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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在消费主义意识影响下, 文学经典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使文学经典重现魅力, 重获活力,

首先要与  狼!共舞,在大众文化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两级寻求价值互补; 其次是用审美标准统摄  文学经典 !与

 文学史经典!的教学; 最后是重新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在文学经典教学中体现当下关怀与创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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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意识正以席卷一切之势侵入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对于文学教育而言,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文学

经典的边缘化。不少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发现, 现在的大学生

少有喜欢文学经典的, 有的甚至基本不读文学经典。影视

剧、网络文学、畅销书、休闲杂志才是他们追捧的对象。产生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是经济、文化大势所趋, 也是

多年来文学教学自身缺失酿成的一个苦果。本文拟从文学

教学自身反省的角度谈几点看法,重点说说文学经典如何重

现魅力、重获活力的问题。

一 � 与  狼!共舞:在大众文化意识和精英文化

意识两级寻求价值互补

大学生对经典的淡漠与对时尚的追捧实质上是精英文

化、大众文化的选择问题。精英文化追求理想、崇高、思想深

度、终极价值、纯粹审美等, 大众文化则是欲望化、享乐化、平

面化、通俗化。两种文化各有其特色、范围、优势、局限。文

学经典无疑归于精英文化旗下, 是文学教学中最基本、最重

要的内容。文学经典一般指获得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教育机

构公认的具有较高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它们

往往是某一时代文学成就、审美理想的标志与典范 ,是那些

经受了时代淘洗、历史沉淀的作品。阅读文学经典对于滋润

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培养审美感受力和审美悟性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众文化以欲望为旗帜, 以虚拟的满足为

策略, 以雅俗共赏为特征, 对大众的灵魂焦灼施以温情的抚

慰, 故此获得大众的青睐。但是它把欲望等同娱乐, 再把娱

乐等同于文化、审美, 混淆了生活与文化、审美的边界, 以至

于  思想从对话中退出、历史从家史中退出、精神从肉体中退

出、友谊从公关中退出、理性从感性中退出∀ ∀作者陶醉于

#过把瘾就死 ∃ ,读者满足于 #过把瘾就吐 ∃ , 作品定位于 #过

把瘾就扔 ∃ !。[ 1]

随着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 ,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 文学

经典观念日趋淡薄, 经典作品遭到颠覆、解构 ,文学教育中经

典作品受到冷遇, 处于边缘状态。这种状况只能表明文学经

典严肃的命意、深邃的思想、崇高的美学品格以及艺术原创

性的追求与今天普遍的追求感官刺激、追求轻松享乐的文化

消费风气不合拍,但是并不说明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文学经

典了。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 文学经典本身与文学经典教

学究竟在哪里错过了大众? 错过了今天的青年?

著名学者潘知常认为:  传统文化、审美的对于欲望的拒

绝, 事实上已经完全超出了文化、审美本身的真实, 也不止是

一种超然的审美趣味, 而已经是一种文化特权、美学话语。!

这种话语  具备了超越性, 却没有了现实性; 使自己贵族化

了, 却又从此与大众无缘;走向了神性,却丧失了人性。! [ 1]其

结果, 对欲望的剥夺就是对生命的剥夺 ,对神性的绝对肯定

就是对人性的莫大蔑视。潘知常先生的分析应该说点中了

不少经典的穴 ,不承认享乐的合理性, 不承认人有权利为自

己活着, 把普通的人性抬高到超凡脱俗的神性, 自然不会被

普通人认可。  红色经典 !中的英雄形象、集体主义赞歌、爱

国主义情怀不都是现代版的  存天理, 灭人欲!之类的神话

么? 在文学教学中, 如果我们不用怀疑的、理性审视的目光

认识经典、评析经典, 剔除其反个性、非人性的一面, 并且客

观地分析其历史成因, 而是从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出发,

只注重发掘经典文本服务政治、服务社会、进行思想教育的

功用, 那么,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教育就必然走向死胡同。面

对大红大紫的大众文化, 教育者不能只是恐惧和惊呼  狼来

了!,而应细心研究大众文化何以会俘获如此众多的人心,它

的魅力究竟何在,最后达到  与狼共舞!,扬其长补其短。

105

第 13卷 � 第 3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 o.l 13 No. 3
� 2008年 6月� JOURNAL OF HUNAN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 IAL SC IENCES EDITION Jun. 2008

� 收稿日期: 2007- 12- 29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立项课题  高师语文教育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 07C168)
作者简介: 陈润兰,女, 湖南蓝山人,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 � 审美统摄:  文学经典 !与  文学史经典!的

教学原则与技术处理

我们知道, 经典是一种沉积和选择的传统。经典的萌生

和成型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历史

主体、不同的历史时空、不同的评价标准共同参与了经典的

构造。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典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在发

展, 文化在变迁, 文学的精神、文学的媒质也在不断发生改

变。这就告诉我们,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 要抛开静止的绝

对的观念和专断的态度,转而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辨证的、

开放的、宽容的态度与受教育者对话。

在高校文科的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 教师们最感困难的

是  左翼文学!和  十七年文学!的教学。因为这里涉及到一

个如何处理  文学史经典!和  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 也涉

及到教学中不同的认知主体之间不同的经典观的摩擦、碰

撞。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利的支配, 某些文学作品成功地

获得了文学史地位, 成为某一时代某些文学史家心目中的经

典, 而这些作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 其认识意义、教育意义绝

对压倒了其审美意义, 用审美尺度衡量, 确实很难称得起真

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 因而很难得到学生的欣赏、认同。有

人把这种经典称为  文学史经典!。意思是说  由于文学史

是记录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 所以, 只要在历史上产生影响

的文学现象势必都要纳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当中。因此,诸

多文学现象乃至创作文本就常常在文学史家的描述与流传

的过程中成为#文学史的经典 ∃。但值得注意的是, 文学史经

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 [ 2]尽管有

些作家的作品没有这种荣幸, 甚至被边缘化、妖魔化, 但是历

史证明, 他们的作品却有着充沛的感性生命和持久的艺术感

染力。人们把这种作品称为  文学经典!。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 学生对前者往往态度淡漠, 拒绝接触, 而教师从文学史教

学的角度又必须对学生提出要求。面对这种矛盾, 我觉得教

师应当坚持一个标准 ,那就是用审美标准统摄两种不同的经

典。文学之为文学, 其基本属性只能是审美。文学文本的挑

选和讲授首先应当尽量做到文质俱佳声情并茂,以此吸引学

生的注意, 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对于那些审美性不强, 但在

文学史上曾经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史经典既不能一脚踢开,

一味迎合学生趣味; 也不能局限在以往的文学史教材之内,

唯传统文学史观念的马首是瞻。我们不但要用审美标准解

读、分析真正的  文学经典!,而且要用审美标准解读、分析那

些  文学史经典!; 不仅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其非审美

的因素, 而且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造成审美缺失的主

客观原因。

三 � 重新阐释: 文学经典教学中的当下关怀与
创新追求

文学经典像一条江河,必须时时注入源头活水。这就意

味着, 我们的教学无论观念、内容还是方法, 都不能老一套,

套用时下一种流行说法, 就是应当与时俱进。在我的教学经

验中, 面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郭小川这类作家, 学生的情感

反映往往是敬而远之, 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现象促使我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 在文学史的教学中, 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文学

观念是否有些陈旧? 我们是否因为教学时数的限制预设了

对某些流派、某些作家或某一作家的某些方面、某种风格的

突出位置, 却忽略了对其定位的全面性、准确性? 这是否可

能造成一种误导, 又因误导导致误解、误读呢? 因此在文学

教学中, 最重要的是还原作家人格, 回到文学文本。通过全

面的、而非片面的,生动而非枯干的原典解读 ,还作家以丰满

的血肉, 本真的个性 ,切忌对作家神化或妖魔化。在人性、人

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要想激起接受主体的情感和心

灵共鸣, 就不能不面对今天的文化语境和学生的心灵状态与

情感需求。而对于那些缺乏艺术魅力或者艺术魅力不足的

文学史经典, 我们除了讲清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文艺政策

规训的制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通

过对作品的深入研究, 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在这一方面, 我

以为陈思和先生的思路和实践非常有效。陈先生在他主编

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中认为, 20世纪 50 - 60年代

的文学主流是在国家意志的笼罩下形成的, 不能幸免为现在

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做宣传的色彩。

即便这样, 那个时代某些作品也仍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

审美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不在于陈词滥调

地宣传和维护那些过时的政策和政治口号, 也不是反过来仅

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简单的否定, 而是看它是否经得起

用今天的艺术标准来重新阐释。!  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

释, 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 就越有艺术生命

力。!可以说, 富于魅力的阐释正是使那些被  时代主潮!所

嘲弄的文学作品再生出新的艺术生命力的唯一法宝。例如,

在面对合作化、公社化题材的一些作品时, 陈思和先生引入

了  民间文化形态!这一概念和视角, 这就从政治话语中剥离

出了含有民间生命力的艺术因素。譬如他发现李凖根据自

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李双双&借用民间喜剧艺术  二人转!的

表现方式传达时代主题的特色。对这样的作品,如果恰到好

处地分析其喜剧冲突的手法和民间艺术的特点,讨论其怎样

以民间因素来抵消政策宣传,那要比教条化地讲解其歌颂当

时的错误路线有意思得多。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教师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和处

理文学经典的艺术直接影响着文学经典教学的效果和前景。

没有不会读书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书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

说, 文学经典教育改革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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