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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文学作品选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林 铁 民

《古典文学作品选 》 的教学
,

培养同学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
、

欣赏
、

分析能

力
,

同时
,

也为文学史的教学作准备
。

它和文学史
、

文学理论等课程的教学
,

决定了

中文系学生基本的专业能力
,

因而是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
。

《古典文学作品选 》 教学的第一个问题
,

是篇目的确定
。

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

海
,

穷毕生之力
,

也无法通读
,

而课程教学的时数有限
,

这就必须精选篇 目
。

精选篇

目的原则
,

一是必须兼顾各种文体
、

流派
、

风格 ; 二是必须考虑作品的质量
。

简言

之
,

即必须选择各种文体
、

各种流派
、

各种风格的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

这样做了
,

如是要能达到举一返三的教学效果
,

学生就能比较从容地独立地去分析各种类型的文

学作品
。

现在综合性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作品选 》 的教学
,

一般采用朱东润主编的

《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 作为教材
,

限放教学时数
,

上课时只能根据上述原则选择其

中的少数作品
。

但由于 《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 不选长篇小说
,

若纯粹按此教材教

学
,

就不能反映元明清文学的独特风貌
,

也不利于学生学习长篇小说
。

所以我们在上

课时便增加了长篇小说节选
,

如 《红楼梦
·

宝玉挨打 》
。

限于 《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

选 》 出版时的社会背景
,

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
,

如吴伟业的 《园园曲》
,

因为有污蔑

农民起义的内容
,

未能入选
。

我们认为
,

《园园曲》 对农民起义的污蔑
,

今天的学生

完全有能力进行批判 ; 而 《 园园曲》 做为清诗的名篇
,

内容方面同时有其 民主性的精

华
,

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
,

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

故也把它列入精读的篇目
。

确定篇目之后
,

就是对作品的赏析
。

教师在课堂上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

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批评
。

因此
,

要胜任这门

课程的教学
,

教师就必须具有文学批评的功力
。

但同时必须看到
,

教学上的赏析
,

毕

竟有别于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分析
,

它有 自己的许多特点
。

比如
,

它是在课堂上用口头

的形式表述的
,

它是教师个人进行的对许多作品的系列分析
,

它以学生为特定的接受

对象等等
,

充分注意到这些特点对上好文学作品选至关重要
。

教师在课堂上分析作品
,

可以吸收甚至只是传达某一专家的意见 (当然
,

那必须

是教师个人同意并且充分领会了的意见 )
,

但是这种传达绝对不能是照搬
。

照搬必然

导致失败
。

既然教学是在课堂上用口头形式表达的
,

它就必须对书面文章进行二度创

造
。

既是再
“

创造
” ,

教师在上课之前
,

就必须设身处地地用学生的眼光审视专家的

文章
`

(对 自己写的讲稿也是如此 )
,

并根据课堂教学的特点
,

制定出授课的方案 : 内

DOI : 10. 16125 /j . cnki . 1009 -8224. 1998. s1. 007



容的组织
、

时间的分配
、

各种教学方法
、

教学手段的穿插组合
,

乃至板书的设计等

等
,

都必须用自己的语言
,

用学生可以立即接受的语言传达出来
。

这里仍然可以看到

教师的素养
,

看到教师的学术功底和授课艺术
。

作品选的教学
,

是教师个人进行的对许多作品的分析
。

它有固定的教学时间
,

这

些时间都由教师支配
,

这就给了教师组织教学
、

发挥自己创造性的充分条件
。

就元明清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而言
,

我认为教师在组织教学的时候
,

必须注意到各

种文体
、

各种流派的介绍
。

元明清文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
,

文体很多
,

流派纷

呈
,

而各种文体都有自己的艺术规律
,

各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艺术特点
。

所以课堂教学

中必须把这些规律和特点讲清楚
,

并贯穿到具体作品的分析之中
,

与具体作品的分析

互相印证
,

相得益彰
。

这样做易使学生举一返三
,

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

首先是文体
。

以元杂剧为例
,

我在教学中
,

先用两节课的时间
,

介绍元杂剧的特

点
。

其中当然要讲到元杂剧是元代成熟的戏曲形式
,

元杂剧是曲白科相结合的表现

手段
,

一人主唱的体制等等
。

讲授 (( 西厢记
·

长亭送别 )) 时
,

讲到现在许多分析文

章
,

只是孤立地分析 《长亭送别 》 的优美的曲词
,

象分析诗歌那样
,

这是不够的
。

我

把元杂剧的特点贯穿到具体作品的分析中
,

一方面
,

使元杂剧的特点在具体作品中得

到印证 ; 另一方面
,

又使具体作品的分析更为深刻
。

《长亭送别 》 中
,

当张生
、

莺莺到长亭后
,

老夫人有一段说白 :

“

张生和长老坐
,

小姐这壁坐
,

江娘将酒来
。

张生
,

你向前莱
,

是自家

亲眷
,

不要 回避
。

俺今日将莺莺与你
,

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
,

挣揣一个状

元 回来者
” 。

我在讲课时重申
,

元杂剧一人主唱
,

次要人物的性格完全靠宾白来刻划
,

这就是

一个例子
。

老夫人安排座位
,

不许张生和莺莺坐在一起
。

不等大家坐下
,

又叫张生迈

前训话
,

说是要将莺莺许配给张生
,

其实有一个前提 : “

挣揣一个状元回来
” ; 要张

生赴试是为了相国门第
,

却又抬出莺莺做招牌 : “

休辱末了俺孩儿
” 。

王实甫用寥寥

数语
,

就刻划了老夫人的鲜明性格
,

一个冷酷无情而又八面玲珑的封建家长的形象
。

而且明乎此
,

我们才能了解莺莺下面的唱词的深层意蕴 : 她的衰伤是对老夫人的控

拆
,

她的鄙薄功名的观点是对老夫人的抗争
。

而且明乎此
,

我们才能看到作品的戏剧

冲突
,

以及戏剧冲突的性质
。

这才不是析诗而是说戏
。

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

《长亭送别 》 最后写道 :

( 红云 ) 夫人去好一会
,

姐姐
,

咱家去 !

( 且唱 )
“

(收尾 ) 四周山色中
,

一鞭残照里
。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
,

量

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
”

这支曲子
, “

景中有人
,

有情
,

虚情实写
,

正语反洁
,

俱臻妙境
”

( 《重订增注

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集 》 )
。

这个对的
,

但这只是析诗而不是说戏
。

必须注意到元杂剧

曲白相生的规律
,

红娘敦促莺莺回家
,

莺莺说
,

愁太重
,

车载不动
。

没有说出来的话

是 : 怎么回家呀 ! 这样理解
,

一个深情的饱受离别之苦而又倔强的小姐形象
,

就呼之



欲出了
。

把元杂剧的规律贯彻到具体作品的分析
,

甚至能够道前人之所未道
。

元明清时期文学流派纷呈
。

流派
,

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
,

由一些思想倾向
、

艺术

观点
、

创作方法
、

艺术趣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相近或相似的艺术家
,

自觉或不 自觉地

结合而成的艺术派别
。

上课时
,

也必须介绍各个文学流派的特点
,

并且在分析这一流

派的代表作品时与之相呼应
。

比如
,

分析袁宏道的 《虎丘记》
,

要具体阐释它的
“

独

抒性灵
,

不拘格套
”

的特点
,

指出它与传统游记的区别
。

分析姚鼎的 《登泰山记 》
,

我们首先指出
,

姚鼎注意文章的选择
、

剪材
。

作者抓住登 山这条线索取舍材料
,

虽是

旅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

与登山无关
,

一律舍弃
,

这就使文章不枝不蔓
,

主干分明 ;

所取材料必与登山有关而又有详有略
,

高潮和核心是 日出
,

日出详写
,

其他材料
,

相

对地说
,

都是略写
。

详写的部分
,

即对 日出的描写
,

又是寓细微予简洁之中
,

语言简

洁生动
。

总之
,

它在繁复中求简约
,

在简约中求生动
,

表现了桐城派的风格牲征
。

如

果在同一流派中精讲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品
,

则必须进一步指出他们的个性特征
,

即同

中之异
。

发表在杂志上的单篇的作品分析
,

可以写得面面俱到
,

而作品选课程
,

既然是教

师个人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对许多作品的分析
,

如果都面面俱到
,

就可能有雷同

之处
,

效果不好
。

我认为
,

作品选的教师对每篇作品的分析
,

都必须抓住特点
,

即抓

住文本中思想与艺术
、

内容与形式的总体结构中最关键的东西
,

把它讲探讲透
,

其他

则可以几句话带过去
。

举例来说
,

分析 【牡丹亭
·

游 园 ]
,

就抓住人欲与礼教 的冲

突 ; 分析王世贞的 《登太白楼 》
,

则集中阐释诗人如何经营空白
。

因为抓住主要问

题
,

特点鲜明
,

就容易给学生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

教学以学生为特定对象
,

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
。

它不仅必须教

给学生各种必要的知识
,

而且必须交给学生掌握知识的知识
。

为此
,

教师必须在讲授

中使学生领会到基本理论
、

基本方法
,

告诉学生如何收集材料和应用材料
。

同时
,

还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
,

通常的做法是布置作业和组织讨论
,

让学生独立地去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
。

我的体会是
,

作业和讨论的问题
,

必须是重要的
,

有必要的难度
,

而且应

该有兴趣
,

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

比如
,

上完马致远的 [天净沙
·

秋思 〕和张养浩

的 【山坡羊
·

渔关怀古 ]
,

我提 出的问题是 : 两首小令
,

哪一首更能体现散曲的风格

特征
。

上归有光的 《项脊轩志》
,

我印发了张惠言的 《先姚事略》 给学生
,

让学生比

较这两篇散文
。

林抒说 : “

欧阳公之 《拢阁吁表 》
、

归震川之 《项脊轩志 》
,

琐琐屑

屑
,

均家常语
,

以至百读不厌 ”

一张惠言作 《先姚事略》
,

极意欲舒其悲怀
,

然写情

实不如震川之挚
。 ”

同学们通过 比较
,

不仅能更好地理解 《项脊轩志 》
,

而且能更好

地理解应该如何写抒情散文
。

我组织学生讨论 《聊斋志异
·

青凤》
,

讨论前提出十几

个问题供同学思考
。

这些问题包括 了小说的各个层面
,

如 : 青凤是怎样的人
,

她的性

格一致吗 ? 胡臾是怎样的人
,

他的性格一致吗 ? 胡史令青凤听 《涂山外传》
,

符合他

的性格吗 ? 作者对胡史采取什么态度? 小说的基本冲突是什么 ? 最后两段
,

是什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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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

若遇到完全陌生的词译不出来
,

或者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译法时
,

译者可以

灵活采用迁回法意译
,

或是找个相近的词
,

或者是保持原意
,

换个说法
。

千万别因此

而耽搁
。

遇上这种情况时
,

译者要沉着冷静
,

善于把自己特有的广泛的语言知识加以

运用
,

善于用简单的英语去描述
,

最终让人理解
.

一

由此可见
,

一名英语口译工作者应具备丰富的英语语言知识
,

广博的知识面和熟

谙 口译技巧等基本素质
。

而就整体素质而言
,

还应当具有 : 高度的工作责任心
,

科学

的工作态度
,

不能随意发挥
,

敷衍 了事 ; 良好的心理素质
,

不应急躁
,

较强的自制能

力
,

不要因怯场而败阵 ; 严守中立
,

立场公允 ; 对讲话者的各种观点应予以尊重
,

不

应有厌烦
、

讥讽的表示 ; 注意礼节
,

衣着整洁
,

举止大方
,

使用手势时要有分寸感 ;

既保持谦逊有礼又满怀信心地进行工作
。

英语是国际语言
。

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发展
,

对英语 口译工作者的需求量也必将

随之增多
。

这一趋势为广大英语 口译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新天地
。

遗憾的是
,

据笔者

所知
,

目前我们所在的地 区英语 口头翻译的质量并不都很理想
。

换句话说
,

该地区英

语 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

这乃是推动笔者进行探讨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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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冲突 ? 为什么要写最后两段?
·

应用巧合吗 ? 应用得好不好? 小说各部分的长度适

宜吗 ? 如此等等
.

提出什么问题
,

必须认真斟酌
,

问题提得好
,

才能启发和引导同学

思考
。

因为有充分准备
,

讨论进行得很热烈
,

不仅使同学理解了 《青凤 》 这篇小说
,

而且更好地了解了小说的特征
。

一般的教学规律
,

我们至今还探讨得很不够 ; 在一般的教学规律的指导下
,

探讨

某一门具体课程的教学规律
,

就做得更不够了
。

我上元明清文学作品选多年
,

自认为

有些体会
,

然而也仅仅是一得之见
。

更何况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

`

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极

答案的问题
。

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
,

只是为了今后能够更深入地进行探讨
,

并藉此就

正于专家
、

读者
.

(作者工作单位 : 厦门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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