上——这些标题准确地体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及人生追求之余，

还富有诗意。如，汉学名师杨联陞教授专章的标题“一怀孤月映清流”表现了杨教授的生活志趣和

文人风范；致力于儒学现代化转型的杜维明教授专章的标题“为往圣继绝学”凸显了杜教授在文化

传承的责任；知名的东方艺术史研究者吴讷孙教授专章的标题“《未央歌》歌未央”借用了吴教授

代表作《未央歌》的书名，蕴含了文本与人生的互文性；剑桥新语社创办人陆惠风教授专章的标题

“欲识乾坤造化心”结合了陆教授对宗教和哲学的研究……张凤女士的写作风格兼具史学家的严密

和文学家的柔和，文笔细腻而饱含深情，讲述华裔学者奋进的故事，勾勒出百年来哈佛大学华裔学

者的研究路径与人生哲思。 

近年来中国的阅读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大众图书市场中，文艺类占据了 30%以上的销量，

是大众图书中仅次于少儿类的品种，也是大众图书每年增长的主要动力。”（王靓，2018，p.47）

不同于此前，“国内学界对华裔知识分子以及华裔作家在推动中华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所

作出的贡献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王宁，2004，p.10）近年来，国内对于海外华文作家作品

的出版和接受度大大提升，如张翎、严歌苓的作品。其中，张凤女士的《哈佛问学录》引起大量读

者关注，在各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度很高。这部散文集曾在 2018 年获“海外华文著述奖”文艺创作散

文类第一名，张风散文在国内出版后，也曾入选《世界（世纪）华人学者散文大系》散文年鉴、散

文必读等重要文集，在学术圈内广受好评，也吸引了不少社会读者。信息时代，网络讨论已变成书

籍传播的一大重要途径。在微博、豆瓣、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能看到各阶层读者积极参与有关

《哈佛问学录》话题的讨论——本书论及的华裔学者大多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

修养塑造了独特的君子之风，久居海外，受欧美文化的熏陶，视野变得更开阔。读者既钦佩他们的

才学与品德，也追慕他们的卓越风范。张凤专注于发掘有专业精神的知识分子典型，通过学者们的

人格魅力传递价值观。在国内出版后，书籍的畅销也进一步提升了张凤在学界的地位，增强了她的

个人声誉。书中的学者故事既描绘了个人在某一领域的学术历程，又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在海外的

传承脉络，“构建起海外‘文化中国’价值空间，体现‘美丽充实’（或译为：‘美丽真实’）的

哈佛精神与中华文化之‘灵根自植’的水乳交融，为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承研究提

供了珍贵的史料。”（王小平，2023，p.159）作为一部从跨文化交流视角对哈佛华裔学者们展开全

面描绘的散文佳作, 该书提供了研究中美文化交流、海外汉学传承的重要素材。 

 

二、《哈佛问学录》的接受与影响 

《哈佛问学录》描绘了哈佛华裔教授们的人生经历、学思过程，赢得了广泛赞誉。书中人物在

各自领域内皆是巨擘，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抉择、有情感、有磨难。作者通过细腻的文笔将他们在

学术路上的坚持追求和生活中的点滴情感交织起来，可读性高。“她能够写出神气活现的学者性格,

使他们成为有血有肉的传记人物。”（吕周聚，2016，p.112）书中跨文化视角的学术研究、教育理

念和教学方法，“探究了传统文化的回归、文化中国的追寻等深一层的议题。”（张重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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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不仅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经验，普通读者群体也能通过《哈佛问学录》开

阔视野，思考现有体制。 

第一个层面是国内学术界、教育界的接受影响。哈佛大学作为世界顶级学府在世界范围内都享

有极高声誉，《哈佛问学录》在中国一经出版便引起学者群体的关注，本书作者张凤对哈佛华裔教

授们做了专精研究，将哈佛的学术氛围和教育理念通过散文集呈现给中国读者，总结了哈佛大学的

学术传统，引发学术界、教育界的新思考。 

首先，《哈佛问学录》书中多次提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如王德威教授专章（张凤，2015，

p.59）中提到海外比较严肃的汉学研究就吸纳了“高本汉的语言学研究、费正清的历史学研究等等，

才逐渐烘托成了一个大的学科”；再如卞学鐄教授专章中提到航天结构动力学专家卞教授研究讲学

之余，常喜欢阅读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藏书极多，连同赵元任家传，从中国的经、史、子、集到

科技文化各类书籍，应有尽有，丰富多彩。（张凤，2015，p.246）在当今社会，许多关键问题的突

破常需要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合作。这种观念对中国的学术界很有借鉴意义。国内高等教育改革日渐

精细，跨学科研究成为了国内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内教授、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全球化是不可逆转

的历史潮流，单独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很可能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各项社会问题，而推动各学科间

的合作创新是最好的解决思路。其次，书中传达出的学术研究不仅服务于本土学术需求，更应在全

球范围内展开的观点，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了重要启示。如李欧梵教授专章（张凤，2015，p.53）中

提到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搜索港澳台和大陆资料，首开都市文学作家研究之端”，全球化时代，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利用本土资源，更应具有国际视野，中国学者应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更多交流与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发表国际期刊文章，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进程。第三，《哈佛问学

录》也对国内高校改进教学方法和改革教育体系有所启迪，为国内高校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在台

益坚教授专章中，台教授说，“他们的教育方针是：必须使学生对社会责任及个人将来丰富而完美

的生活，有充分的准备。”（张凤，2015，p.233）教育不能单单停留在传授知识这一简单层面上，

还要注意学生各方面素质的综合培养。书中这种教育理念，启示国内高校在设计培养方案和具体上

课时应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高等学校要转变目前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重知

识轻能力的倾向，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陈均土，2012，p.77）

扎实的理论基础框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动手能力、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考试、裁定成

绩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学生是否有独立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将所学应

用到现实生活中，这一传统中式教育观念的转变有助于培养更多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总之，

《哈佛问学录》在中国出版后，促使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开始思考中西教学观念的不同，在新时代

语境下，该如何进行高校教育体制的改革。 

第二个层面是读者群体的接受影响，这些华裔学者的学术成果在各自领域内已得到认可，但

《哈佛问学录》的出版与广泛传播将这些内容推向大众，增进了中国读者对西方学术和文化的理解，

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深刻创见，为不同读者群体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 

首先，在《哈佛问学录》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核心理念——高度重视学术自由。以书中杜维明

教授对儒学的研究为例，“杜教授将那些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甚至连中文也不认识的

‘外人’也统统纳入，并盼他们与中国健康互动又相对独立。”（张凤，2015，p.35）这样自由的

生活氛围，为包括杜教授在内的学者们提供了自由的治学环境，他们在探索未知领域时会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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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局限，因而能够开展真正的创新性研究。这启示国内读者用新的标准衡量国内学术环境的现状，

思考在当今社会，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保障学术自由，激发并保持研究者们的创造力。其次国内学生

群体同样对《哈佛问学录》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丰富的案例与生动的人生故事，让学生们能够

跨时空领略哈佛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学者们的卓越风采，就如伍尔夫所说：“我们阅读传记和书

信，可以将此作为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此使许多往日的窗户里重新亮起灯火，由此看到那些早已

死去的名人当初是怎样生活的”。（伍尔夫，2014，p.10）这些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热情。

张凤女士充满人文关怀的叙述风格，使学生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哈佛华裔学者们的学术成果，还能真

切地感受他们的个人魅力，为学生们树立积极向上的学术榜样，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

再次，对社会读者而言，书中展示的华裔学者们，不仅关注所在学科的学术问题、自身的学术研究，

还积极参与社会事件、国际事件的讨论，关注人类发展方向，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哈佛华裔

学者在国际学界、国际社会积极发声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意识，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影响了

全球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哈佛问学录》讲述这些学者的故事和思想，使得中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

知识分子的作用，意识到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社会民众与知识分子的粘合度，

激发社会活力。 

综上所述，《哈佛问学录》在国内接受度高，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该书所展现的教授学者

在科研实践和教学观念上的独到之处为学术界、教育界提供了参照标准和借鉴经验；对学生读者而

言，这些内容能帮助他们思考学术与研究的含义；对社会读者而言，也颇有启迪，国内读者开始思

考学术自由与教学体制等问题，引发了他们的思考和具体行动。 

 

三、《哈佛问学录》的贡献与价值 

作为一位旅美华人作家，张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使者”的角色。她既有敏

锐的观察力，也有细腻的文笔，将哈佛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与个人生活很好地交织在她的文字中。

正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在封面推荐语所说：“张凤以史家的冷峻、作家的温暖，勾

勒了百年来哈佛大学华裔学者的研学史。”（张凤，2015）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张凤女士的散

文集《哈佛问学录》的贡献不容小觑，书中华裔学者们的人生故事与学术思想，对促进中西学术交

流、推动文化理解有着非同小可的贡献。该书有效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国际上提高

了华人学者的知名度，在国内也提升了民众的文化自信。 

首先，这部作品清晰地阐述了这些学者们在中西文化间的自我诉求。张凤女士称书中的教授们

为“去教化西方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努力既丰富了哈佛的历史，又沟通了整个世界文化交流的历

史。”1湾书中学者们在做好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之余，还十分关注国际大事，积极参与社会事件的评

论，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华人在海外、在国际上的声音，让世界听到我们。

例如，书中的杨联陞教授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的研究“常常以一点重心、

一个文化的侧面问题，从古到今全面来看。”（张凤，2015，p.3）他的研究方法为中西方历史学研

究界提供了新思路；杜维明教授认为当今儒学进入了转型期，应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在他看来，

“智识分子应能站在自我意识较高的立场，纵观大局，关切家国天下大事，在历史和文化智慧的导

 

1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新闻网. 哈佛大学张凤教授为我校师生作学术讲座（2014 年 11 月 6

日）．Retrieved from：https://news.blcu.edu.cn/info/1024/110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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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下，不丧失高瞻远瞩的批判精神。”（张凤，2015，p.40）他们的精神激励中国读者，关注社会

与国家大事，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提高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度。 

其次，《哈佛问学录》在国内的出版使更多国人了解到众多华裔学者在哈佛的治学故事，有助

于加深国人对这些学者们的了解与认同，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作者张凤“以人

物为中心的文史跨界的写作方式，刻画了与哈佛有关的一代大师，展示了国际学术舞台的华人力

量。”（张娟，2017，p.109）张凤女士曾深情地说“哈佛的华人精英都非常积极看待他们的人生，

写到他们的人生经历，就会觉得我们个人的所谓痛苦太轻。”1湾书中刻画了叶嘉莹、李欧梵、王德威、

杜维明等知名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学思过程。他们在西方学术重镇哈佛校园里，既保有中国文化的精

神内涵，又汲取西方文化的特点。他们在哈佛的研究工作和人生体验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

体现，他们在西方语境中重新阐发中国的思想、历史和文学等知识，吸纳西方的科研理念与方法，

使中华文化在海外焕发出新的活力把各自领域（文学、历史、艺术等）里的中国素材作为研究对象，

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在海外学术界也能占据一席之地。这些学者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有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守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的同时，还尝试着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在西方

语境中重新阐发中国的思想、历史和文学等知识，吸纳西方的科研理念与方法，使中华文化在海外

焕发出新的活力对当今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和对华裔学者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再评价，

都有很大帮助——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仅只在中国境内生发，而早已在包括哈佛在内的世

界各地的学术领域中深深扎根。该书出版后，在国内读者群体内引起广泛反响，使更多中国读者了

解到海外华人学者在发扬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有助于提升文化认同感，日后，中国社会将更

加自信地面对海外的挑战与合作机遇。这部散文集也在提醒国内读者们，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保持对传统文化必要的敬重之外，还应积极借鉴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中西合璧，

为中华文化注入新活力，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向世界，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发展。 

再次，《哈佛问学录》为国内学者开辟了新思路，为学术界提供了发展路径的新参考——在追

求学术成就的同时，还应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国内的科研成就融入全球知识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发出

中国的科研新声，要努力提升国内新时代青年的文化认同感，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作者张凤女

士“本无意于做一个布道者，却通过系列的学术思想群像，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思考。”

（张重岗，2016，p.12）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强，《哈佛问学录》展现的文化

互动模式很有借鉴价值，为未来中外跨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作出经典示范，启发中西方学者积极互

动交流、合作研究。 

综上所述，散文集《哈佛问学录》刻画了百年来哈佛华裔学者的研学历程，在国内出版后，连

续几年登上新华书店畅销书榜，也曾是世界书局畅销榜首，接受度高、影响较大，为中国读者打开

了一个熟悉的、看世界的窗口，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可以作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等方向的重要参

考，有效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在推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哈

佛问学录》提醒学界，华裔学者和华人作家的文化身份和影响力值得关注，在跨文化语境中，他们

在国际学术和文化领域的独特贡献值得深入挖掘。 

 

1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中国侨网．旅美华人女作家张凤：书写哈佛百年华裔文化史．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qw.com/zhwh/2014/11-11/254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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