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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是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如何继承并且发扬文学中的精髓是每一位致力于

古代文学教学的人所应该着力关注的问题。古代

文学属于那个已逝去的遥远时代，它是历史的，但

每一个阅读文学、解读文学、接受文学的人又是当

下的，所以它又是现代的。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

的，但又具有共时性，因此必须从这两个层面去构

建古代文学的教学。一方面把文学还原在历史的

场境中去解读，尽可能的还原古代文学以本来面

目，解读其真情真意。另一方面从文化反思和人文

关怀的角度, 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

力求为当代大学生的人格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东

西。前一个层面是基础，后一个层面是目的，在认

知古代文学的基础上，架通历史与现代的桥梁，让

历史与现代对话，以古鉴今，弘扬民族精神。

一 古代文学的历史还原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 是

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

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

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

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

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

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

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

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

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

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

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

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

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

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

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

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

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

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

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

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

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

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

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

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

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

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

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

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

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

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

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

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

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

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

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

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

加生动和深刻。

（二）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

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

历史与现代的对话*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断想

高 萍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古代文学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共时性，因此必须从这两个层面去构建其教学：一方面把文学还原在历史的场

境中去解读，尽可能还原古代文学以本来面目，解读其真情真意。另一方面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

的契合点,力求为当代大学生的人格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前一个层面是基础，后一个层面是目的，在认知古代文学的基

础上，架通历史与现代的桥梁，让历史与现代对话，以古鉴今，弘扬民族精神。

【关键词】古代文学；历史还原；现代意义；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1-0020-04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4卷第1期

2012年3月

Vol.24，NO.1

Mar.，2012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2.01.005



第1期

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

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

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

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

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

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

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

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

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

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

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

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

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

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

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

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

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

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

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 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

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

《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

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

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

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

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

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

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

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

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

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

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

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

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

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

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

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

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

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

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

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

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

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

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

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

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

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

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

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

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

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

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

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

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

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

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

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

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

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

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

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

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

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

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

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

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

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 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

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

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

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

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

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

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

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

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

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

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

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

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情感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鲜

明特征，对文学艺术的审视，是一种对于生命情感

形式的审美心理沟通和潜在的审美心灵对话的欲

求和愿望。 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人类真挚而复

杂的情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相思，有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好之情，有“知我者谓我

高 萍：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断想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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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沧桑之叹，有仰天大笑的

傲岸，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孤独与哀愁，有小桥流

水人家的温馨，有杏花春雨江南的雅致闲情，有“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定。多年来的应试教

育强调得最多的是认识世界，而对情感、生命等人

性维度比较漠然。使原本生意盎然，富有生命活力

的文学变的支离破碎，成为了字词的解释、层次的

划分、写作特点的分析，结果导致学生如同流水线

上下来的产品，变得心灵枯竭、感情荒芜、忽略了生

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应该以美的眼光审视古代文

学作品，领悟其中所包含的绚烂多彩的情感、崇高

的生命活力。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能成为千

古至文，在于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志不可得而年命

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

谁不有别离？这是人生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因而能

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无时无处不引起人的普遍共

鸣。古代文学的教学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技能，还

在于用教师的激情调动学生的热情让学生用心体

味其中的真情，珍惜真情，回归真情，丰富我们的精

神生活，从文学这个“间接的世界”去获得未来生活

的热情和信心。叶嘉莹说：“我国古代诗歌有一种

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

河一样不停息的传下来，一直感动着千百年以来的

人们，这才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宝贵，最可重视的

价值和意义所在。”[2]

（二）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

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

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

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

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

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

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

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

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

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

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

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

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

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

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

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

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

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

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

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

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

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

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

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

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

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

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

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

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

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

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

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

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

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

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

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

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

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

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

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

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

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

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

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

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

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

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

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

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

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

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

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

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

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

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

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

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

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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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

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

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

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

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

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

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

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

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

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

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

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

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

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

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

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

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

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

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

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

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

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

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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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Thinking
about How to Teach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GAO 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Shaanxi 710065）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has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bout from two
aspects in teaching the ancient literature：on the one hand，the literature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original ancient culture in order to interpret its true meaning as much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are and spirit，we should look for meeting point betwee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modern life，helping us build ideal personality. The previous aspect is basis and the latter aspect is
goal. If we have cognized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literature，our national spirit can be carried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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