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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与学生创造能力培养

王 诺

如何改进外国文学教学是许多人一直在思考探

索的问题
。

近 三年来
,

在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

会的每一次学术讨论会上 ( 95 北京年会
、

96 深圳会

议
、

97 厦门年会 )
,

都有不少教师就此发表见解
。

深受

启发的同时
,

我注意到高校外国文学界的一个明显

现象
:

研究与教学在相当程度上脱节
,

对教学改革这

个实际问题的探讨往往很容易地被纯学术研究淹

没
。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者不仅是学者
,

而且还是教

师
,

这决定了他无可避免地要肩负起双重使命
.

他 自

身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著述译作上
,

还体现于他将 自

己的研究成果通过适当的教学方式转化成学生的素

质和能力
。

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弱项
,

教学改革的重心理应落向这类薄弱环节
,

外国文学

教学改革自然也不例外
。

我们可以从能力的激发和

能力的强化这两个方面入手
,

大规模地改进外国文

学教学
。

外国文学 史是 高年级才开设的课程
,

此时多数

学生完全有能力通过自学
,

理解和掌握大纲所要求
、

教材已系统介绍 清楚阐述的大部分内容
。

教师没有

必要在这些方面多费 口舌
。

勾勒重点
、

开列补充资

料
、

提出明确的考核要求
.

足矣
。

如果重复这些内容
,

意味的不仅仅是沉闷乏味
,

还包括对学生理解力和

自主性的蔑视
、

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压抑与尘封
。

讲授

的重点应放在作家作品的创新
、

历代接受者的再创

造和教师本人的创造性 见解之上
,

如此才能诱导出

或激发起学 生的创造热情和创造潜能
。

讲出作家作品的独特性
,

是外国文学教学的基

本原则
。

抓不住事物的特性就谈不上对事物的认识

和把握
。

然而
,

我们已往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

了证明文学史规律而讲创作
,

为说明某种理论
、

某些

观念
、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创作的影响而讲作品
,

我

们习惯于讲授某个时代
、

某次运动
、

某种思潮
、

某个

流派的作家作品的共通性
,

而对其与众不同的个性

重视不够
.

这种求同思维
,

这种用具体证明抽象的认

知模式
,

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创造潜能的释放
。

右这样

的认知模式下
,

学生从老师的讲授中获得的印象是
: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约着作家
,

文学发展规律制约

着作家
,

那些了不起的作家和 他们的感人肺腑的作

品原来并非独一无二
,

都可 以归人各式各样的类别
,

每一类的作家作品竟如此之相似
.

把人类最具独创

性的精神活动之一讲到如此地步
,

不能不让人恶哀
,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

独特性的前提是创造性
,

作家超越前人独步时

代的创新构成其作品最根本的特点
。

莎士比亚在哪

些方面超越了
“

大学才子
” ;《拉摩的侄儿》与其他启

蒙哲理小说的不同何在 ;弗
·

伍尔夫
、

乔伊斯
、

普普

斯特
、

杜雅尔丹
、

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各自的特

色是什么… …
。

讲出了独创
,

才能抓住作家作品在文

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

才能启迪学生
:

任何文学成就

的取得都离不 开创新
,

任何人要想形成和保有 自己

独特的价值就不能不创造
。

文学作品的内涵 和价值具有可变性
。

作品价值

的创造并非随着作品问世宜告完结
,

这是一个不断

积累增值的动态过程
。

文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于新作

品的出现
,

而且表现在 已有作品的不断增值上
。

回顾

文学史和批评史
,

我们不难看出
:

许多杰作的非凡成

就并非只 由作者独 自创造
,

还是 由许多接受者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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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累积而成的
。

孕育并生下作品的是作家
,

养育

它
、

延续它的生命并赋予这个生命多种多样含义和

更新更大价值的
,

却是那些具有相当艺术气质和创

造能力的接受者
。

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性批评
,

导致

许多作品一轮又一轮地增值
,

使文学发展史不仅是

一部作家创作史
,

也是一部接受者再创造史
。

作品价

值的可变拄和接受者再创埠对作品增值
、

对文学发

展的重要性
,

为任何接受者 (包括学生 )的创造性阅

读反应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

①

为激发学生的再创造冲动
,

教师应当高度重视

历代接受者对文学名著的创造性批评
。

《堂吉诃德 ;

问世一百 多年后
,

才从近乎闹剧的逗笑小说一跃成

为具有历史和 哲理深度的旷世杰作
,

这种价值的剧

增离不开约翰逊
、

海涅
、

拜伦等一大批接受者的创造

性批评
。

一门莎学
,

就是莎士比亚作品的再创造史
。

索福克勒斯剧作的内涵数千年采不断扩展变化
,

是

亚里士多德
、

黑格尔
、

弗洛伊德等人的再创造促成了

这种扩展和变化
。

对于上述这类具有无限的再创造

空间的作品
,

教师应当由点及线
,

讲出接受者再创造

的过程
,

进而引导学生也参与这个进程
。

要引导学生再创造
,

教师自己必须首先身体力

行
.

国外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特别强调教师的创造

能力
,

认为
“
理想的教师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

就是

经常需要有高度的创造性
。 ”
②具备高度的创造性绝

非易事
,

需要有敏锐的感悟
、

活跃的思想
、

求新求异

的冲动和深人的研究
。

正是在后一点上
,

教师的科研

与教学
、

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

以此

要求来看
,

外国文学教师的学术研究
,

不能把重点放

在教学内容之外
,

也不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狭

窄的领域 (如某个作家 ) ;而应当在教材范围内对尽

可能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探讨
,

并兼顾研

究对象在各章节的平均分布
。

优秀的学者不一定是

优秀的教授
,

优秀的教授则一定是优秀的学者
,

尽管

他很可能算不上真正的专家
。

一个对学生负责的敬

业的大学教师
,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他与专职研究者

的这种职业差异
、

并甘愿为了教育事业克制渴望成

为单一研究对象之专家的成就需要
。

单靠教师讲授中的激发和鼓励还远远不够
,

还

必须设计可行的方案
,

采取具体的措施
,

促使学生在

学习和审美实践中强化其创造能力
。

能力的强化可

从以下三方面的训练着手进行
。

强化 独特的感受力和理解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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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力及创造 能力的 阅读蛛合训练

外国文学教师应当明确认识到
,

学生绝不仅仅

是教学和教材的接受者
,

他们主要是外国文学名著

的接受者
。

如果不能把学生的 主要精力引向阅读作

品
,

如果不读作品的学生也能考得高分
,

那恰恰说明

我们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出现了偏差
。

创造性阅

读综合训练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

训练历时 3 个

月
,

占用 8 课时
,

分四个阶段进行
,

每阶段为期 3周
。

第一阶段
:

选择一部包容广阔的再创造空间
、

前

人创造性批评积累丰厚的名著
,

如《哈姆雷特》
、

《高

老头 》
、

《安娜
·

卡列尼 娜》等
,

在学期开始不久布置

学生阅读
,

要求阅读前不看任何介绍评论材料 (包括

译本序 )
,

教师不加任何指导
,

学生不进行任何交流
,

尽可能不带先人之见地独立阅读两遍
。

第一遍以正

常速度进行
,

作到全身心地投人
,

进人艺术再现的情

境
,

进人角色
,

并记下阅读时的原始感受和最吸引 自

己的地方
。

第二遍则缓缓细读
,

反象琢磨作家的意

图
、

作品的意琉
,

理解人物
、

情节
、

细节
,

体会作品的

艺术魅力
,

并记下这些理解和体会
.

教师根据审美感

悟的真切
、

新颖程度和理解的准确度给学生的读书

笔记评分
,

然后用两课时讲评以及安排部分出色学

生口头描述其独特的阅读感悟
.

第二阶段
:

写一篇作品评论
。

要求有二
:

一是不

参考任何文献资料
,

文章完全出自个人的阅读体验

和分析思索
,

并 以 自己感触最深的问题作为文章论

述的核心
。

二是在形成论点和论证过程中
,

再次阅读

原作
,

具体细致地分析作品
。

对作品中所有与自己论

点相抵触的描写作出合情合理 自圆其说的解释
,

绝

不可 只抽取对论证有利的描写而 回避不利的部分
。

如若实在无法解释
,

只能推倒重来
,

提练新论点
。

教

师依据观点的独创性
、

论点是否牵强附会
、

论证的科

学性和周密性等评分
,

并再用两课时讲评
。

第三 阶段
:

指导学生广泛收集阅读相关的研究

资料和理论著作
,

力求穷尽校图书馆所能借到的全

部有关中文文献的和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弟

所转载的近 10 年来所有相关论文
。

在此基础上每人

写一篇述评
,

综述前人的各种观点
,

努力理 出一条批

评再创造的脉络
,

并根据自己阅读作品的感悟对前

人观 点进行阐释和评论
。

教师根据学生能否抓住前

人独创性见解
、

理解的准确度
、

综述的涵盖 面和条理

性
、

能否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来评分
,

并做第三次讲

评 (两课时 )
。

第四阶段
:

在掌握了前人的再创造成果之后
,

再

次重读作品
,

从 自己的切身感悟中提炼出不同于前



人的观点或丰富的发展 了前人观点的创新见解
,

然

后重写作品评论
。

教师根据其观点的新颖独创程度
、

与文本实际的吻合的程度
、

论证的严密性评分
,

并做

最后的总结性讲评
。

实践显示
,

经过三个 月的长期训

练
,

多数学生 〔约 65 % )能达到或基本达到要求
。

还有

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无法真正进人第四阶段
.

他们了

解前人研究成果越多
,

就越感到无话可说
、

无薪可

创
.

纵使这样
,

这些学生的悟性
、

理解力和分析能力

也有显著的增强
。

这项综合训练费时甚多
,

但由于教师已将全部

基础知识和教材其他易债部分交由学生自学
,

仍能

够在完成教学任务和激发创造能力的讲授计划之前

提下
,

腾出课时实施此项训练
。

这项训练的总得分占

学期总成绩的 40 %
,

每个阶段的满分为 10 分
。

期末

常规的闭卷考试仍按大纲要求出题
,

得分 占总成绩

的 6 0 %
。

外国文学史 (欧美部分 )一般上一学年
,

在另

一学期的教学中
,

可安排下面两类专项训练
,

每项训

练的得分占学期总成绩的 20 %
。

强化怀挺粉神和质提能力的专项训练

怀疑乃创造之母
,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家就

给予怀疑精神商度的重视
.

外国文学教师应热情鼓

励学生质疑
,

认真解答其疑问
。

针对我国学生质疑能

力较差这一弱点
,

有必要进行要求较高的专项训练
。

质疑专项训练要求每个学生在一学期内对教师的讲

授至少提出一次有一定深度的书面质疑
,

并深人阐

述怀疑的原因、 依据和 自己的见解
.

教师根据质疑是

否切中肯萦
、

质疑和论证的深度及价值
、

质疑的次数

评分
.

在经过充分准备
,
深人思考乃至专题研究之

后
,

教师 汇总答疑三次 (共 6 课时 )并对质疑的质量

进行讲评
.

实践表明
,

这种专门训练不仅有效地增强

了学生的质疑能力
,

而且还能为教师的科研提供新

的课题和新的思路
.

强化 综合
、

比较能力的专项训 练

思维心理学的实验和调查都证明
,

创造性思维

的一大特点是
:

联想和对 比认知高度发达
,

常常显现

出从单一到综合万从一个事物到其他看似不相干的

事物
、

从 旧的境界步人新境界的思考倾向
。 ”

③为培

养创造力而进行的此项训练方法可多种多样
,

这 里

所谈的是教师出题学生操作的方式
。

题目可大可小
,

但最好能遍布所有章节的教学
。

例如
:

从
“

万物的灵

长
”
到万物的朋友— 综述西方文学作品对人与 自

然关系的探讨
,

人文主义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古希腊

精神
,

神话中的女性原型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再现
,

美国西部文学对所谓单枪匹写写未知世界抗争之开

拓本能逐渐探化的认识和表现
,

18 ~ 19 世纪一系列

欧美作品表现双重人格的具像化手法之演变
,

拉斯

蒂涅在《人间喜剧 》若干部小说中的发展变化
,

《堂吉

诃德 》与《第 22 条军规》在用喜剧情境传达悲剧感方

面的异同
,

《拉塞拉斯王子传 》与《浮士德》在探家生

命价值和人生意义上的异同
,

肖伯纳戏剧的讨论与

易 卜生戏剧的讨论之异同… …
。

对所提出的问题教

师首先要有深人研究
,

至少也应全面掌握学生所能

搜集到的有关材料
,

这样才能判断学生的答题有无

独创性成分
。

以上的综合训练和专项训练无疑大大增加了学

生的学习负荷和难度 (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实

际工作量 )
.

不过
,

实事求是地说
,

文科学生的学习负

担并不重
.

特别是在作品阅读和创造能力培养方面
.

我们已往很少提出有压力的要求
。

许多学生 已荒废

了并还在荒废着他们的宝贵时光
。

基于这种情况和

实际操作的经验
,

我们可以断定
,

加大创造能力培养

方面的学习负荷
,

不仅必要
,

而且可行
.

① 参见论者的《论创 造性执评 》和 《文学再创

造 史的建构 》
,

《度 门大学学报 》 (哲杜版 )
,

1牙97 年第

3 期
,

以及李明滨
、

陈东主偏
: 《文 学史重构 每名 著重

读 》
,

非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6 年版

,

第 57 ~ 韶 页
。

② 〔日〕关忠文
: 《青年 心 理 学》

,

王 永丽 等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杜
,

1 9 8 2 年版
,

第 95 页
.

③ 「日 〕高桥浩
:

《怎样进行创遗性忍雄 熟 未申

等译
,

科学普及 出版社
.

1 9 8 7 年版
,

第 6
、

28
、

41 页
。

(作者地址
:

厦 门 大学中丈系 )

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