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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到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走向

.

2006-7-7  高国兴 张碧波  阅读207次

     古代文学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观点、研究传播等

方面有很大创新，但还没有突破旧有的，按照文学断代、文学门类设置的学科研究特点。各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还沿袭着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唐诗、宋词、戏曲、《三国演义》、

《红楼梦》等学科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生、博士生，而缺少将文学史和文化史（文学和文化）融合一起的

学科研究方向，缺少为现实服务或指导现实文化发展实践的学科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沿袭旧有研究模式，其弊端正日益显现

出来。首先，这一模式割裂了中国文化古今一体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历史形态上与当代属于两个历史阶段，但文化精神却一脉相连没有严格的分界

线。中国古代文学中许多思想，比如《周易》中的对立统一、循序渐进、物极必反、全面协调发展、审

时度势等思想都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文化作品中如《大宅门》、《雍正王

朝》等展现的“民族气节”“勤于政事”也正是在延续中国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很多

思想原则诸如创新精神、“共赢”思想、“和”的境界，兼容并蓄态度等等都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

找到根基。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发展，新的传播形式、传播媒体出现已经将古今文化融为一体。电视剧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是站在当代文化思想基石上传播的古代文学，电影《李清照》

是通过电影形式将古代李清照的词意、词人经历研究成果展现给当代观众。古代文学已经成为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要内容。  

    其次，这一模式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古代文学原本状态。  

    中国古代文学文、史、哲相联系。中国古代作家从来都不是纯文学家，即使具有现代意识的曹雪芹

也不是以作家身份为生的。古代文学家往往都是政治家，大都是在参与政治、军事或其他工作中进行创

作的。古代文学、文学家的文化多元形态、多方面影响，只有从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深入挖掘中才能得

到正确、完整的解答。简单的从文学门类中研究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或者仅仅体现文化角度研究古代作

家、作品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打破旧有的学科研究体系，才能在更高层面上推进学科自身的建设发展。 

    第三，这一模式中断国学研究中“学以致用”传统。  

    中国国学研究从来都是讲究“学以致用”的，通过对古代先贤文化（包括文学）的研究，解读、挖

掘民族精神，延续民族精神发展血脉，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所以“学以仕进”也是知识分子的一

个传统，学习要和实践相结合，学习要和祖国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今天的时代要求人们必须及时更新

知识结构，必须有古今文化一体的视野，迅速捕捉既能够满足其精神需要，也能够提高其生存能力的思

想、知识。古代文学那种“孤芳自赏”式的研究、那种脱离现实生活的研究、那种不能让读者（观众）

在很短的时间内捕捉到更多信息的研究、那种不能把研究成果交给大众“曲高和寡”的研究，显然是不

能适应时代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届届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除少量属于专门人才作为学科梯

队继续从事古代文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外，大部分学生还不能将他们学到的古代文学知识在今天的条件下

得到充分运用。  

    我们希望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问题能够引起学术界重视。古代文学必须加以改造，尽快建立适应新

的时代要求的学科研究体系。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应从贴近文学原本状态，贴

近现实，贴近经济，贴近社会角度，从面向现实，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视野，融古今一体出发，以力

求实用，从古代挖掘智慧为当代服务，建立新的学科研究体系，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具有深厚古代文学素

养的企业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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