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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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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文艺批评 接受文艺批评
——作家与批评家对话交流座谈会综述

周志雄：在中国，传统文学教育是由私塾、庭
训等方式完成的，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在西方文化
的冲击下兴办大学。近百年来，大学文学教育从根
本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和艺术评判体
系。请您谈谈对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的看法。

张文国：19 世纪中叶，中国遭到帝国列强侵
略，中国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谋求救国之道，其中
重要的举措就是兴办大学。中国大学的兴起为中
国文学教育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改变了文学教
育由私塾承担的局面，在文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上有了全新的变革，学生学习的文学教材不再是
四书五经，而是带有现代西方体系的文学课程。接
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文学教育广泛宣传文学为
人生、为社会的思想，文学承担了启蒙与救亡的历
史重任。学生们接受文学教育不是为了科举考试，
而是致力于社会的变革，文学的社会作用被提到
空前的地步。这种文学的启蒙情怀与传统的儒家
社会理想相承，核心内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
责任感，又有新的时代内涵。

现代的大学文学教育兼有多重功能。一是传
承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二是培养文学写作人才
和文学研究人才，三是文学知识的传授和文学素
养的培养。落实到根本是对文学人才的培养，大学
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
具有现代人文情怀的人。英国学者舒马赫说：“首
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传播
价值观念，让我们知道活着要做什么。”“文学是人
学”，文学中蕴含着人类文化精神，文学作品以其
形象魅力和情感感染力在培养人、教化人的活动
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学文学教育肩负着传承世界优秀文化的责
任，在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研究之中，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信息，如“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一片丹心图报
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修己安人”、“学礼以立”的个
人精神操守，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的现代普
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时代创新、创业精神等等。

晚清时代兴起的中国大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
现代转型，大学开设了国文系，开始新式文学教
育，传播现代思想，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
路。“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其核心的精神
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是贯穿在现代文
学中的一条主要思想脉络，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学为现代作
家提供了新的职业，在现代文学史上，国内知名大
学聘请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学者出任文学教授教

职。鲁迅、梁实秋、胡适、叶公超、闻一多、徐志摩、沈
从文、穆旦、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朱自清、叶
圣陶、老舍、钱锺书等现代著名作家在大学里从事
文学教育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以他们为
中心的创作培育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形成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教授”文学传统。在大学或著
名作家周围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
创作团体，如“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等，这些
社团的成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卞之琳、李
广田、何其芳、林庚、季羡林、王佐良、臧克家等一批
学生作家在大学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
现代文学的青春气息，有现代的内容和现代的形
式，与古代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区分开来。

受西方文学教育的影响，我国大学文学教育
普遍采用以文学史、文学理论、语言学、翻译等科
目为主体的现代文学教育体系，这种体系一直沿
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间，大学教育是我
国文艺政策推行的重要渠道。大学文学教育培养
了一批文学评论家队伍，他们的文学批评对当代
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志雄：上世纪末以来，文学渐渐边缘化，在
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学文学教育也遇到了很多
新的问题，请您谈谈当前国内大学文学教育的现
状和问题。

张文国：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确立，国家的思想、工作中心转到发展经济
上，文学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渐渐边缘化，文
学作品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纯文学期刊发行量
达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的盛况成为历史，大学
生诗派的诗人群体纷纷下海经商，诗人伊沙写出
了“饿死诗人”的诗句。大学文学教育也遇到了很
多问题，尤其是从 1999 年大学扩招开始，大学文
学教育的问题愈加突出。

首先是中文系生源质量下滑，文学热过去了，
优秀学生高考志愿首选中文系的渐少。80年代北
京大学的中文系有很多来自各地的高考状元，如
知名作家刘震云是河南的文科状元，知名文学批
评家李敬泽是河北的高考状元，但现在的中文系
少有高考状元。

人文生态恶化，不利于文学教育。高校扩招，
贷款建校，高校通过并校、升级，学院成大学，一般
大学向综合大学迈进，已经是国家重点大学的向
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数字化量化考核成为国家考
察大学的重要参数，大学教师每年要填报各种表
格，要不断地出成果，不断地拿项目，以增强“竞争
力”。在这种考核机制的导向下，大学教育重科研，
轻教学。课堂教学缺乏大的投入，讲授者缺乏激
情，缺乏生命质感，将丰富的文学课变成了了无生
气的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和文学概念的肢解。本科
生多在新校区上课，授课者一般上完课就急着赶
班车走人，难以和学生建立生活化的沟通，出现一
个辅导员管理数百个学生的局面。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一批师德
高尚、学术出众的教授。文学研究是一门“软功夫”，
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广泛的涉猎，难以速成。现存的
考核机制让大学教师难以将多年的时间投入在一

个课题领域的研究中，为按时结项，需要尽快地出
成果，完成数量堆积，应对相应的考核、验收，难以
从整体上提升文化艺术修养。

文学教材僵化。表面上看，文学教材不断地升
级、改版，内容不断地扩充，但各大学为了应对教改
项目验收及各级评审，以集体作战的方式赶工期
更新教材，致使教材缺乏个性，缺乏创新，同质化倾
向突出。拿文学史教材来说，如勃兰兑斯所说：“文
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
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要写作这样的教材，除
了对主体素质的高要求以外，还要求写作者有全
身心的投入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而在现
行体制下，少有编撰者能做到这一点。

技术至上、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冲击
文学教育。文学是一种软性学科，在就业竞争中处
于弱势，中文系学生有很多的无奈，很多学生一进
大学就开始进行职业规划，热衷于考各种证书，参
加各种考级培训，忽视对专业基本功的学习。前些
年，大学生不读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讨论激起了
社会的强烈关注，中文系的学生很多不读文学作
品，只是被动地去参加课堂的学习，考试前背背文
学史教材。在研究生面试中，出现了很多考分很
高，阅读面却很窄的学生。近年来，师范院校中文
系研究生整体素质下滑，有学术志向的学生越来
越少，报考公务员的比例越来越高。

大学文学教育离文学本体越来越远。大学文
学教育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书本知识的传授，
轻实际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在大学中文系，在校学
生将大量的时间用于英语过级及各种“非文学”活
动，平常动笔少，除了一点有限的写作课训练，很
多中文系的学生平时不写文章，课程的考核也不
注重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考查，大学中文系也不把
培养写作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

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
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生命感、价值感
唤醒。”文学教育更应如此，过于实用的现实目标
压抑了“闲情逸致”，压抑了学生的自由思想空间。
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现行文学专业学
生的专业基本功不明确，文学研究和历史学、哲
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分得过细，学生的视
野过窄，影响了学术发展的潜力。

周志雄：中国大学是借鉴国外大学的建制发
展起来的，在您看来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何特
点，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张文国：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对历史的进步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外最早的大学是欧洲
的行会在中世纪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如被
称为中世纪“母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被称为“欧
洲大学之母”的法国巴黎大学，等等。早期的大学
以培养专业人才出名，如博洛尼亚大学以培养法
律人才著名，巴黎大学以培养牧师著名。大学不仅
促进了欧洲的科技进步，在推动人类文化进步方
面也起了积极作用，路德、加尔文、但丁、彼特拉
克、薄伽丘、伊拉斯莫、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和牛
顿等学者和科学家就是在大学中成长起来的，正
是这一批学者推动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促进
了教育的普及，开启了现代文明之路。1810 年著

名德国教育家威廉·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使传统
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
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
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
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围绕大学的教育定
位，各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容否认，大学在
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弘扬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西方的大学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有着值得
我们借鉴的经验。1959 年，英国著名学者 C.P.斯
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
说，他说，要重新考量大学教育，要改变大学过分
倚重科学文化而导致的专门化倾向，必须实现科
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要实现这样的融合，大
学文学教育责无旁贷。

国外大学的文学教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
体系。国外文学研究的领域相对宽泛，不像国内分
得这么细。在国外，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可能需
要学习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
史、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20世纪西方
文学批评理论十分繁荣，处于人文科学的前沿，这
与广泛吸收哲学、语言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
人类学等学科领域最新成果分不开，20世纪有代
表性的文学批评家几乎都是哲学家，如德里达、海
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在国外，纯文学和通俗文
学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一个外国教授往往对最
新的电影、电视剧极为熟悉，而国内的中文系教授
往往认为这些都是流行文化，不值得研究。国外中
文系学生跨专业学习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这种文
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的文学教育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前面谈到大学教授与现代文学的关
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大多是与世界各国的
文学教育和文化影响分不开的，如鲁迅、郭沫若、郁
达夫是日本留学生，胡适、梁实秋、林雨堂、徐志摩留
学欧美，巴金、艾青、李健吾留学法国，朱光潜及“战
国策派”作家留学德国，翟秋白、周扬留学苏俄。他们
的域外大学教育丰富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创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志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有深厚的人文
底蕴，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在实施文学教育方面有
何新举措？

张文国：山东师范大学是一所师范院校，文学
院在文学教育方面也一直在积极进行改革和探
索。尤其是近期，山东省正式实施“名校建设工
程”。山师被评选为第一批山东省应用基础型特色
名校重点建设，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是其中的一
个重点建设专业。因此，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采
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期在文学教育的改革创新方
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人文素养元素。
最近几年，我们在充分认识文学教育的内涵、功能
和意义的基础上，在“强化专业建设、深化教学改
革”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深化实施并完善以“大类招
生，二次选拔、分段培养”的立体化人才
培养模式。按专业大类招生，入学一年
后，通过专业考核、综合测评和专业面
试等环节，选拔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

优秀学生进入师范类专业学习。在这种“1+3”教学
模式下，第一学年专业大类设置的均为通识课程，
本来的用意是打好学生的专业基础，提高他们的
人文素养。但现在看来，目前的课程设置还是过于
偏重专业课程，如“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汉语”、

“文学概论”等，而真正注重人文素养教育的课程还
是偏少一点儿。虽然如此，这种改革的指向是明确
的，理念是先进的，从而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突显教师教育特色，加强教师素质培养。
60余年的教师教育已积淀成山东师范大学鲜明的
办学特色，成为我校的立校之本和发展之基。作为
建校伊始即设置的系科之一，文学院一直下大气
力在教师教育方面做文章。我们一直注重完善教
师教育培养方案，现已逐渐构建起“通识教育+学
科教育+教师教育”有机结合的教师教育课程体
系。为此，我们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比如我院一
直坚持举办“四月剧风”小剧场话剧节。话剧节涌现
出很多优秀剧目，在省市和学校屡获大奖，也成为我
校第一批“校园文化活动品牌创建”工作立项项目之
一。类似活动不仅巩固了学生的文学专业知识，更提
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策划能力和组织能
力，一句话，提高了学生的整体文学素质。另外，借助
山东省名校工程建设的契机，我们拟实施“10个百
工程”，主要包括：进100次中小学课堂，写100个语
文教案，做100次读书笔记，读100部专业著作，读
100部优秀作品，写100篇小论文，练100张规范汉
字书法，等等。从多种角度、以多种方式，全面而系
统地提升学生的师德水平和专业技能。

（3）规范课堂教学过程，提高教师职业精神。
再好的教学方案也只有落实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去
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一直关注课堂教学的每
一个环节。从课前教学设计、到课堂教学展开、再
到课后评价反思，每一环节都形成了一套成熟且
严密的监督、评价、考核、奖惩机制。比如课堂教学
的展开这一环节，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定期举行两
次教学检查，检查一般在下面五个层面上展开：教
务处、学院教学督导组、学院领导班子、教研室、任
课教师。前四者均要进课堂听课，写出听课记录，
作出评价，打出分数。任课教师也要对自己的教学
情况作出客观的自评。每个学期末还要举行班级
学生评教的活动。教学检查和学生评教的成绩直
接与年终考核、职称评定等挂钩。这些措施大大调
动了学院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提
高了其教师职业精神。

（4）大力开展学风建设，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多年来，学院一直坚持举办“文苑之声”系列学术
讲座，并使之成为我院的一个常态化教学工作。我
们还一直推进我院的“学子讲坛”活动，举办各种
专业技能大赛，营造良好的学术学习氛围。其中汉
语言文学、汉语言专业的教学名师谈说课活动、广
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开展的知名记者进班级活动、
新闻专业的新闻评论大赛活动，都分别从本专业
的实际需求出发，突出专业特色，锤炼专业技能，在
学习专业、营造学风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
结合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和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的有利契机，在学生中广泛宣传，以激发同学参
与创新活动，提高学术科技能力。

以上几点，有些是我们比较成熟的做法，有些
还只是一些设想而已。在此拉拉杂杂地说出来，目
的只有一个，就是与大家交流，以便共同促进大学
文学教育的发展。

面向时代的大学文学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文国访谈 □周志雄

2013 年 6 月 2 日，第二届《文学报·新批
评》优秀评论奖颁奖典礼暨“创作与评论如
何良性互动”作家、评论家对话交流座谈
会在上海城市酒店隆重举行。活动由文学
报社与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上海总部联
合主办。获奖作者代表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作家、评论家、媒体代表出席颁奖典礼及
研讨会。《文学报》社长、总编辑陈歆耕主持
会议。

创作和评论如鸟之两翼，文艺创作的繁
荣发展，离不开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在

“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座谈会上，作
家、评论家及获奖者齐聚一堂，围绕作家、批
评家是否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批
评家如何理解作家创作的良苦用心和作家
如何尊重和接受批评家的准确批评，在共同
面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刻如何在创作和
评论之间建立起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创作和
批评该怎样提高各自的原创力等话题展开

热烈探讨。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创

作、批评与读者之间一直有着良性的互动关
系。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发
生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向，一些卓有
成就的文学批评家从此离开了文学批评的
领域，而青年批评家又没有及时补充进来，
批评力量因此趋于薄弱。在文学生态和批
评生态的这样一种变化中，创作、批评和
读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之间
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在此背景
下，作家与评论家能坐在一起，共同研讨

“如何实行创作与评论良性互动”的话题，
很有必要。

当下中国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面
对世界范围内文学话语的竞争，都面临原创
力匮乏的问题。文学创作如何面对丰富而
驳杂的生活和经验，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发
现？文学批评如何有力地介入现实和文化

生活，做出富有原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这些
都是作家和批评家共同面对的考验。正因
为此，作家、批评家有必要坐在一起，看看各
自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作家与批评家
在面对文学创作时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
只有在相互交流和争辩中，从对方那里汲取
丰富的营养，才能深化各自对文学、对生活
的理解，克服彼此的局限。而作家与批评家
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信也能开启文学批评新
的可能性。

与会作家、评论家认为，作家和批评家
之间的良性互动，应该是相互砥砺，共同提
高。批评家不能随波逐流，一味迎合。批评
要从文本出发，从事实出发，坚持说真话、说
实话，拒绝说空话、假话、艰涩难懂的话。而
作家也应该有听取各种不同批评声音的雅
量并在接受批评中改正不良的创作习气，发
扬良好的创作禀赋。。

与会作家、评论家认为，相关报刊既倡
导文艺批评和反批评，又倡导文艺批评和
自我批评，已在逐步打开中国当代文艺界
真正繁荣的必由之路。但这贵在坚持，持
之以恒，如若假以时日，必将推动中国文
艺以及批评的繁荣。

（熊元义）

赵焕亭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
育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处处浸润着人文之
美，不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还是
探讨中国语文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她的文章均
给人一种人文美的绵绵回味。

该书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是她对充满
民风民俗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理解他人的
理解”（格尔兹语）在这里运用得恰到好处，这
既需要理论储备和缜密分析，又需要生活体验
与真挚情感；二是她对朱自清《背影》教学史的
研究与对《背影》的创新阅读，精准的文献梳
理，巧妙的理论运用，都值得肯定。

首先是赵焕亭对文学作品的民俗学解
读。赵焕亭把《春蚕》中的“乡土味”分析得比较到位，她
从“乌镇的地理风貌”，“馥郁的乡风民俗”，“乌镇特色的
系列人物”，“乌镇特色的乡土语言”等四个方面来解读，
突显了作家童年经历的重要性。她指出作家个人童年
经历——其实这是深入作家骨髓的一种民俗文化——
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
到当地民风民俗的影响。对作家而言，他生活在一定
的群体中，势必会受到一定区域民俗生活的浸润，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便是生活文化的一种，在文学生
活中体味生活文化较为顺理成章。《牛全德与红萝卜》中
方言的分析值得肯定，我们听到了牛全德的声音，也听
到了姚雪垠的声音，更听到了赵焕亭本人的声音。她从

“歇后语”、“地方性谚语”、“习惯用语”、“各种词
性的方言”等角度全面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方
言特征，把牛全德这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再现于
读者面前，也把作家生活地域的特点与写作特
征呈现给读者。另外，赵焕亭还对当代学人进
行了研究，她那现场采访式的研究秉持了“以
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抓住了人，抓住了人的
体悟、情感等，使我们理解了作品与人品的关
系内核。

其次是赵焕亭的文学教育研究。不论是理
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赵焕亭均下了一番工夫。
因为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入的思考，她看到
了别人没有看到的内容，找到了别人没有找到的

视角。关于《背影》的研究是赵焕亭文学教育研究的重要
成果之一，已被诸多教师吸纳、运用到语文教学中。这项
研究是对王一川“文化修辞论”的成功运用，给我们如何使
用理论带来了启发。除了对《背景》教学等的研究，她还对
诗歌、散文的学习和教学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语文
教学方法上有相关研究成果。另外，赵焕亭还勇于构建

“文学教育学”的架构，这种难能可贵的探索是一个青年
学者敢于担当的精神体现。

赵焕亭的这部新著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具有跨学
科的学术眼光，涉及到文学、美学、民俗学、教育学、人类
学、心理学等领域。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值得称道，
学术研究者应具有宽广的胸襟和长远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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