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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误区举隅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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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以史为纲”、“独学不用”和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

在思想认识、教材编排、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古代文学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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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

作品数量之大，从对宋代主要文学作品集的粗略统计即可

看出一斑: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录可考诗

人 9000 余位，诗歌作品 20 余万首;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

《全宋文》收录宋代作家近万人，作品 17 万余篇; 唐圭璋编

《全宋词》收录宋代词人1 330余位，词作近 2 万首。各书补

遗之作尚不在以上统计数字之中。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师来

说，要讲好这门课程实非易事。笔者对当前部分高校古代

文学教学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

发现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仍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是在长

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视。需要

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要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批

评，只是想发表一点看法，以期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

云，“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1］，即此之谓也。

一、误区之一:以史为纲，忽视文学原典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以讲授文学史为主，以

分析文学作品为辅。这是解放以后，在考试“指挥棒”的指

引下逐渐形成的教学传统。直到今天，在各种类型的涉及

古代文学知识的考试中，仍以文学史为主。这也是产生今

天古代文学教学重视对文学史的讲授、轻视对文学作品的

分析的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包括

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两个方面。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主

要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内容。学习文学理

论是为了指导文学创作，而学习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是为

了评价与审视文学作品。很显然，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

这些内容虽然很重要，但它们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因

为，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就整

个古代文学结构体系来说，文学作品应占有主要地位，讲授

时也应占据主要课时量。况且，学生们也只有在充分了解

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能对文学史上有关该作品的评价做

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分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文学作

品本身，而仅凭文学史上的观点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话，

那么我们的评价将是非常空洞的，而且是没有说服力的。

目前，许多高校对古代文学的讲授主要以讲文学史为主，而

略讲或者不讲文学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从文学史中汲取

知识与营养。例如，有些学生没有读过《水浒传》，只能对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写作源起、结构体系等侃侃而谈，而

对《水浒传》的具体内容却并不了解。“以史为纲”进行教学

的结果是使学生偏执于对浅层次知识的了解，而不能洞悉

文学原典的真谛。

其次，观点陈旧，非出己意。文学史是当代人写给当代

人看的，其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及艺术特色的分析等都

具有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对同一文学问题所持

的观点或许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

在写文学史时，由于占有资料以及归纳角度的不同，所持的

观点也未尽相同。以“变文”的定义为例，游国恩主编的《中

国文学史》认为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文本”［2］，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转变的底本”［3］，刘大

杰主编的《文学发展史》认为是“讲唱奇异故事”［4］，郑振铎

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和演义一样，把故事再演说一

遍”［5］。如果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以史为主，而忽视对文学

作品的讲授，那么将会使学生失去判断的标准。要么是对

某个观点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对不同观点莫衷一是。由于

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很难提出属于自己

的观点。毋庸讳言，学习文学史其实是学习文学研究史。

今天所谓的文学史无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学研究资料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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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历史。“以史为纲”的教学将使我们越来越疏离文学作

品。与此同时，文学史对各类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会严

重地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理解。

第三，涉猎狭窄，忽视原典。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

国的人文学科呈现了愈分愈细的趋势。文学史教材也由

“涉猎广泛、兼容并包”，转为“深究一艺、不关别类”。内容

精于专，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历来是以

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的形式进行的。“文学史”之名是

晚清以后才出现的。可以说，此前的中国文学是只有“文

学”而无“史”。虽然继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之后，诸家

书目有了“文史”之称，讥评文人之得失，然仅附于“集部”之

末，难登大雅之堂。范晔首创《后汉书》，其中的《文苑传》虽

开辟了正史文人传记之先河，但于文学史不大相干。这种

“大文学”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据复旦大学周兴陆先生考

证，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

士镛于 1906 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6］。其内容乃涉

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延续着广义文学的观念。其纯

文学理论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对各时期文学作

品的脉络加以说明，总体上仍是为阅读文学作品服务的。

而在以后的文学史中，纯文学理论的比例逐渐提高，且逐渐

专门化，最终形成狭义文学史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对文学原典的阅读愈发缺乏兴趣了。

二、误区之二:独学不用，教学目标得不到实际落实

统而言之，古代文学课程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 一

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两

个方面其实都离不开实践训练。人文素养包括人的气质、

情趣、意志、道德修养等，这些并不是靠背诵几首唐诗、宋词

就能得到提升的，还需要深入的精神体验才行。我们学习

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而且要从古圣先贤留给

我们的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陶冶情操，认识生命

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阅读、鉴

赏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

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学习，不应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就古代文学课程教学

来说，不论是人文素养的培育，还是写作能力的提升，都离

不开实践教学。古人立身处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学作品之

中的。通过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我们要使学生明白文学作

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道理，并引导他们将这些道理应用

于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人文素养真正得到提高。以

《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为例，教师除了讲授文章的行文

风格、艺术技巧、人物形象、文体类型以及所记历史事实等

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

章的学习自己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自己从中学到

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帮助”等问题。古

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7］、“文选烂，秀才半”［8］，其实

强调的就是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读的多了，练

习的多了，掌握了各文体的写作规律，写作能力自然就会得

到提升。所以“读”与“写”应该贯穿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

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诗、词、曲、歌、赋、文、

小说等各类文体进行创作训练，把他们变成温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绝古今，对古代文学敬而远之。目前，在高校

仍有相当一部分师生认为，古代文学就是过去的语言文化，

是死去的文本，面对它仿佛有一种距离感，更不用说身临其

境地感受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了; 还有的甚至认为，古代文

学作品的内容于今天毫无关涉与益处，只能用来欣赏。许

多学生感觉自己只是在被动地学习古代文学，而无法融入

古代文学的智慧体系之中。他们很少思考古代文学中所涉

及的某些问题对其自身发展及当今社会有何影响，认为其

虽然博大精深，但所关涉的内容与今日的社会生活相距甚

远，并无实际用处。基于以上认识，多数师生对古代文学持

“敬而远之”的态度。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

为文化之基的中国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是没有古今之分

的。之所以将其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主要

是为了方便研究与教学。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作品和

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古代文学作

品中所赞扬的知耻、守信、气节、伦理、气度等人文精神，同

样也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不应

隔绝古今，更不应将古代文学看作是过去的事情，于我们无

关。虽经世事流转，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

原因很简单，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学

习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在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

的文学作品，无疑将使我们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艺”之

外，于人生、事业、家庭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处。

三、误区之三:避重就轻，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我们不能对其一一进行讲授。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某些教师任意选择篇目进行讲授的借

口，也不应该成为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

重点的理由。事实上，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

学思潮、最重要的文学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学体裁讲解清楚，

使学生对上述内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

着以下两种现象。

第一，驾轻就熟。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而对自己不

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很显然，

这种讲法不能反映整个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学生也得不

到应有的训练。名篇固然重要，而对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学

风貌的赋、玄言诗、宫体诗、诗僧及其作品、笔记文、八股文

等也需兼顾。其实这些作品就像唐诗中的“排律”一样，虽

然数量不多，也非主流文体，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艺术技

巧与历史、文学知识。比如，“四六”文为历代“章表奏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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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体，历经唐、宋古文运动而不衰。在宋代，四六文做的

好可以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对于这

种集智慧与技巧于一身的文体，我们应在古代文学课堂上

进行详细讲解。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技巧训练，

写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为明清科举程文之

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写的那样可怕。作为明清

两代知识分子竞相习作的文学体裁，在我们的古代文学课

堂上介绍一点也未尝不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学的

整体风貌，一方面要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教材，另一方面，要

合理安排课时。即使教材编排有所遗漏，对于这部分内容，

教师也应该适当补充一点，务必使学生有“大文学”的眼界，

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经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轻俗。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多以讲授

各个时期贵族文人所创作的传统诗文为主，可以说是将雅

文学之路一走到底，而对俗文学不大重视。这虽然和历代

流传下来的俗文学作品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

长期以来人们对俗文学持轻视态度所造成的。许多优秀的

俗文学作品难以被选入教材，现行文学作品及文学史教材

中雅俗比例悬殊。雅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学作品却

寥若晨星。这是导致广大师生注重雅文学的直接原因，而

对俗文学不甚措意。雅文学是用精致的贵族化的书面语言

写成的，而俗文学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在

古代文学领域，其实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学作品的整

体来讲，俗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比雅文学少。这从敦煌藏

经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见一斑。雅、俗文学作品

之间也并无绝对的界线。同一文学家，可能既创作雅文学

作品，也创作俗文学作品。南朝民歌转为宫体诗、宋词由宛

约到豪放、宋诗的以俗为雅等，其实就是由俗到雅的转变。

俗文学作品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学作品所无法替

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更加重视历经数百上千年而沉淀

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民歌、史诗、神话、寓言笑话、民间故事、

禅宗灯录、道家语录、词曲、宝卷、小说、杂剧等俗文学作品，

充分发掘其所蕴涵的文献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文物而

束之高阁。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们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

中全面汲取营养。

四、反思

1． 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教学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

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

很深，而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加

大人文教育的力度，这也是高校的理科专业开设“大学语

文”、“艺术欣赏”等通识课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学为国学

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

秦时期，文、史、哲以及艺术之间的界线是不甚分明的。比

如《周易》、《老子》、《庄子》、《墨子》等既是哲学著作，也是

文学著作;《诗经》、《礼记》、《荀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其中

也有大量的关于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的论述;《尚书》、《春

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

著作。而且古代文学不管在作品数量和时间跨度上都大大

超过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和。在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培养国

人的人文素质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反映

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能够超过历史与哲学，但文学所具

有的审美性，更能感染读者。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

质量，小而言之，对于全校人文教学具有示范作用; 大而言

之，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

校古代文学教师的责任可谓重大而艰巨。因此，应加强对

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

2． 应加快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以上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个方面原

因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

先，要编出内容全面、雅俗比例得当、重点突出、应用性强、

有针对性的文学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学教师要有传承与

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整体眼光。“这门课程不应

被当成“史”或“论”来讲解，而应重点讲授文学作品，引导学

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使学生通过阅读感受中国文

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尚的情趣，并

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

学的教学方法。应加强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在

课堂讲授的同时辅以背诵与模仿训练。通过学习和借鉴古

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将其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以达到

“学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应消除白话

与古文、雅与俗的人为界线，同时也应消除贵古贱今、以今

非古、重雅轻俗等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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