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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国文学教学现状
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表示：“我国的外国文学

教学走入了极大的误区，多数教师在课堂上讲思

潮、讲流派……就是不涉及具体文本阅读体验。”[1]

刘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弊端

——忽视文本阅读的重要性。目前，教师多注重对

文学史、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讲解。解读作品

时，教师多因循一种模式：介绍作家生平，简介情

节，总结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很少引导学生深

入文本本身，通过细读文本来归纳总结知识点。复

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强调了文学史教学必须重视对

文本的解读：“离开了文学名著，没有了审美活动，

就没有文学史。”[2]因此，外国文学教学需要重视对

文本的细读，形成以细读文本为主，文学史教学为

辅的科学教学结构。

文本细读是美国新批评派的文学主张之一，指

“细密地研究作品的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它要求

批评家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

联系，包括词语的选择和搭配，隐呈程度不等的意

象的组织等。”[3]作为一种阅读方法，文本细读的起

点和立足点就是直接为教学服务的，目的就是培养

学生面对文学文本的专业审美阅读能力。新批评

的先驱瑞恰兹提出细读法的目的即：“为若干角色

比我们目前的教学方法更有效地提高分辨能力和

提高对于所读所闻的理解能力的教育手段铺路搭

桥。”[4]21世纪，文本细读进一步发展，摆脱了传统形

式主义文本阅读与社会历史语境相脱节的局限性，

进化为新形式主义的一种文本阅读方式，开始将作

者因素、语境因素和读者接受因素等纳入其中，形

成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本解读方式。本文出现

的“细读”即接近于新形式主义的“细读”，因此更接

近该词的中文本意——“仔细的阅读”。

二 文本细读的阅读范式
本文以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为例，

力图探索文本细读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堂实践

问题，并提出几种文本细读的具体阅读范式。

（一）专题研究与文本细读结合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以专题研究为依托，以文

本细读为提供论据的途径来进行深入的文本解

读。本人在解读《包法利夫人》时，采用专题研究的

方式，确立了“解读爱玛的幻想图示与欲望错位”的

专题，并结合文本细读，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了充分

的论据。

首先，进行第一层次的文本分析：从爱情、生

活、伴侣三个角度分析爱玛的幻想图示。爱玛因阅

读浪漫传奇小说而形成的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的品

性被称为“包法利主义”。她耽于幻想，心中已形成

一个既定的幻想图示，这个图示为她的欲望提供了

明确的坐标。“幻想不仅以虚幻的方式实现了欲望，

它的功能更像康德所说的‘先验图示’，幻想构成了

我们的欲望，为欲望提供坐标系。”[5]P39提供理论依据

后，结合文本细读，引导学生分析并总结爱玛的幻

想图示和欲望坐标。

爱情幻想图示：“这东西对她来说就像一只玫

瑰色翅膀的大鸟，飞翔在诗意的美丽的天空中。”[6]

“爱情应当骤然而至，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仿佛九

霄云外的狂飙，吹过人世，颠覆生命，席卷意志。”[6]P96

“玫瑰色”、“诗意”、“狂飙”这些词的色彩和属性暗

示爱玛欲望的爱情是浪漫、奇幻，充满激情的。

生活幻想图示：“在她眼里，巴黎比海洋还大，

笼罩在玫瑰色的云雾中，……他们过着一种超越世

俗的生活，傲然于天地之内，翱翔于风雨之中，带有

外国文学教学中文本细读的课堂实践探索*
——以《包法利夫人》为例

陈香玉
（绥化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黑龙江 绥化 152000）

【摘 要】重视文学史知识、忽视文本细读是外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严重弊病。外国文学教学需重视对文本的细读，形成

以细读文本为主、文学史教学为辅的科学教学结构。以《包法利夫人》为例，文本细读的课堂教学实践可以采用三种不同的阅

读范式：专题研究与文本细读结合；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与文本细读结合；以关注细节为切入点进行文本细读。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文本细读；《包法利夫人》；阅读范式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1-0147-0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3卷第1期

2011年3月

Vol.23，NO.1

Mar.，2011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1.01.002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

几分神奇的味道。”[6]P57“他们”指贵族，爱玛加在贵族

身上的形容词有：“超越世俗的”、“神奇的”，动词有

“傲然”、“翱翔”，这些词透露出爱玛对贵族及其生

活方式的美化和神秘化，暗示她渴望过上一种经主

观美化而显得超凡脱俗、自由不羁的上流贵妇生

活。

伴侣幻想图示：“他可能很漂亮、聪明、有地位

……”；“假如哪里有一个既壮实又漂亮，生性勇敢，有

细腻多情，有诗人的情怀，又有天使的外貌……”[6]P44

“漂亮”、“壮实”、“天使的外貌”是对伴侣外表的幻

想，而“勇敢”、“细腻多情”、“诗人的情怀”则是对伴

侣内在素养的期待，“有地位”则暗示理想伴侣的社

会地位和阶级归属是贵族绅士而非平民百姓。由

此可见，爱玛欲望的伴侣是一位内外兼具的优秀贵

族绅士。

其次，进行第二层次的文本分析：从爱情、生

活、伴侣三个角度分析爱玛的现实生活图示。经济

地位和婚姻状况决定了爱玛的幻想图示必然遭遇

残酷的现实。现实爱情图示：爱玛用“例行公事”来

形容夏尔表达爱情的方式。现实中的爱情“就像吃

完一顿单调的晚饭之后，人们照例准备吃点心一

样”平淡无奇，沉闷单调。现实生活图示：现实中的

爱玛只能与“这些愚蠢的小市民”一起过着庸俗平

凡的小市民生活，丝毫不能超凡脱俗，“傲然于天地

之内”，“翱翔于风雨之中”。现实伴侣图示：爱玛的

丈夫夏尔是一个平庸的乡村医生，“谈话就像人行

道一样平板，内容平庸……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什

么也不能教你，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6]P126他没

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没有卓越的外表，更缺乏深邃

的内涵。

最后，进行第三层次的文本分析：分析幻想图

示与现实图示分裂、矛盾的深层原因：爱玛的幻想

图示及其体现的欲望坐标与她的现实身份发生了

错位。简言之，爱玛的欲望与现实身份不符。爱玛

的欲望和幻想图示都来自于他者——修道院学校

的贵族同学和浪漫骑士小说中的贵妇人。精神分

析学家雅克·拉康认为：“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

望；人的欲望与他者的欲望相同；人所欲望的就是

他者所欲望的。”[7]教师提供理论依据后，引导学生

细读文本找出证据：“他可能漂亮，聪明，有地位，她

在修道院时的老同学没问题都是嫁的这样的人。

她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她们会住在城里，街

上车马喧闹，剧院里人声鼎沸，舞厅灯火辉煌。”另

外，在成长旅程中，爱玛阅读了大量浪漫骑士小说，

这些小说使爱玛幻想自己是古堡中的贵妇人，盼望

着英俊骑士骑着黑色骏马从旷野深处奔驰而来。

爱玛的欲望不是自发的，而是来自于“他者”，爱玛

的同学和小说中的贵妇人即拉康所说的“他者”，爱

玛所欲望的爱情和生活正是他者所欲望的。爱玛

的欲望是贵族阶层的欲望，然而她的现实身份则是

小市民，欲望与身份的错位注定了她的悲剧人生。

（二）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与文本细读结合

教师提供批评方法和理论视角，学生以此为依

据进行文本细读。本人提出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

《包法利夫人》，并明确了解读的具体切入点——男

性视域中爱玛的身体，引导学生找出文本中有关爱

玛身体描写的片段，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文本片

段。

学生发现文本中爱玛的身体是叙述所注视的

对象和焦点，但她的身体缺乏形象上的完整性，破

碎成局部或转喻为饰物。文本中几乎没有对爱玛

的详细肖像描写，她的身体形象只是支离破碎地、

印象式地呈现在三位男性人物的视域中。例如，鲁

道尔夫视觉下的爱玛是这样的：“牙齿长得美，眼睛

黑黑的，脚也很小巧，模样儿就像巴黎女人。”莱昂

“在她肩上看到‘出浴妃子’的琥珀肤色；她有着封

建贵族女子修长的腰肢。”[6]P259“她的指甲白得使夏

尔吃惊，晶莹有光，”[6]P15此外，学生还能从叙述者口

中找到关于爱玛身体的一些零碎细节描写，它们同

样是吉光片羽的，如“棕色的眸子”、“黑油油的睫

毛”等，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身体的呈现。只有在

死后，作为一具尸体，爱玛的身体才以完整形象呈

现：“被单从她的胸前倾斜下来，直到膝前，然后又

上升，直到脚趾尖。”[6]P326

然后，向学生阐述相关的女性主义理论：身体是

性别权力支配与斗争的领域，女性身体是父权制权

力凝视与规约的对象与客体。“视觉领域——更确切

地说，位居现实主义叙述中心的视觉领域里的身体

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窥视癖，在注视中的性欲投入，传

统上被界定为男性的，其对象是女性的身体。”[8]P148在

父权制文化的视觉领域中，女性身体沦为男性主体

窥视的欲望客体。女性身体被抽空了精神内核与主

体自我，沦为纯粹的欲望对象与他者，呈现为一堆支

离破碎的肉体碎片。由此引导学生运用上述理论解

读文本片段，并得出结论：“爱玛·包法利没有身体

——没有她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是看她的男人们

社会性的、幻想性的建构。”[8]P114爱玛的身体始终处于

被三位男性人物注视的位置，而观看与被观看者之

间通常有一种欲望关系，这意味着爱玛的身体是男

性人物欲望的对象。在三位男性人物充满欲望的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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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下，爱玛的身体不可能得到理性层面的认识，她的

浪漫情怀和理想追求不可能被理解——她的身体和

精神世界都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

（三）以关注细节为切入点

著名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在讲授《包法利夫

人》时，设置了一些关于文本细节的问题供学生思

考，如：爱玛读过哪些作品，描述爱玛的穿着、发型

和外貌等。以关注细节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寻找文

本中反复出现的词汇、意象、场景等，经过系统地归

纳分析必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在《包法利夫

人》的课堂实践中，本人抓住文本中两个重要细节

解读爱玛的悲剧命运。

第一个重要细节是文本中多次出现的“雪茄烟

匣”意象。雪茄烟匣是爱玛在安戴维里叶侯爵家参

加舞会后离开时意外拾到的物品：“四周滚着绿缎

子边，中间有家族的徽记，形状像高贵马车的车

门。”[6]P54精致的做工和独特的装饰，以及特殊的徽记

都暗示这个烟匣高贵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很显然，

它是上流贵族特有的生活用品。“夏尔不在家时，她

常从衣柜里把她藏在内衣里的绿缎子雪茄烟匣拿

出来。她瞧着它，把它打开，甚至嗅嗅里边那种马

鞭草夹烟丝的味道。”[6]P55从爱玛收藏匣子的谨慎和

把玩匣子的专注，可以看出她对匣子倍加珍惜，充

满好奇。烟匣不仅仅是具体的物品，它的特殊身份

已经使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象征爱玛所欲望着

的生活方式——上流社会贵族生活。

第二个重要细节是文本中三次出现的“瞎子乞

丐”意象。爱玛和莱昂幽会回来的路上，瞎子乞丐

第一次出现：“在跟着马车跑时他唱着一首小歌：明

艳艳的太阳热烘烘，小姑娘做着爱情的梦……”[6]P261

瞎子的歌声震撼了爱玛的灵魂，她不禁怀疑自己所

谓的爱情不过是一场虚空的梦，不由地“沉浸在忧

伤中”，“心就像死了似的”。爱玛服毒自杀，奄奄一

息时，瞎子乞丐第二次出现：“突然人们听到人行道

有木头鞋的响声和拐棍柱地的声音，一个沙哑的喉

咙唱了起来：明艳艳的太阳热烘烘，小姑娘做着爱

情的梦……”[6]P322如果说上一次瞎子的歌声只是震

撼了爱玛的灵魂，那么这一次则是让她彻底惊醒：

“这是瞎子，她叫道。爱玛开始笑了起来，这是一种

凶野的癫狂的绝望的笑。”瞎子乞丐第三次出现是

在小说结尾，药剂师鄂梅为了保住声誉，将自己没

能成功治愈的瞎子关进拘留所。反复出现的“瞎子

乞丐”与爱玛的悲剧形象密切相关。其实，爱玛在

精神上就是一个瞎子和乞丐。她被子虚乌有的爱

情幻想蒙蔽了双眼，是一个心灵的瞎子。她一心向

往并追求浪漫脱俗的爱情和生活，却一步步陷入肉

欲的泥淖，沦为情欲的奴隶。因此，在精神层面，爱

玛又是一个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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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hasis on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history，as well as ignoring the text-reading is a defect in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This paper，taking Madame Bovary for example，seeks to explore the text-reading in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class practi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specific text-reading paradigms：the case studies
with text-reading for support，western literature theories combination of close reading and attention to detail as the
entry point to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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