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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点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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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者称：“李辉的文章对文怀沙的打击
将是致命的，文的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如果
这些论断并不真实，那么，文怀沙无疑遭遇的将
是一次极为严重的诽谤，果真如此，我期待文怀
沙能够挺身而出，拿出确凿的证据反驳李辉的
质疑，为自己洗冤。”但是，文怀沙却没有直接回
应此事。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文怀沙的助手李之
柔。据李之柔介绍，他早在1993年就认识了文
怀沙，四五年前担任文怀沙助手至今。

记者：李辉写了一篇文章，不知文怀沙本
人是否已经看到？

李之柔：他看了。
记者：文老先生打算如何回应？
李之柔：我们不想作什么回应。
记者：文怀沙在社会上具有这么高的知名

度，难道只有沉默以对？
李之柔：打个比方吧，你成天在家待着，自

然没人对你说三道四。哪天你在大街上走，被
狗咬了一口，难道你还要去咬狗一口？

记者：文老先生的朋友是怎么看这事的？
李之柔：我不知道媒体这么关注文老的年

龄有没有意义。文老又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在座的人说：“我生于一九几几年，你们也生
于一九几几年，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还有

“文革”，那是个说不清的年代，对这些问题，我
们不愿发表任何看法，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现在，有人非揪住这些不放，我不知道有什么
意义，有这些工夫，还不如研究国学呢。和文
老熟悉的一些老人这两天也打过电话来，问文
老是不是需要对发表李辉言论的媒体表示抗
议，文老拒绝了。

记者：那你对文怀沙的一些学术著作是怎
么看的？毕竟很多人称其“国学大师”。

李之柔：这么跟你说吧，文老1947年出版过
一本研究鲁迅旧体诗的书，我提议将这本书增
订再版，但文老坚持认为是不成熟的东西，不值
得。还有他1951年出版的楚辞翻译，是我见到
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专著。至于什么“国
学大师”，那都是别人说的，文老从没说过自己
是“国学大师”，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从来都是
说：“我只是对古代文学的一些领域有所涉猎。”

记者：那文怀沙怎么还担任了一些大型图
书的主编工作呢？比如《四部文明》。他具体
都做些什么工作？

李之柔：文老研究的领域很广。在这些大型
图书的编纂上，他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会说指导性
的意见，具体的工作由下边的班子来做。文老会
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不是现在。

近年来被冠以“国学大师”“活屈原”等光环的“百岁老人”文怀沙，最近遇到了
知名传记作家李辉的强烈质疑。虚报年龄，其实只有88岁；“文革”中因“诈骗、流氓
罪”入狱；根本不可能是章太炎的学生，所谓的学术成就也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
平……面对这些质疑，文怀沙拒绝做出回应。昨日，文怀沙的助手李之柔接受记者
采访时委婉地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不愿发表任何看法。”对此，李辉表
示：“等文怀沙本人回应了，我才会披露更多细节。”

文怀沙助手李之柔说：“文老从来不曾说自
己是文化大师。”那么，这样显赫的名头又是怎
么来的呢？与文怀沙一起工作过的作家舒芜去
年说：“记者年轻，只能听本人怎么谈就怎么相
信。文化大革命造成历史的断裂，于是青年们
爱找老人们谈谈旧人旧事。因为这些老人往往
就是历史的当事人、参与者、经历者、目击者，由
他们亲口说出来，读者爱看，学者也收集作为材
料。当然，第一手不等于完全可信，这种材料使
用起来要慎重，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在舒芜
看来，大师的名号之所以叫得那么响，和当事人
的讲述不无关系。

近年来，国学之风劲吹，各色人等都成了国
学爱好者，庞大的市场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大
师”。文怀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在媒体

上亮相。他的形象，从来都是一副美髯飘飘、仙
风道骨的样子。记者在文怀沙网站上看到，他
的书法，一平方尺的价格是1.5万元人民币。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一价格相当高，一个省的书
法家协会主席往往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

文怀沙有“沉甸甸”的学术成果：由他领衔主编
的大型丛书《四部文明》于2007年出版。据悉，这
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对我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
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
大规模纂述，堪称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集大成之
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说：“实在无
法想象，这样一部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其主编的
身份竟被如此怀疑。所以，出于对庞大的文化工程
负责，我们期待文怀沙能够站出来说清楚，给文化
界和公众一个交代。” 据《燕赵都市报》

在李之柔打理的文怀沙官方网站首页，第
一条新闻就是“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
织授予文怀沙先生‘杰出文化贡献奖’”，显示了
文怀沙在学术界不仅得到了国内认同，更是名
扬国际。

文怀沙的“大事年表”详细记录了这位老人
的文化行踪。年表中，记者看到，在文怀沙 90
多年的经历中，除了在 1947年写过一本《鲁迅
旧诗新诠》，在上世纪 50年代参与了楚辞翻译
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学术成果，诗作也只有少数
的几首。至于《鲁迅旧诗新诠》这部书，一直被
文怀沙及其追随者称为“鲁迅旧诗研究的开山
之作”。但是，茅盾曾在 1977年致信给鲁迅研

究专家王德厚说：“《新诠》‘引’中所谓‘此书初
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
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
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
之。”茅盾还说：“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
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
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友之广阔，也是为了
骗人。”

对此，文怀沙的助手李之柔曾作文回击。
总之，在文怀沙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其两大学术
亮点，受到学者的质疑远比称许多。而对文怀
沙之所以著述偏少，文怀沙好友崔自墨则认为
是“述而不作”，即只说不写。

昨日，记者联系到李辉，他说：“这个时候
非常敏感，我多说了不合适，希望大家能够体
谅。我要说的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了，但目前并
没有得到文怀沙方面的反馈。将整个事情公
之于众，其实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至于 1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
专职创作员崔自默写博“替文怀沙回应”，李辉
表示已看过该文，但不想作任何评论。博文中
有提到，文怀沙回忆李辉“在上个狗年采访过
我”，对此李辉说：“我从没采访过文怀沙。”

文怀沙助手李之柔：我们不想作什么回应

面对学者李辉撰文提出的种种质疑，文怀沙助手李之柔说：

“文老已看过文章，我们不想作回应”

期待文怀沙正面回应

茅盾曾称文怀沙“为人浮薄”

李辉：我从没采访过文怀沙

文怀沙经典语录文怀沙经典语录
人不被理解而不生气，这就是君子，如果人不被理解而不生气，这就是君子，如果

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还在小人阶段。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还在小人阶段。
如果孔子、老子碰到了金融风暴，他们肯如果孔子、老子碰到了金融风暴，他们肯

定不会跳楼寻短见。定不会跳楼寻短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