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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小学的语文学习中，我特别感激我的几位语文教师，是他们激发并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美好情
感。
 大约是1985年的秋天，新学期伊始，第一堂语文课，从教室外面走进一个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很精神
的小伙子。
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并没有带一本书，只是手里拿着几支粉笔。
上课铃响了，他似乎也没有说话，只顾自己在黑板的左右两侧写下两首同名的词，题目是《钗头凤》
，作者是陆游和唐琬。
 直到抄写完毕。
他才告诉我们他是谁。
正是在这堂课上，我们不仅阅读了两首宋词。
我们还知道了离家乡不远处的水乡绍兴，知道了古代的沈园，知道了与这个美丽的园林相关的关于陆
游和唐琬的故事。
那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多少年都使人难以忘怀。
也正是在这堂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绍兴不仅有陆游和唐琬的沈园，有鲁迅的三味书屋。
还有徐文长的青藤书屋，王羲之的兰亭。
 多年以后，我真的来到了绍兴，站在沈园的那面墙下，重新阅读镌刻在墙上的那两首词，我首先想到
的是这位可敬的语文老师。
 是他在多年前的那节语文课上，用文学，通过想像力和情感，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一粒种子。
这是一粒梦想的种子。
这梦想的种子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
它发芽、生长、开花，对远方充满着与日俱增的期待。
这梦想像树一样生长，使我对远方，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还记得中学时得到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漫漫的被阳光染得火红的沙漠，在沙漠中间有同样被染红了
的一匹马和骑在马上的人。
卡片的下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地深入我的心：“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我想，我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但是，我至少应该感到满足：我有自己的梦想，并始终
为这种梦想而努力。
这总比活着但没有梦想要好。
 我想说：这正是文学的力量。
 我们学习文学，并不都是为了成为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而是文学中确乎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
这种力量与想象有关。
与情感有关，这种力量能够感发我们的生命。
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这种力量都至关重要。
 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正面临着重大的变革。
 就某种意义上说，语文教育就是国语教育，亦即母语教育。
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胡适有个很有名的论断，即“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 。
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算得真正的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
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①胡适出于当时的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需要，将“国语”特指与古代文言文相对应的现代白话文
，他认为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他认为“有了文学的国语”才算得上
“真正的国语” ，说“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
胡适的话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这“国语”现在可以看成是“ 母语”的同义词，而文言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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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分别是它的两个系统。
那么，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国语”教育或者说是“母语”教育的关键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国语”教育。
套用胡适的表达，我们也几乎可以说，语文教育“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
，便不能发达”。
文学教育至少可以说是中学语文教育最为重要的部分，那种所谓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如果不与
文学教育结合起来，至少是一种落伍的教育观念。
因此，本书的目的即是为中学语文的文学教学提供一种入门性质的导论。
 本书故意避开了对文学的定义、文学文体（诗、小说、散文）的定义烦琐的历史考证与难免独断的顾
此失彼的结论，而是将之作为不言自明的约定俗成的某种东西，从分析其要素出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去形成自己的结论。
 作品与阐释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本书涉及到各种文体的理论时，有个基本的原则，是从作品中学习理论，而不是在理论下学习作品，
也就是说，作品在这儿不是理论的例证，相反，理论更像是对作品的某种理性的分析与升华。
 这样，对中学教师来说，本书可能为分析文学作品提供某种可资操作的借鉴。
本书特意在诗、小说与戏剧三个专题的最后一部分摘录了一部分关于此类文体的评论，以弥补理论上
的缺陷，以期与本书论述的内容构成某种有益的互补关系。
 本书的意图是提供一种简明的关于文学的理论与作品分析的示范，当然，这是入门性质的导论，其目
的在于使读者在理解文学的要素的基础上学会更好地欣赏与享受文学所带给我们的愉悦。
这种愉悦在文学的教学中应该具有相当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文学的快乐作用经常被我们放到次要的地位，而文学的教育作用则片面地得到强调，那古老的“寓教
于乐”的教诲其实在文学教育中仍然有得到提倡的必要。
 本书的一个出发点是如何通过分析文学语言来理解文学作品的美学效果和思想内容，这与那种旨在将
文学作品视为语言学材料与社会学材料进行阅读是不同的。
将文学作品视为语言学材料，就意味着以发展语言学理论为目的，“在研究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和
改进相关语言学模式，仅注重语言学描写本身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不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效
果”①。
将文学作品视为社会学材料，就意味着以验证社会理论为目的，在研究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文学作
品所体现的社会学意义，仅注重语言描写本身的内涵，而不考虑作品的美学效果。
阅读文学作品就某种意义上说即是阅读文学语言，理解作品，即是理解作为文学存在的基础的语言，
文学阅读与欣赏需要从文学语言中找到根据。
 书中涉及的文学作品的例子，本来是想限定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课文之内，随着写作的进展，发
现有许多教材课文的选文并不理想，而且，随着新的课程标准的颁布，随着多种新教材的出现，选文
肯定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学教育将会触及更多精美的文学作品。
因此，我采用一种折衷的方式，即一部分作品是现有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已经选入的文学作品，而另一
部分作品是没有选人的，但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在中学教育中使用的比较好的文学作品。
因此，这种选文的目的既是着眼于将来的，也是着眼于培养如何阅读文学作品举一反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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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课题在现有文艺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基
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等进行审视，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外国在文
学教育方面的经验，以解决我国中小学文学教育所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是多卷本的系列著作。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思路与方法。
其次，这些成果适用于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工作者，包括各级教研室的教研员和高校语文教育
学专业的教师、研究生。
另外，这些成果也适合研究文艺学和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员阅读，因为这些成果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
领域和研究方法。
《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作品与阐释：文学教学引论》是系列之一，主要研究了文艺学
和中小学文学教育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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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什么是文学一、文学的故事二、文学与人文三、文学的“无用之用”四、文学与情感第二
章 语言与意蕴一、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二、口语与文学语言三、意蕴及其解释第三章 诗、抒情与修
辞一、诗与抒情二、诗的外形三、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四、反复五、意象六、想象七、比喻八、象征九
、关于诗的评论第四章 小说与叙事一、作为叙事文的小说二、叙事与真实三、人物四、事件与情节五
、环境六、叙事时间七、叙事视角八、关于小说的评论第五章 戏剧一、作为表演的戏剧与作为文学的
戏剧二、戏剧要素三、中国古代戏曲四、西方古典悲剧与喜剧五、现代戏剧六、关于戏剧的评论结语 
文学经典和文学的未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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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的人文性与其人文学科属性息息相关。
人文学科在西方是人类社会三大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一的综合性学科，主
要指以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科科系的学科，通常包括文学、语言、艺术
、历史、哲学等领域。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无论是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方法和目的，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研究自然现象，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研究人类自身和由人类组
成的社会。
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比较外在带有物质性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经济学研究
；而人文学科研究的是比较内在的关于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的，与心灵世界、精神现象相关的问题
，如宗教学、文艺、文艺理论、哲学和历史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来看，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大多建立在“定量化”和“经验性” 的
科学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它们也研究人，但研究的仿佛不是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如用讽喻性的话讲，
人是作为机器与数字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的：而人文学科则是评价性的学问，其根本的研究方法是情
感性的体验。
是非实证的价值评价。
从研究目的来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获得根据一定的历史理性看来是合理的某种知识
：而人文学科的研究目的是在获得知识的基础上获得对人性的理解和体验，如文学艺术、美学、哲学
和宗教等，它考虑的是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所以，其最终指归是人本主义，在这里，个人的欢乐和痛苦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力量的。
总的说来，正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我一它”关系，人文学科处理的
是 “我一你”关系。
在“我一它”关系中，研究对象（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是作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只有在
“我一你”的关系中，研究对象才获得了活的生命。
这时，主体和研究对象是一种情感上息息相通的交融关系。
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人性因素才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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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作品与阐释：文学教学引论》从文艺学宏观理论方面对中
小学文学教育进行阐释，主要分析文学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从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语言学、文艺文化学、文艺社会学等视角来关照中小学
文学教学。
这对于目前中小学文学教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
从理论意义方面来看，对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与方法，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对文学教育的作用等方
面都会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从现实应用价值来看，目前的中小学文学教育正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
而这些研究成果会为目前的改革提供直接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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