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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的地域贯通
□周玉宁

梁玉水：人文素养的提高、人文精神的培育，
是当前教育管理机构、高校屡屡探讨的热点话
题,您怎么看大学中的文学教育与人文素养之间
的关系？

徐正考：“文学教育与人文素养”是一个非常
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充分发挥文学教育的潜能、
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当代大学教育的重要
理念。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厘清“文学教育”以及

“人文素养”的内涵，然后才能更清楚地看“文学
教育”对“人文素养”的特殊意义。实际说来，“文
学教育”既是一个文学学科命题，也是一个教育
学学科命题。作为文学学科命题，它是以“文学对
人的价值、意义、功用”为问题中心，对“文学的教
育意义”作专题研究，换句话说这是“文学能否教
育”的问题。作为教育学学科命题，它是以“文学
作为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为思考中心，对“文
学教育的规律”作专门探讨，简而言之，就是“文
学如何教育”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我们今天
要着力进行强调并加以深入研究的。“人文素养”
这个词的内涵，我觉得应该包含着人的“素质”和

“修养”。“素质”着力在“教”，重在“知识层面”，体
现为知识的延展性、丰富性，打破专业化、学科化
局限。“修养”立足于“育”，是对“精神要素”的关
注，体现为“精神层面”的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的
培育。而“人文素养”的关键在于“人文性”，根本
在于“人文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的人文
关怀和人文旨向能够提高人的人文素养、培育人
的人文精神。我觉得美国学者理查德·加纳罗和
特尔玛·阿特休勒在《艺术让人成为人》中的一段
话很有启示：人文性是一种始终围绕着“人”这个
中心、始终贯穿着对“人”的成长和培养的关切、
始终体现着以“人性完善”为内在目的的精神态
度。而文学教育、人文教育就要是坚守“人”这个
中心，关注“人”的成长、秉持“人性完善”的目的，
使我们这些“并不必然地生而为人便可成为人”
的人成为“人”。

梁玉水：文学教育、人文教育的目标是“人性
完善”，是使人成为“人”，这其中就涉及到“我们
该怎么理解‘人’”这个问题。

徐正考：文学教育、人文教育必然涉及到“我
们到底该怎么理解‘人’”这一更为复杂的人学问
题，这是人文素养问题的人学前提和哲学基础。
如何理解“人”，直接关系到我们要“培养什么样
的‘人’”的教育旨向。考察古今中外，不难看出，
自由、全面的发展始终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和理
想。在中国古代，就强调人的培养目标要合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西方自
启蒙运动以来，更是将人的“自由”与“解
放”作为一个宏大的人类叙事不断地建构起

来，能够“富有个性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成为人的生存理想和生活目标。德国哲学家、
美学家、诗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就以古
希腊的“完满人性”为人之为人的范本，试图
以审美教育为中介，恢复、实现人的感性和理
性的和谐统一。马克思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
观的基础上，强调人要在实践中以一种“全面的
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在人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脱离动物性的物种生存活动，从而实现人的自
由发展的“超越性”和全面发展的“丰富性”。

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学教育、人文教育就是
以这种自由全面的、富有个性的人的教育、培
养为目标的。文学在人的自由、全面、个性发
展的理想追求中能否有所历史担当，我觉得，
这与文学的本性和功能有关。文学作为人类审
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不是通过伦理说教、政
治宣讲，不是通过哲学抽象、数理逻辑，而是
以感性的、形象的方式把握历史和现实、融汇
感性和理性、诉求价值和理想。文学，尤其是
小说、戏剧，它是将人的存在作为一种“处
境”本质性地呈现出来，将人生的意义作为一
种“领会”本真性地揭示出来。这就如同米兰·
昆德拉说的：小说 （文学）“在现象学者们之前
就 实 践 了 现 象 学 （ 寻 找 人 类 境 况 的 本
质） ”（《小说的艺术》）。19世纪德国的浪漫
派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把长篇小说看
做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恩格
斯视狄德罗的 《拉摩的侄儿》 是辩证法的杰
作。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文学与哲学、科学
等在把握现实方面虽然方式不同，但却表达着
共同的时代主题，发现着同一个世界的本相和
真理。而且，文学在这些方面甚至“优越于”
其他学科。杜夫海纳在谈到哲学与美学的关系
时说，“哲学不得不辛辛苦苦才能获得的这个真
理，在审美经验中却几乎是直接地被提供了出
来 ： 理 念 在 其 中 是 以 感 性 形 式 呈 现 出 来
的”（《美学与哲学》）。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
也曾认为哲学家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的努力是非
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是带着许多理智的先入之
见前来经验，而艺术家就比较容易，毕竟，艺
术家就是干这个的——非体验生活不可 （《非
理性的人》）。

在文学的阅读、欣赏过程中，读者便能够
在文本建立的戏剧情节和张力结构中洞悉和领
会生命、生存、生活的本质。文学的理寓于
情，文学的情叙于事，情理交融，读者的欣赏
过程也是感性、理性能力自然融汇，知、情、
意全面统一的过程。其功能的实现也正如孔子
所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论语·阳货》），是多方面的、多元的。
通过文学的阅读、欣赏，我们作为读者能够获
得知识、陶冶情感、滋润心灵、提升境界，能够
丰富感受力、培养洞察力、提高理解力，能够净化
精神、涤除异化，求向本真，使得“鸢飞戾天者，望
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吴均《与朱元思
书》），能够使我们获得新的思想维度，能够思考、
质疑、批判我们的社会、文明、制度、政治、文化等
关乎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诸种问题。我想这也就是

黑格尔说的审美（文学）具有解放人的性质的意
义所在。它不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而是使人作为
人能够求向本己。文学教育就是应该充分发挥文
学的这种“教育人”、“解放人”的潜能。

梁玉水：那么当前的文学教育是否发挥了这
种潜能？陈平原曾谈到，我们应该“反省当今中国
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
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
力’”，并深深感叹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在“专业”与

“趣味”之间苦苦挣扎，始终没能找到正确的位
置。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文学教育。

徐正考：确如陈平原所说。不只是文学教育，
当前的整个人文教育总体来说确实是思想淡出，
学问凸显，诗情减少，机心增多，考据与学问多于
情性及文章。我们的文学教育灌输了知识，却没
有浇铸出精神，我们传递了信息，却没有锻造出
思想。我相信今天的每一个文学教育者普遍感到
困惑和忧虑的是，如何促成从“教育”到“教养”、
从“学问”到“学养”的实现。我觉得“养”这个字，
恰好体现出了文学教育的价值关怀和特殊意义。

“养”，说明了文学教育不是急功近利的、而是春
风化雨的，不是填鸭灌输的、而是熏陶浸染的。这
是文学作为教育的方式，是审美教育的方式。

一所大学不能没有文学，文学是滋养人心的
东西，是焕发光彩的东西。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学
教育现状，很多人认为文学教育“缺失”、“边缘
化”。客观上来说，我认为是否能用“缺失”一词值
得商榷，但是“边缘化”、“失重化”倒是事实。我们
应该看到，现在很多大学都开展了包括文学阅
读、品鉴等在内的人文素质课程教育，从课程设
置、课程建设到师资配套上都作出了很大的努
力。但是文学教育的效果却普遍并不乐观。这种
状况归根到底是大时代、大环境所致。德国哲学
家黑格尔曾说，“时代的艰辛”让人们过度地被生
活中平庸的琐屑所羁绊，而无暇回应内心中真正
崇高而纯粹的精神召唤。倒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时
代是一个多么艰辛的时代，但是，现代性的推进、
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社会的转型无疑给我们的
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精神操守以及生存状况都
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冲击，给人的生活披上了物质
化、世俗化、功利化的外衣，使得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之间失去了平衡，造成了当代人的精神危机
和一系列心理症候。从教育部门来说，培养社会
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是其首要目标，当然这其中
涉及到一系列的资源配置等问题。对受教育者而
言，“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才能成为“能够就
业的人才”。大学生们对生存和生活问题的思考、
担心、忧虑，也就难免在价值天平上倾斜于世俗
功利和物质计较。放眼望去，各个大学的学生每
天忙着各种外语考级、各种资格考证，为自己走
向社会、求职成功增添砝码。文学生活是一种需
有闲暇的时间、闲适的心境才能有的生活。当代
大学生们太忙碌了！且不说非文学专业的学生，
即便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文学阅读很大程
度上也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阅读，要么为了完成
作业，要么为了发表论文，文学阅读“异质化”了
也就失去了文学阅读的意义，也就难以实现文学
教育的目的。社会的物质现实把校园的文学教育

和人文精神逼到了犄角旮旯里。另一方面，当代
社会网络文化、新媒体发展迅速，影视文化游戏
娱乐等消费文化盛行，并日益以“显在”的方式占
据了文化、休闲的阵地。这也对传统的文学教育
形成了冲击。直观欣赏、图像阅读越来越取代了
文字识读和阅读想象，信息的充斥培养了人的猎
奇性的“新闻敏感”，却萎缩了富有人性的“文学
想象”。要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教育的边缘化、失重
化，让文学以“文学的方式”发挥和实现教育目
的，提升人文素养，建塑人文精神，任重道远。它
有赖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方针、文学的状况、人
性的需求等多重因素。

梁玉水：吉林大学文学院有着良好的文学传
统和人文传承，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杨振声、冯
文炳（废名）、张松如（公木）、汪馥泉、蒋善国等都
曾执教于吉林大学，作为文学院的院长，您认为
当前应该在哪些方面改善、加强文学教育，推进
文学教育的发展？

徐正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改善、加强文
学教育，推进文学教育的发展，就像我们谈到的，
涉及到很多的层面和因素。我结合我们文学院的
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简单地谈几点我对改善和
加强文学教育的看法和理解吧。

第一，最主要的，就是要切实地转变教育理
念，要真正地提高文学教育的自觉。转变教育理
念从大的方面讲，就是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要培
养人才，更要重视培养“人”。就文学教育而言，我
们既要将文学实施为专业教育，更要将文学实施
为人文精神、人格性情的培育，并且始终把人文
精神的培育放在首位。文学教育不是知识积累，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网络的搜索引
擎甚至能够帮你找到任何你想要的资料、文献、
知识，但是活生生的精神、充满灵气的趣味则需
要文学教育的春风化雨般的滋养。

第二，要加强文学教育、审美教育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归结起来主要就是“文学能否教
育”、“文学如何教育”、“如何文学教育”这几个问
题。对“文学的教育意义”、“文学教育的规律或者
审美教育的规律”的研究还需要再强调、再加强，
才能实现理论的自觉和实践的自觉。在这方面，我
们以吉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以
及我院的“认知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等为依托，
开展了一些基础性和应用性并重的研究和探索。

第三，要整合教育资源，拓宽文学教育的思
路。现在我们文学院包含有文学、历史学、教育学
和艺术学四大学科门类，涵括中国语言文学、中
国历史学、世界历史学、考古学、新闻传播学、教
育学和戏剧与影视学等一级学科。我们的文学院
很大，可以说属于大文学学科吧。这种学科融汇
了我们教育的“视界”和教学的“资源”，使得我们
的文学教育能够在传承老一辈文学教育家优良、
谨严的教学传统，坚持“鼓励思想个性，保护学术
叛逆”的办学理念基础上，得以结合新条件、新情
况做出有益的探索，打破学科禁锢，实现学科交
融，为文学教育开拓思路。
比如我们2006年以来开设
的“文史实验班”，就是坚
持“加强基础、淡化专业、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育思路，探索本科阶段
低年级通识和基础教育、高年级宽口径专业教育
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突出基础、能力、精神、素质
的全面发展。其实，今天的大学文学教育，还是有
很多可以资源盘活的空间的。大学文学院或中文
系基本都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欧美文学、文艺
理论、美学、语言学等专业课程和教研人员，只要
我们真正扬弃那种知识传授型、知识积累型的传
统文学教育观，时刻把对学生人文精神成长的关
注放在首位，我想大学文学院还是能够为学生教
育、人文教育做好营养全面、味道可口、怡情养性
的精神配餐工作的。

第四，我觉得最实际、最直接、最有效的，就
是精心地设置教学科目，切实地优化教学过程，
提高文学教育的水平。这就涉及到很多文学教育
的实践操作问题，要从每一个教学环节上做研
究、做文章。比如，课程建设方面，要使得教学科
目科学化、教学大纲合理化，这是教育内容的设
计；课堂建设方面，要使得教学过程审美化、教学
过程魅力化，这是教学实施的设计。文学教育要
发挥提升人文素养的潜能，归根到底要通过文学
教育本身的审美化实施才能实现。这对我们的师
资建设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就像习近平同志说
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文学教育实施者如
何让自己的课程、课堂有魅力，有吸引力，有感染
力，如何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释放课
堂的人文精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的问
题。文学教育者的魅力教学、感染力教学很重要。

第五，学生始终是文学教育的主体，文学教
育的实现、人文精神的培养不是别人“教”的，而
是自己“养”的，因此，要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
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学生自由阅读、自由创造、
自由实践、自由思想，耕犁他的“独一性”。多年
来，我们始终鼓励、支持、指导学生的社团组织活
动，文学院的“紫焰戏剧社”，《子衿》和《朔风》杂
志，都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发挥了较好的作
用；由文学院支持、学生自己组织的文学院系列
学术报告已经办了170场，为学生精神成长中所
关注的问题、所需要的解惑进行讲座和互动；近
年来，我们实施“名师班主任”计划，对入学新生
开展专业学习教育，为学生的大学学习和精神成
长配备导师；我们也鼓励学生自己组织课外读书
小组、鼓励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鼓励学生组织和参加各种文艺汇演、学术辩论等
等。活跃的、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能够反映出一
所大学的学生精神风貌，在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
一所大学的文化精神状况。只有充分发挥学生

“自我教育”的积极主动性，校园才会成为学生的
精神家园。

以上我只是粗略地、不成系统地谈了谈。发
挥文学教育的潜能，推进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
养，这是一项长期的建设工作，不仅仅是一项工
作，更是一个工程，需要我们的文学教育者长期
地从理论上研究，从实践上探索，不断地改善、加
强和推进。

用文学滋养耕犁人的“独一性”
——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徐正考访谈 □梁玉水

近日，澳门大学中文系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
北京召开“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出版座谈会”，与会
专家盛赞杨义此书在当今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丰富
收获和重要建树。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郝雨凡认为：文学地理学是当今热门的研究领域，杨义
在此领域是重要的开拓者。这部《文学地理学会
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1 月出版）充分展示
了杨义在文学地理学方面的理论思考与研究实践，是他
积年著述的结晶。杨义研究的重心一直是文学，从中国
现代小说、现代文学，到中国古代小说、古代文学，再到
中国叙事学、中国诗学，然后是近年引起巨大反响的先
秦诸子研究，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其中许多学术观
点，比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边缘的活力”、“触摸诸
子体温”等新颖的提法，都能切中肯綮，予人启发。

与会学者指出，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
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

大量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
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
识视镜和思想维度，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
蕴含的生命活力。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即在过去
文学研究注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和深化空间维
度，展开了与中国文化特质相关的诸多空间要素；文学
地理学的精髓，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原理，在于使文
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这些命
题与原理，都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共识。可以说，近
年的许多引人瞩目的学术突破和建树，都与文学地理
学的学术方法存在密切的关系。杨义在此领域有重要
的开拓与创新作用。读过《文学地理学会通》的学者，
都惊异于杨义治学领域的广阔，每进入一个领域都表
现出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辨析相结合的卓越能力，所提
出的一系列新鲜概念往往不胫而走，以其蕴含的出色
解释力，为学术界所应用。杨义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第

一原理，就是使文学接通地气。地气，天地、人心、习
尚、审美，如此富于跨越性的命题，使得文学地理学成
为一个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分支，需要以“地气
形态”、“人地关系”理论进行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这其
中，只有增强寻找和破解由“地气”植入的文化基因的
敏感，才能接触文学文献生命的秘密。杨义认为，在使
文学接通地气的基础上，文学地理学展开了四个领域：
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三是族群分
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对应于四大领域，文
学与地理的因缘，产生了四种效用：1.区域文化之间的

“七巧板效应”，板块色彩不同，不断组合出新的文化分
体特色与文化整体景观；2.文化层面剖析的“剥洋葱头
效应”，互相间离而又包容，瓣瓣均可长出葱翠的生命
新叶；3.族群分布的“树的效应”，根深叶茂，枝杈横生，
构成民族、家族文化基因的传承、杂交、变异；4.文化空
间转移和流动的“路的效应”，山回路转，奇峰耸立，形
成不同的文化中心与文化过程。这就是文学地理学的

“一气四效应”的基本原理，在它们的交互作用下，形成
生机勃勃的文化生命脉络，以及气壮山河的文化景观
和文化过程。

《文学地理学会通》的出版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又
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郑州市区仅存的一座报亭被拆
除。虽然书报亭不够辉煌壮观，但总能给市民带来温馨的
文化信息，让城市的文化味道、人文色彩以及温情脉脉的
精神氛围，得到了保留和拓展。中外很多发达城市都很注
重文化设施的建设，凡是到过巴黎的人，都知道塞纳河两
旁有一个个绿色铁皮箱，看上去像垃圾箱，这是法国巴黎
左岸著名的旧书摊。塞纳河左岸数百年来浓浓的文化氛围少不了这些装满旧书的
铁皮箱。法国人良好的读书习惯首先来自浓厚的文化氛围。在法国，图书馆、美术
馆、画廊、雕像、文化遗迹、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等等，这些文化场所无处不在。
再比如纽约中心的曼哈顿有200多个报刊亭。

善待书报亭，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的政策需要。书报亭没了是小事，
城市形象、城市需要和市民文化需要严重受伤，那可是大事情。整个城市连一个文
化小绿洲都没了，都成清一色的现代化建筑和玻璃墙壁，是不是有点单调、苍凉、刺
眼和狭窄呢？这会使市民的幸福指数、城市的宜居氛围降低很多，城市的人文精神、
综合形象也会降低很多。重新接纳书报亭吧，让报刊亭为城市发展奉献更多的绿色
效应、和谐效应、书卷气息，城市才会更宽容、更人文，更让人感到温暖和舒心。

雷泓霈（河南）

让书报亭成为城市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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