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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精神

搭建古代文学贯古通今之桥
!!!$国学热%下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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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古代文学由于历时久远"同当代人在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上都有着巨大的隔阂$如何激发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

习兴趣"笔者以为就是要以0历史眼光1和0现实精神1将古代文学的学习同学生所处的时代和意识0推近10拉远1"并在其间建

立起一种0沟通1机制"在0推近1融入"和0拉远1审视中逐渐消除学生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学习障碍"取得良好的学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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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正在加大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

领域中的分量与比重"教育部也早在
!"#'

年就印发

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

#

*

"各地

中小学普遍增开了0国学1课"而与这门课程关系密

切的中国古代文学更是要有与时俱进的课程理念和

积极姿态"在课程教学中渗透相关的内容与意识"以

期获得与中小学0国学课1的有效对接$中国古代文

学对于当代人来说已是历时久远的的0过去式1"且

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因而在许多人眼里早已成为

了0故纸堆1"同当代人在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上都

有着巨大的隔阂$的确"无论是它的语言表达+形式

技巧"还是它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礼仪习俗"乃至

它所蕴含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与当代的现实生

活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加之它时间跨度大"题材内

容丰富"又依附于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且

根系发达"牵联广泛$因而学习古代文学"既要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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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窦春蕾#以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精神搭建古代文学贯古通今之桥

古代文论+古代汉语等的相关知识"又绕不开对古代

历史+哲学等相应内容的了解$所以"不少学生望而

生畏"失去了学习的勇气和兴趣$再加上现在的大

学秉持开放办学的宗旨"学校不再是远离社会的0象

牙塔1"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意识也早已侵入大学"

浮躁的风气也在大学弥漫"这些都加剧了学生学习

古代文学的畏学厌学情绪$这样的境况对古代文学

教学造成了不小的难度和考验$因此"如何用0历史

的眼光1和0现实的精神1去激活古代文学"将0死1的

文本还原成鲜活的生活"让古代文学同现实生活和

学生的精神世界相0对接1"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所谓0历史的眼光1和0现实的精神1就是要将古

代文学的学习同学生所处的时代和意识0推近10拉

远1"并在其间建立起一种0沟通1机制"既可以0推

近1融入"又可以0拉远1审视$0推近1融入可以让学

生尽可能无障碍地真切感受古代文学产生的社会时

代氛围和思想文化土壤"以古人的眼光和立场去理

解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0拉远1审视则可以使学生

在解除现场关切后冷静理性地认识古代文学的种种

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向"分析其作品深层次的思想艺

术内涵"并在沟通古今+联系物%古代文学&我%学生&

的近看远观中不仅0识得庐山真面目1"而且还在古

今思想文化的对比中找寻彼此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从而认识古代文学对当代社会生活和学生自身人文

素养提升的意义和价值$简言之"0历史的眼光1就

是尽量站在古人的立场+以古代的思想观念去看问

题"而0现实的精神1就是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以当代

的思想意识去看问题$

0历史的眼光1和0现实的精神1要求我们首先要

在精神思想上进入古代"和古人打成一片"并尽可能

放弃自己的当代意识$当我们化身为0古人1"在古

代文学中0穿越1到了古代"我们便可以更深刻地理

解古代文学中的特定情感与思想了$之后"我们再

回归现实"恢复我们的当代意识"跳出古人精神思想

的圈子"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在古今对比中深化认识

和感受$如古代的送别诗"除了一些生性乐观豪迈

的诗人和处在人生巅峰状态的诗人之外"他们的送

别为何总是充满了一种挥抹不去的痛苦与惆怅"甚

或0黯然销魂1生离死别的绝望2 生活在当代的学生

对此感到非常困惑$离别虽然也使他们伤感"但绝

不会难过到黯然销魂+泣血锥心的地步$这是因为

就普遍情况而言"首先古代的交通和通讯不发达"日

常生活不便利"人们外出求职+求学或谋生都要面临

很大的风险"时间漫长"意外频发"路途艰辛"一旦遭

遇伤病或不测"不仅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救助"而且

也不能尽快告知亲人朋友"往往呼天不应"叫地无

门"异常绝望$其次"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宗法家族

的社会观念不重个体"加之集权统治的思想意识"个

体的权利意识和尊严价值被剥夺践踏"即使位极人

臣"命运也不由自己掌握"一旦离别家人朋友和故

土"往往就像断线风筝般处在漂泊流浪的人生状态"

看不清前途"找不到归宿"故而苦痛不已$再次"古

代的行政管理粗放低效"离别外出之人就像0沧海一

粟1"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安全感+存在感也

降到了最低"更何况时时还会有的0独在异乡为异

客1+0断肠人在天涯1的凄凉感$

反观当代"交通和通讯的便利+经济的发达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不仅极大地缩小了时空的距

离"把地球变成了村落"而且可以随时随地相互联系

沟通"甚至通过视频面对面聊天"可谓0天涯咫尺1$

现代社会平等+法制+民主的思想意识使人人平等"

个体生命获得了极大尊重和保护"每个人都可以拥

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对于

民众的服务意识和手段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同古代

有着天壤之别$只要是在政府有效掌控下的地方"

各种灾害和意外的风险已被降到最低33凡此种

种"当代人面对离别自然就会淡然处之"不会有巨大

的情感心理波动等过激反应"更不会将之与生死划

上等号$这一切并不是现代人情感冷漠"关系疏远"

实在是社会的发展进步使然$

明代著名的传奇戏,牡丹亭-"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不仅对于杜丽娘因情感梦"又因梦而死"最终由

死复生的的奇幻情节感到不可思议"也无法想象,牡

丹亭-在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引起的无

数青年男女的共鸣$据载当时有娄江女子俞二娘"

0酷嗜,牡丹事-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

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1

)

!

*

%汤显祖,哭娄

江女子二首4序-&!杭州女伶商小伶"因演,寻梦-

出"唱至0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

见1"泪随声落"气绝而殒)

&

*

!广陵女子冯小青读,牡

丹亭-后"作绝句一首#0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

,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21未两

年"幽愤而卒)

'

*

$更难以理解封建卫道士们所说0此

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33其间点染风流"惟

恐一女子不消魂"一方人不失节1

)

E

*之类的评论$

对,牡丹亭-的种种理解障碍"主要就在于时代

和思想艺术的巨大反差和隔膜$首先要让学生了解

,牡丹亭-所产生的文化土壤$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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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程朱理学打着0存天理"灭人欲1的旗号"将人

类一切正常的情与欲都打入另册"牢牢地禁锢起来$

0以理杀人1的刀子不止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看看

当时的节妇榜就可知道"更可怕的是还将更多的人

从精神+思想到情感+肉体都深深地拘押在理学的囚

牢之中$杜丽娘就是其中受压迫最深的典型代表$

她被父母和家庭打着负责和关爱的名义拘束在小小

的宅院中"行动+思想+生活均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

甚至被剥夺了亲近大自然和表达正常欲望的机会"

游园需瞒着父母"中午打瞌睡会遭受母亲呵斥"衣裙

上绣一点花鸟图案也会招来大惊小怪的指责"从小

到大接触的人没有超过四个"她简直就是在长期0圈

养1中孤独地长大"她的精神和情感对于温情和关爱

渴望到了极点$就像一个长期在极度干渴中跋涉于

沙漠的人"一丁点的雨露都会使她格外珍惜"甚至不

惜用生命去争取$故梦中的情人和情爱自然会让她

以一种誓死捍卫的惨烈方式来寻找"而这种方式却

在当时和后世众多青年男女的心中激起了巨大反

响"乃至于上演了一幕幕现实版的因情而死和感梦

而亡的悲剧$这也恰恰说明了,牡丹亭-所具有的强

烈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正是它激荡人心的魅力所

在$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封疆卫道士会如

此言辞急切地抨击这部0诛心1之剧了$

其次"应引导学生认识时易世变后的今天对这

部戏的重新认识$将,牡丹亭-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

0标本1"来反思它对于当代文化思想的意义$如今"

杜丽娘悲剧的社会土壤已彻底废除"人们在身心两

个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

人生理想去作出种种选择$当我们享受着着前所未

有的权利和幸福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记得在几百年之

前人们曾无缘这一切并为此艰难奋斗"而且更要好好

珍惜今天这些得之不易的人类文明进化的成果$

先秦诸子百家的说理文"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

的起源"虽说距今已三千余年"但其中蕴含的人文思

想的光辉依旧灿烂夺目"如儒家的民本思想"道家的

自然观念"法家的法制意识+墨家的兼爱精神等等"

不仅在当时为人们拨云见日"开启了智慧"在今天仍

然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思想"是我们永远的精

神文化财富$就拿孟子所阐述的民本思想来说"那

种以民为邦国根本"反对暴政虐民"反对战争害民"

赋予民众一定的申诉权"重视民众实际利益"强调民

众的生活权和教育权的观念"即使放在今天都不过

时$尤其是孟子关于0王道政治1中不仅要0制民之

产1%物质文明建设&还要0谨庠序之教1%精神文明建

设&的观念"以及农业生产+家禽家畜饲养+树木砍

伐+江湖捕捞等等若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均需按照自

然规律办事的思想"都与我们今天的施政理念和政

策措施如出一辙$当然"其中也有本质的区别"那就

是孟子是站在具有森严等级的社会形态下统治阶级

的立场去表态的"尽管明智"但摆脱不了自上而下

0俯视1民众的视觉误差$而我们今天虽有类似的表

述"但社会形态和人民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民主和平等的意识形态已从根本上改写了民本

思想"从而也使孟子当年关于王道政治的理想蓝图

在今天得以真正实现$

法家的法制意识"在树立国家制度的权威性和

约束力"提高行政管理的能力和功效"让人们的日常

思想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懂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

进步$我们还要认识到"先秦的法制思想所标榜的

以法治国"完全是站在等级分明的社会中统治阶层

的立场阐释的"是为了捍卫最高统治者的权益$为

此"他们甚至强调要将法+术+势相结合"以确保统治

者的最高权利和长久统治"并且也在实际中为建立

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我们

今天所所倡导的法律概念+弘扬的法律精神则是建

立在民主+平等的立场上"是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的利

益而制定的"因此同先秦法律在本质上有着重大

差别$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教学所体现的0历史的眼

光1和0现实的精神1"不止是要在学习时能够入乎其

内+出乎其中"更重要的是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建立

起古代文学和当代生活以及学生之间不同的文化语

境下的0沟通机制1"使学生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

中"不仅能够解析出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人文思

想的精华"还能够溯源探本"找到其与当代文化精神

和思想观念的契合点"并贯通古今"最终以宏观的视

野和微观的认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发

展脉络"以及它们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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