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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古代文学史教学工作的再认识和新思考 

何蕾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233040） 

[摘要] 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存在刻板化、程式化倾向。厘清古代文学史课 

程特点、教学模式、教学目的是提高此课程教学质量的现实需要，也是创新教学方式的前提条件。为创新此课程 

教学方式，提出以走出教室、走入自然，专题讲座、深入探讨为主的“不拘格套”的授课方式；以品读经典、怡 

情悦性，区分个体、不立标准为主的“独抒性灵”的引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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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 

响和束缚，课程教学中存在模式化、刻板化、程式 

化倾向。笔者结合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实践，对如 

何突破固有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提出几点粗浅 

看法，仅供参考。 

一、对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再认识 

古代文学史课程有何特点，通行教学模式能否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目的是什么，学生通过 

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教师怎样利用有限的资源传道 

授业解惑？由于受教学习惯束缚，连一些资深教师 

对此也含混不清， 或者有意无意地不做深究。 其实， 

厘清这些问题既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素质的 

现实需要，也是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 

的前提条件。 

与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相比，笔者认 

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历 

史跨度长，从远古神话到晚清文学创作，几乎与 

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步；二是涉及文学人物与文学 

作品数量庞大；三是“文史哲”不分家，每一个 

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都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 

等等发展状况绞缠在一起。与此对应，中国古代 

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一是 

为学生厘清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让学生头脑中 

有一条明晰的历史线索；二是引导学生循着文学 

历史发展的主线，探索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 

作情况；三是为让学生明白“文史哲”三者之间 

的关系。 

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这三个特点，是广大文学史 

专业教师所熟知的，因此，日常教学工作通常就围 

绕这三个方面展开。教师的工作也日趋程式化和模 

式化：一节课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简单交待一个 

时期的文学创作概况，接着介绍创作流派，然后是 

具体讲述某一派或者某一位作家的创作，讲述的内 

容包括作者简介、风格简介以及作品鉴赏等。而学 

生专注于黑板，不放过教师笔下或者投影幕布上的 

的每一个字，记述完毕，一节课也就到了尾声。这 

样一节课，是标准的，也是合格的。对于这样一节 

课的内容和教学方式，教学管理方和学生不会有意 

见，争议最多是课堂气氛活跃与否或者内容生动与 

否，对于教学流程不会有疑议。因为一直以来，我 

们的教学就是以这种模式进行，这是传统的、常规 

的、通行的教学模式，影响深远而广泛，各方都已 

习惯。习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被习惯左右着的教 

学各方，罕有创见，即使有，也难以冲出惯性的重 

围。王安石曾说过“人习于苟且非一日” ， [1](97) 语义 

与此相类。在“习于苟且”的环境力量下，古代文 

学史的教学工作被局限于教室，局限于书本，局限 

于教学大纲，局限于标准化的教学条框中，鲜有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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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文学史课程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 

某一作者的创作概况，总体风格或者某一部作品的 

艺术魅力，而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提高审美品位， 

提升文化素养，进而塑造人格，培养性情。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 

共处，学会生存。 [2](7687) 其中，学会生存被认为是 

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而前三者则是学会生存的 

前提条件。前三者综合在一起，正是我们的古代儒 

者所称的“修身”一门。 “修身”是儒者立于社会 

治理社会的前提。《礼记•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 

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3](485) 古代文学史内容 

丰富而源远流长，涵盖了中国文学、历史、哲学、 

艺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内容，对学生而言，是 

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面重要窗口。同时，古代文 

学史课程教学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中国古 

典文学，研究作者的生平、思想，探讨特定阶段的 

文学现象和历史来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依存感 

与归属感，塑造人格，培养性情，从而提升个人素 

质，既与先哲的“修身”说遥相对应，又与当代教 

育专家的“认知”“做事”“共处”等观点本质上相 

通。 

可见，不论是古代儒家学者还是当代国外教育 

专家，对于教育目的的看法一致，表达方式迥然相 

异，实则殊途同归，都将教育的终极目的归结于提 

高受教育者素质，为将来踏入社会生存做准备。所 

以，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的不单是向学生灌输 

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人格、培养性情。 

二、对创新教学方式的新思考 

古代文学史教学面临着学生需求多样化、趣味 

化、信息量大且传递迅速等新形势，迫切需要突破 

刻板、程序化的教学模式，以增强学生兴趣，加强 

师生交流，强化教学效果。明袁宏道在《叙小修诗》 

里首倡诗文创作应该 “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 [4](187) 

引发文坛震动，引导复古、拟古的文坛转变风向， 

从追求形式转而追求真情，引起了明代晚期诗文创 

作的变革。而今看来，这种“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创作观点也适用于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同，是可 

以古为今用的一笔丰厚历史遗产，值得深入总结、 

大力推广。 

1.“不拘格套”的授课方式 

正统授课方式包括几大要素： 讲授者， 接受者， 

教材、教案，固定的空间——教室，固定的工具— 

—黑板以及相关附属物。教授的方式是在固定的空 

间内通过口授、文字表述等手段向接受者传授教材 

以及与教材相关的知识。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内容特 

点与教学目的决定了这种正统的授课方式并不是 

最合理的。所谓“不拘格套”是谓打破固定空间的 

约束， 打破教材与黑板的制约， 以灵活的方式授课。 

方式 1：走出教室，走入自然。 

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引领 

学生欣赏、品鉴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采用何种方 

式带领学生深入到古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境界中 

去，是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诗歌与散文。诗 

文创作的一个重要起因是作者为自然之景所感，陆 

机《文赋》云：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 

眇眇而临云” ， [5](527) 讲述的正是作者为自然之景所 

触动时的感受。这种“悲”“喜”“懔懔”“眇眇” 

的情感变化， 是诗人进行创作前的必经阶段。 因此， 

要理解古人的情感变化，深刻领悟古代经典诗文的 

境界，最适宜的方式便是将欣赏的空间由室内移到 

室外。在春和景明之时，感悟春的美好，体味“池 

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勃发生机，在万物萧飒， 

落叶纷飞的季节，领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 

叶下”的感伤与怅惘。还可将课堂拉到旷野，让学 

生体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总之， 

不局限于有限的教室空间，将课堂延伸至室外，对 

于学生品读、深入理解古代诗文有着重要意义。 

方式 2：专题讲座，深入探讨。 

按照教材或者以教材为纲的通行做法，将教师 

的精力，学生的关注点局限于书本，造成一种面面 

俱到、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效果，但无法就某一 

论题深入展开、层层剖析。专题讲座可以弥补此缺 

憾，教师利用专业优势，借助现代辅助教学手段， 

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学术热点、前沿问题等以讲 

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并且安排互动环节，引发学 

生对专题的关注与探讨。这种做法对于拓展学生视 

野、训练学术思维，提升学术水准大有裨益。专题 

的选择可以两种方向主导，一是学生主导，一是教 

师主导。学生主导就是调查学生的关注热点，对于 

学生希望了解的古代文化、文学人物、古代政治、 

甚至社会风俗等某一方面给与关注，形成论题，以 

小型学术讲座的形式为学生“答疑” 。教师主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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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教师的学术专长或者研究成果中的某一项 

加以整理形成论题，以剖析的方式面向学生讲解， 

展示学术研究的路径，训练学生的学术思维，提高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管采用何种专题讲 

座，都是深入探讨的有效路径，能极大地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有效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 

2.“独抒性灵”的引导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 高峰迭起、 瑰丽璀璨。 

诗词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最讲究一个 

“情”字，历朝历代的诗文大家谈及创作，无一不 

围绕情感进行阐述， 陆机说 “诗缘情而绮靡” ， [5](528) 

白居易说诗歌 “根情” 。 [6](2790) 诗歌的创作以情为主， 

以情动人，讲真情而非矫揉造作之态。欣赏古代经 

典诗文也当从“情”字着眼，倡导“独抒性灵”的 

诠释方式，引导学生自由思考、独立分析，不拘泥 

于权威解释，避免机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读，引 

发学生情感共鸣。 

方式 1：品读经典，怡情悦性。 

历史发展，时代演变，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社 

会潮流变化万端，万变之中唯一不变者乃是人类的 

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思春而意兴勃发， 

睹秋而悲从心起，自古皆然。一些经典的古代文学 

作品，更是人类情感的结晶或升华，因此，以“情” 

为突破口， 深入了解古人心态， 理解古人创作动机， 

避免机械化、模式化的政治解读，乃是解读古代经 

典文学作品、怡情悦性的不二法门。例如引导学生 

欣赏《长恨歌》，首先应摒除“政治主题”说，而 

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思考白居易为何 

笔不由己，将“欲惩尤物”的讽刺主题渐变成“在 

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颂歌。其 

次，带领学生走进“长恨”的情感世界，抛开李隆 

基的帝王身份，引入一个人到暮年的男性视角，理 

解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恋，乃是一种对于生命之春 

的眷恋，是以杨玉环青春肉体的活泼魅力抵消暮色 

沉沉的悲哀。通过这种方式引导，既能增加学生品 

读、鉴赏经典能力，也能愉悦性情、陶冶情操，培 

养审美能力。 

方式 2：区分个体，不立标准。 

孔子的“因材施教”说，三千年来，历久弥新， 

遗憾的是在常规课堂教学中，囿于学生人数、教材 

与大纲，区别个体、因材施教的做法难以施行。对 

此，可以在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大量增加自由讨论环 

节，鼓励学生挑战权威，敢于偏离“正道” ，提出 

自己的看法。因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欣赏，非一家 

之言可以囊括。越是经典作品，留下的阅读空白越 

多，诠释、探讨的空间也越大。而读者由于个体的 

教育背景、情感经历、家庭环境的不同也造成对文 

学作品诠解上的差异。因此，区分学生的秉赋与气 

质，针对不同学生特点，鼓励、引导他们以自己的 

方式“走入”作品，以最真实的态度和感受体悟作 

品，独立思考。例如，对于情感世界丰富而又细腻 

的学生而言，以言情取胜的婉约词最易引发他们的 

感慨，柳永《雨霖铃》带来的思索比东坡《大江东 

去》带来的感悟更多。而对于视野开阔，性情较为 

爽朗的学生而言，东坡的词比柳永的词显然更胜一 

筹。因此，在古代文学史课程的经典阅读环节，需 

注意的一点就是打破权威、摒弃标准，区分个体差 

异，设置对应论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训练自主 

思维的能力和习惯。 

除了要对常规教学方式进行革新，改变教学的 

惯性思维，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也是一个应当重视 

的问题。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以来，笔者发现多数 

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经典阅读不足，对于一 

些古代文化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孔子云“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 ， [7](68) 而现实情况是相当数量的学生 

由于阅读量小，对于一些经典作品茫茫然不了解， 

无法“愤” ，无从“悱” 。因此，教师也就无法做到 

“启”与“发” ，迫切要做的是为学生补课，及时 

补充古代文化知识。因此，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亟 

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增加学生的经典阅读量，增 

强经典作品阅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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