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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有用
“

大学人文
”

和
“

大学文学
”

取代大学语文的愈见
,

笔者认为不可取
。

大学语文是

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
,

多年来从教材研究到教学实践都已有宝贵的经验
,

我们应该总结这些经验
,

提升大

学语文的学科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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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间
,

在围绕大学语文展开的讨论中
,

先后出现用
“

大学人文
”

和
“

大学文学
”

取代大学

语文的两种提议
,

并且都编出了教材
。。任何讨论

都是有益的
,

何况这讨论还结合了教材文本的编写

实践
,

更显出讨论者脚踏实地的精神
。

本文且不评价具体的教材文本
,

而是从理念上

立论
,

认为大学人文和大学文学不可能取代大学语

文
。

理由很简单
,

人文学科是和 自然科学学科相对

的一个概念
, 。它包括文史哲类的一大批课程

,

当

然也包括了大学语文
,

不应该自贬身份来取代其属

下的某一门具体课程
。

至于大学文学它更应该是一

门专业课
,

不适宜作
“

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
”

的

文
、

理
、

工
、

农
、

医
、

财经
、

政法
、

外语
、

艺术
、

教育等各类专业的公共课
。

所以大学语文的问题还

是要在大学语文自身解决
。

首先
,

语文的概念是很丰富也很清楚的
,

它有

语言
、

文字
、

文学乃至人文的意思
,

但又不是简单

地等同语言
、

文学等等
,

它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综

合
。 “

十年树木
,

百年树人
” ,

人文教育应当灌输于

人生的各个阶段
。

工具有简单复杂之分
,

工具的掌

握也应当伴随于人的一生
。

如今有人质疑为什么小

学语文
、

中学语文之后还要有大学语文
,

还是既看

不到人文教育的终身性
,

也看不到工具掌握的阶段

性
。

其实争论的焦点还不在这里
,

而在于大学语文

为什么成为大学各专业的公共课 这个问题在中学

文理分科时就应该提出
。

这就要回溯语文学科的

源头
。

在上个世纪初确立的语文学科
,

具体是叫做
“

国语
”

和
“

国文
”

课的
,

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语

文学科具有母语教育的性质 所以我主张把语文课

的性质表述为
“

综合了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母语教

育,’
。

在任何国度
,

母语教育都是国民的终身义

务
,

所 以无论是文
、

理
、

工
、

农
、

医
、

财经
、

政

法
、

外语
、

艺术
、

教育等不同专业
,

只要你是中国

人
,

就必须接受母语教育 所以无论是小学生
、

中

学生
、

大学生
,

只要你是中国人
,

就必须接受母语

教育
。

这就是大学语文能够成立的根本理由
。

相比之下
,

大学人文
、

大学文学是可以跨越国

界的
,

只有大学语文应该固守自己的母语
。

和它相

对的
,

是大学英语
,

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为什么要开

大学英语
,

也没有人要以什么世界人文或外国文学

来取代大学英语
。

据说在英国没有专门的英语课
,

他们的每一门课都承担母语教育的功能
。

这是一种

境界
,

在我们还没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

需要有

一门具体的课程来承担母语教育
,

那么在大学阶段

这门课程难道不应该是大学语文吗

母语首先是一种语言
,

语言的操作有初浅与精

深的区别
,

说大学语言难道比中学语言更高明吗

回答是当然如此
。

大学生当然应该比中学生更好地

掌握自己的母语
,

所以中学语文之后还要有大学语

文
。

语言又是一种文化载体
,

大学文学
、

大学人文

都可以纳人其中
,

中国有文史哲合一的大语文 杂

语文 传统
,

纯文学之外
,

先秦哲学
、

两汉史学
、

历代策论乃至九章算术等等
,

都为大学语文提供了

丰富的内容
。

所以选文滋出文学也很自然
,

不必因

此怀疑它还是不是语文
。

甚至外国文学
、

世界人文

也可以成为大学语文内容的
,

它反映的是我们母语

包容
、

转换世界语言的能力
。

所以大学语文不能没有语言学习的内容
,

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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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取代大学语文

言在中学学过了
,

大学应该学文学了
,

这是割裂母

语教育的形式与内容
,

最终会毁了我们的母语教

育
。

当然语言应该有层次
,

上世纪初对于
“

国语
” 、

“

国文
”

的设置
,

就是强调了这个层次
,

今天的中

学语文和大学语文之间
,

也应该有一个飞跃
。

问题

是语言的人文性质使其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容易精确

测定
,

这个质变的过程往往不是很清晰
,

加上我国

的大学语文确有一定问题
,

于是招致
“

高四语文
”

的讥讽
。 “

高四语文
”

说
,

正是主张用
“

大学人文
”

和
“

大学文学
”

取代大学语文的一个基本证据
。

不可否认
, “

高四语文
”

的现象在大学语文教

学中确实存在
,

分析起来原因有二
。

首先
,

我国的

大学语文起步时定位就不够高
。

年
,

在时任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倡导

下
,

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
。

当时刚刚结束

十年文革运动
,

我国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

许多大学

生写文章错别字连篇
,

有的甚至连申请书
、

借条也

不会写
,

因此人们将大学语文定位于还初
、

高中语

文的欠帐
。

但是这个定位其实是有问题的
,

因为十

年文革影响的不仅是语文质量
,

可以说所有学科质

都普遍下降
,

比如当时有的高校数学系便传出大

学教授教学生小数点的奇闻
。

那么是不是要在所有

的学科中都来还历史的欠帐呢 显然不行
,

否则就

根本不叫高等教育
。

这个问题当时很多大学是通过

办预科班来解决的
,

今后再出现这个问题也应当如

是处理
,

而不应该以降低大学教育起点为代价
。

第二个原因
,

似乎所有的讨论文章都未能加以

注意
,

就是大学语文其实不是铁板一块
,

它起码是

分成全日制教育和自学考试两大块
。

中国的自学考

试制度在不拘一格育人才上确实功不可没
,

但是毋

庸讳言它正在越来越并人应试教育的轨道
,

高考中

行之有效的死记硬背标准答案那一套做法
,

也正日

益成为自学考试的基本手段
。

从这个现象上说
,

自

考大学语文确实有点像
“

高四语文
” 。

所以
,

说大学语文是
“

高四语文
” ,

在开设大

学语文之初可以
,

对自学考试而言可以
,

但是不应

该用来一概贬低今天全日制大学中普遍开设的大学

语文课程
,

这未免抹杀了编者和教者两方面的辛勤

劳动和探索
。

教材编写方面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国

各地大学语文教材已有数十种之多
,

特别是徐中玉

教授主编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
,

年来
,

一改

再改
,

至今已经修订到第八版
,

从学科定位
,

到编

写体例
,

到文章选取
,

都反复听取各方意见进行斟

酌修改
。

近年来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更呈现百花齐

放的态势
,

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各种探索
,

徐中玉

主编的 《大学语文》之外
,

又有王步高主编的 《大

学语文》
,

北京大学的 《大学新语文》
,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多所大学

合作编写的 《高等语文》等
,

这诸多专家学者的研

究成果
,

绝非一句
“

高四语文
”

可以抹杀得掉的
。

从教者方面说
, “

高四语文
”

的说法更是抹杀

了广大高校教师的辛勤工作
。

大学体制与中学有根

本不同
,

教师本身都是学有专长
,

又没有高考的压

力
,

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
,

从内容选择到

教学风格方面都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

就笔者所了解

的一些大学语文教师
,

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

的教法的
。

这里仅介绍一下笔者自己教授这门课的

一些体会
。

笔者这几年都教大学语文这门课
,

开始是领导

指派
,

随后在教学中对这门课 日益发生兴趣
,

逐渐

成为自己的一个学术研究方向
。

与
“

高四语文
”

论

者的思维方向不同
,

笔者并不急于与中学语文划清

界限
,

反倒是致力于大学与中学语文教学衔接的研

究
。

笔者觉得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根本区别
,

并

不在于课文的选取
,

中学语文教材已经十分注重选

取经典文学作品
,

大学语文除非向文化领域拓展
,

否则再想找出中学语文没有选到的课文
,

确实难乎

其难
。

然而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选文发生重盛
,

其

负面作用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
,

正如幼

儿园小朋友可以诵读古诗
,

而当这些古诗在小学
、

中学甚至大学教材中重复出现的时候
,

并不会有人

因此就说是大学幼儿班水平
。

古人评价屈赋的学习

价值
“

其衣被词人
,

非一代也
。

故才高者苑其鸿

裁
,

中巧者猎其艳辞
,

吟讽者衔其山川
,

童蒙者拾

其香草
” ,

不正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吗 选

文的重叠
,

也许更能逼着教师把大学语文上出不同

于中学语文的特色
,

所以反而可能有积极意义
。

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
,

大学语

文课程是具有素质教育的意义的
。

素质教育并不排

斥知识积累和能力培养的过程
,

任何一种完整的教

育都包括知识
、

能力和素质三个层次
,

知识要积

累
,

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
,

甚至
“

死记硬背
”

都是

必要的
。

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
,

会转化为能力
,

能

力不一定只是动手
,

动脑也是一种能力
,

读书的能

力
,

考试的能力
,

掌握母语的能力
,

接受民族传统

文化的能力
,

这些能力将来都会转化为社会生存的

能力
,

所以对于中小学教育的成绩不宜轻易否定
。

能力的培养和反复运用
,

最后就会变成一种气质
,

一种读书人的气质
,

一种文化人的气质
,

一种文明

人的气质
,

这是我们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
。

毋庸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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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素质教育是中小学教育最为薄弱的一环
,

这一

方面因为在高考的压力下
,

中小学教育无暇顾及那

些难以精确侧定的素质内容 另一方面
,

素质的养

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中小学只是打一个基础
,

真

正见成效恐怕还要到大学阶段
,

我们不能因为中小

学没有最终完成素质教育的任务
,

就否定中小学教

育对于素质教育的意义
。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

说我

们的中学生好象是一壶只烧到七
、

八十度的水
,

大

学教育就是要再加上一把火
,

把这壶水烧开
。

基于

这个认识
,

一些民办大学不嫌弃高考中稍差一点火

候的落榜生
,

他们成为这些大学的抢手生源
,

并与

其他大学生一样学习成才
。

我们的认识绝不应该比

这些民办大学还低
。

回到语文教育上来
,

由于上述原因
,

现在的中

学语文教育可能尚无暇顾及那些人文素质的内容
,

而只能把重点放在基本知识的积累和语文能力培养

上
,

但是这正好为大学语文的素质教育提供了条

件
。

比如教学庄子的 《逍遥游》一课
,

假设不是中

学语文教学已经讲清楚课文中大 的字词注释
,

大

学语文教师又怎么可能优雅地越过字词教学
,

更深

人地挖掘课文所含有的哲学机智
、

文学浪漫以及人

生境界
,

并从更高的高度反观庄子的语言艺术 当

大学教师如此成功地组织教学时
,

绝不可沾沾自喜

学识上的高人一等
,

而应该对中学教师的辛勤劳动

心存感谢
。

大学的教学环境是优越的
,

大学语文没

有大学英语那样的四六级考试
,

甚至不被纳人学校

考试科目 通常是考查课
,

这些被一些人认为是

走入困境的种种不利
, 。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更加适

宜的素质教育环境
。

最后
,

由于大学语文是面向文 汉语言文学专

业除外
、

理
、

工
、

农
、

医
、

财经
、

政法
、

外语
、

艺术
、

教育等各类专业开设的的一门公共课
,

这就

要求
“

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
,

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

趋势
”

教育部高教司 《大学语文教学大纲
·

征求意

见稿》
,

这是一个很高的学科要求
,

是一种大语文

的学科视野
,

因此大学语文的教学绝不是
“

万金

油
”

式的教师便能够轻易胜任的
。

这两年笔者给艺

术类学生上大学语文 又分别为音乐专业与美术专

业
,

对语文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并尽 通

过多媒体教学手段把这种关系展示出来
,

受到了学

生的欢迎
。

笔者还没有给理科类学生开过课
,

但

是设想假若给理科类学生开课
,

一定会借鉴李政道

博士诊释科学与艺术关系的那种思路来进行教学设

计
,
。那将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

谁能说这

样的大学语文没有学科特点
,

是形同虚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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