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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古文教学如何传承传统文化

———以义务教育阶段统编语文教材为例

过常宝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将 “文化自信”列为语文四大

核心素养之首，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古文是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之

一，同样，离开传统文化这一维度，也很难讲好古文。教材编者和教师在关注古文

所依赖的历史文化情境、知识符号体系、思维特点的同时，还必须理解传统文化的

一些重要特点，如价值多元、知行合一等，做到既尊重传统文化自身的逻辑，也重

视古今文化差异，以文化话语代替文学或文章学话语，才能有效地提升古文教学水

平，完善语文学科的内涵，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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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语文教材重视传统文化素养，无论是选

文，还是课文后的学习指引、知识卡片等，都体

现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１］，包括了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多个层面［２］。

义务教育阶段统编语文教材的编写是在中央 《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发布之前，因此教材编写

者所具有的传统文化意识就更令人敬佩。本文在

统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 （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 《课标》），进一

步谈谈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体系化建

设，以及课文的文化理解和文化探究等方面的问

题，期望能有助于提升语文课程的传统文化教学

水平。

一、文化知识和历史逻辑

在语文课程中，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教

学对象，与语言、文学等并列，与现当代文化、

外国文化相对，有其自身的内涵和话语方式。

《课标》将 “文化自信”列为语文四大核心素养

的首位，并依据 《意见》，将 “思想理念”“人文

精神”“传统美德”看作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 “总目标”［３］，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及其独特的育人功能。要将这个 “总目标”落实

到教学中，依靠的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知识、传统

思维和话语方式。所以，传统文化教学要讲清楚

课文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和文化逻辑，否则就只能

以今律古，形成误解或曲解，引起学生的质疑。

首先，课文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知识，对这

些知识的把握，成为理解课文的关键。如苏轼

《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是篇赏月的文章，但真

正落实到月色上的，只有 “如积水空明”一句。

关于水月意象，在苏轼之前存在一个文学传统，

如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的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

月明”，孟浩然 《宿建德江》的 “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李白 《把酒问月》的 “皎如飞镜

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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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向云间没”，这些水光月色，都意味着对现

实世界的超越，从而达到一个虚静澄明而又生机

灵动的境界，因此，它是一个彼岸世界。我们若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苏轼这篇文章也是可以的，但

还是有些 “隔”。因为这篇课文的月色是一个纯

粹的欣赏对象，而在文学传统中，月色被描述为

一个世界，包括苏轼自己的 《水调歌头 （明月几

时有）》。所以，这里的水光月色与文学传统中

的水光月色有所不同。

实际上，这篇文章中的水月空明包含着一个

特定的佛教文化知识。此番赏月，苏轼特地来到

承天寺，不仅是为了邀约张怀民，也是为了在这

片静谧的佛寺净地，观月如水，领悟一种无我无

差别、光明灵动的圆满之境。文中的 “空明”，

就是空幻而澄澈，是个通透无碍的境界，在这个

境界中，空的是人世的诸般烦恼，明的是豁然贯

通的佛理。所谓 “藻、荇交横”，是指清风徐来，

树摇影动，在朦胧中影影绰绰，动静不定，虚实

相生，此即空明，使人陶醉忘世，顿然开悟。教

材在 《记承天寺夜游》一文后，要求学生谈谈对

苏轼自称 “闲人”的理解。“闲人”二字，佛家

常用，唐代百丈怀海和尚作偈云：“幸为福田衣

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白居易 《闲卧》诗云：

“薄食当斋戒，散班同隐沦。佛容为弟子，天许

作闲人。”与苏轼交好的佛印禅师亦有 《黄莲寺

留题》诗云：“白头归古寺，清世作闲人。”由此

可见，“闲人”正是当时佛禅熟语，苏轼在这里

自称 “闲人”正与文中的佛家悟道体验相关。也

就是说，“闲人”二字确为本文理解的关键，但

如果只是将本文看成一篇文人写景小品，引导学

生从苏轼一时之 “心境”（贬官黄州）及其生平、

思想背景上探求 “闲人”的旨趣，就难免停留于

文章表面，只有进一步了解本文中特定的文化知

识，才能更准确、深刻地体会文章的意蕴。

其次，课文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有着特

定的文化逻辑，离开这一背景，不顺着这一逻

辑，就无法准确地理解课文。比如 《曹刿论战》

中，鲁庄公依次说了三个战争取胜的条件：一是

自己不吝惜财物，也就是不贪婪；二是对神诚

实，也就是有虔敬之心；三是据实断案，也就是

公正治国。对于这三点，唐代柳宗元感到很疑

惑，他在 《非国语·问战》一文中说：“徒以断

狱为战之具，则吾未之信也。刿之辞宜曰：君之

臣谋而可制敌者谁也？将而死国难者几何人？士

卒之熟练者众寡？器械之坚利者何若？趋地形得

上游以延敌者何所？然后可以言战。若独用公之

言而恃以战，则其不误国之社稷无几矣。”可是，

曹刿和鲁庄公好像没有这样的疑惑，这是为什

么呢？

西周、春秋时期行宗法制和分封制，天子为

大宗，诸侯为小宗，是亲戚关系，受礼仪制度约

束。西周时期，天子为惩罚诸侯国的非礼行为，

可以指令其他诸侯国出兵，但这种战争仍然在礼

制范围之内，往往是兵临城下，或稍分出胜负，

即结盟而还，与后世争地灭国之战迥然不同。春

秋时期，随着周天子的衰微，战争多由诸侯自主

发动，有争霸或吞并的目的，战争始弃礼仪而讲

实效。传统的礼仪战争，崇尚的是礼制精神，依

赖祖先神灵的护佑，所以要牺牲丰盛，对神灵虔

敬。春秋时期，开始提倡 “鬼神非人实亲，唯德

是依”，而诸侯的德行主要就是指养育子民，所

以鲁庄公所谓 “衣食分人”仍然意在敬神。鲁庄

公的第三个理由是公正断案，说的是理国治民之

道，体现了独立于礼仪之外的政治理性，曹刿称

之为 “忠”，与对神灵的 “敬”相对。 “断狱以

情”虽然不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但它说明鲁

庄公愿意脱离传统礼制来进行这场战争，而这对

曹刿来说非常重要。

战争中，无论是三鼓而后应，还是防止齐国

佯败设伏，从战术上来说，都不难看懂，为什么

庄公就不理解呢？这还是要从礼仪制度上来说。

按西礼，诸侯国战争双方不是血亲就是姻亲，战

争的目的是罚罪，受礼制约束，不会有你死我活

的感觉。三鼓而后应和佯败设伏都是违背战争礼

仪的。鲁国作为礼仪大国，鲁庄公和贵族满脑子

只有战争礼仪，不理解曹刿的行为，所以有鲁庄

公之问。曹刿的战术突破了礼制思想，表现出诡

战的色彩，体现了春秋战争的发展趋势。实际

上，春秋时期，既有坚持礼仪的宋襄公，在泓之

战中奉守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等规

矩，导致国败身亡，也有各种偷袭、诡诈，如晋

军伪装成为籴米的人接近鼓国都城后发动袭击，

一举歼灭鼓国，等等。到了春秋晚期，各国的战

略、战术，包括战阵形态，都不再讲究礼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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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取胜为目的，竭尽变化之能事，军事技术

有了很大发展。这篇文章的文化意义在于，守旧

的贵族严守礼法，“未能远谋”，只有士出身的曹

刿，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阶层，才能把握社会发

展的趋势，敢于突破，与时俱进。显然，《曹刿

论战》这篇文章的文化内涵不在于以弱胜强，而

在于以诡胜正；曹刿的品质如有所取的话，就在

于与时俱进，不拘泥于旧的礼制。而这一点，从

文章中是读不出来的，必须深入到文化背景中，

从当时的文化逻辑出发，才能得到确切的解释，

才能消除学生心中的疑惑。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背

景知识和文化思维，如果只是从文学角度，从文

章内部进行理解，就会错失文章的大意，误解古

文的价值，也会难以说服学生。所以，丰富而系

统的传统文化知识对语文教学非常重要。

二、价值多元和符号体系

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同的情境，会有

不同的价值取向，甚至会有完全相反的价值取

向，但它们可能都是有意义的。文化的包容性，

为个体提供多种选择，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或同

一个体能够从不同方向完善自己，形成丰富多彩

的文化景观。理解这一点，对于形成正确的文化

观非常有意义。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在同一个单元中选用了

《岳阳楼记》和 《醉翁亭记》两篇文章，就有着

这样的意味。《岳阳楼记》云 “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又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前一句说外界的变化、自己的感觉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忧国忧民的政

治情怀；后一句则是对前一句的发挥，表达了先

人后己的伦理准则。而 《醉翁亭记》则抒写由观

览自然、纵情宴饮而感受到的快乐。所谓 “人知

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是说

太守除了山水宴饮之乐外，还独自享有一份与人

同乐之乐。这两篇文章，都有贬谪的背景，都体

现了感物抒怀的文学功能，但所体现的文化理念

迥然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这就需要将两篇

文章结合起来讲。《岳阳楼记》所谓 “古仁人之

心”表达的是儒家的人格理想；《醉翁亭记》得

意山水，泯然众人，得自然无我之意趣，是道家

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儒道是古代两大重要的思想

流派，由于取向不同，常相互竞争，相互攻讦，

却又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儒家着意于意识形态的

构建，强调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人格的塑

造；道家思想主要关注人生的意义，强调的是个

人意志的自由和自然人格的自我实现。对于中国

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的人生同时具有社会属性

和个体属性，可能形成儒家人格理想和道家精神

境界的双重追求。儒家有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

说法，虽然对 “善”的理解不一样，但这句话确

实为道家的自我精神完善提供了空间。在这种文

化背景下，士大夫普遍认同社会生活从儒，私生

活从道，或者在政治、人生挫折时由儒转道的生

活模式。在同一个人身上，儒道兼有的状况并不

少见。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我们判定两篇

文章的文化价值的依据。所以，这两篇文章一定

要合起来讲，对比着讲，否则就失去了它们应有

的文化内涵。

文化价值的多元、多层次，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表现为文化符号体系的丰富性。这些丰富的、

相互关联的文化符号使得价值表述更加精确、清

晰，同时也使得传统价值观念具象化、艺术化，

更具感染力。自觉地利用文化符号讲授传统文

化，是一种简捷而高效的方式。

周敦颐 《爱莲说》以莲花代表一种君子人

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

亵玩焉。”教材提示学生，通过这几句描述来体

会君子的美好品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好品质

呢？独立自爱、雅洁正直，有内涵，不媚俗，是

一种令人向往的人格范型。这篇文章还提到菊花

和牡丹，菊花象征隐者，远离尘嚣，托身草野，

以保持人格的高洁；牡丹为世俗富贵之象，特指

地位崇高、声名隆显者，反映了世俗社会的价

值。菊花和牡丹这两个符号构成了隐与仕这一二

元对立的价值观，这其中包含着某种消极抵抗的

情绪和无可奈何的遗憾，不能算是一个完满的价

值体系。周敦颐提出的莲，则代表积极入世又能

保持精神独立的第三种人格，让人格理想和社会

理想能够结合起来，这就丰富了原先的二元价值

体系。教师如能清晰地指出这一突出的文化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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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才能说清楚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

实际上，中国文化中还有梅、兰、竹、菊

“四君子”之说，分别象征着人格中的高洁傲岸、

幽雅空灵、虚心直节、冷艳清贞，代表了四种人

格类型的君子，或者君子人格中的四种形态。此

外还有松、竹、梅 “岁寒三友”之说，等等。这

些都是典型的文化符号，它们所描述的都是 “君

子”，都以修德养性、精神独立为旨归，但有一定

的差异性。这个文化符号体系，在一个相对统一

的价值框架内，为学养、性情、处境的差异提供

了不同的选择。同时，我们还能从这篇课文中看

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表述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君

子比德。《礼记·聘义》载孔子云：“君子比德于

玉焉，温润而泽，仁也。”他所谓 “智者乐水，仁

者乐山”（《论语·雍也》）就是典型的比德。《荀

子·法行》也有类似的话： “夫玉者，君子比德

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

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

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

辍然，辞也。”由此看来，比德于物，是理解中国

传统价值观的一把钥匙，而 《爱莲说》中就包含

着这一价值文化的大量信息，不可轻易错过。

文化的构成是复杂的，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存在着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而 《课

标》提出的探究性学习，也就是要学生能把握传

统文化的精髓，更加广泛地认知传统文化，并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伯牙鼓琴》一文中，钟子期从伯牙的琴声

中听出来的是大山、江河，由此感受到伯牙内心

之志，进而认同伯牙智者、仁者的人格。这也是

比德，但这篇课文还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可供挖

掘。桓谭 《新论·琴道》说：“昔神农氏继宓羲

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

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上古圣人按照自

然之理、自然之德创造了琴，而琴也就具有了和

合自然社会的功能。明朝小说 《警世通言·俞伯

牙摔琴谢知音》中，钟子期提到古琴有 “六忌”

“七不弹”：忌大寒、忌大暑、忌大风、忌大雨、

忌迅雷、忌大雪；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

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

弹、不遇知音不弹。这是明朝人的总结，说明历

史已经赋予弹琴这一行为以高尚、雅洁、神圣的

意味，成为士人的表征。三国曹魏时著名的音乐

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出 “目送

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诗

句，其中所表达的超然出世的人生姿态和对自由

自在的向往，令人陶醉。《世说新语》记载嵇康

被杀时，神气不变，索琴弹 《广陵散》，然后慨

叹说：“《广陵散》于今绝矣！”这是以弹琴来象

征自己高洁的生命。《晋书·隐逸传》说陶渊明：

“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

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

上声！’”陶渊明喜欢弹一张无弦的琴，自然也

不会有音乐，琴已被高度抽象化了，成为弃世守

道人格的象征。

寄情于琴，甘愿孤独寂寞，一方面是对世俗的

失望，希望远离社会，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知音的渴

求。伯牙感叹曰： “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

吾于何逃声哉？”这是说，在子期面前，伯牙的琴

声无所隐藏，也就是自己的心声尽显无遗，自己的

人格精神也被认知和接受。两人精神相通，互相认

同，这就是知音。课文中 “子期死，伯牙破琴绝

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就

显示了那种重回孤独的心灰意冷之态，也显示了对

知音的依恋之情。这样的故事，在古代不断重复。

《世说新语·伤逝》记载，子猷和子敬是王羲之的

两个儿子，都喜欢弹琴，两人感情笃深，子敬死

时，子猷 “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

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世说新

语·伤逝》还记载了张季鹰的故事：其友顾彦先

死，家人将其平生喜爱之琴放置灵床上，张季鹰前

来吊唁，登床弹了数支曲子，抚琴感叹曰：“顾彦

先颇复赏此不？”此外，唐人权德舆诗 《从事淮南

府过亡友杨校书旧厅感念愀然》有 “绝弦罢流水，

闻笛同山阳”句，孟郊 《哭秘书包大监》诗有 “始

知知音稀，千载一绝弦。旧馆有遗琴，清风那复

传”之句，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在琴这一特

殊的乐器上，寄托了人格和生命的理想，寄托了对

知己的渴望，其情至深，其意至坚，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感人至深的一个象征。通过 《伯牙鼓琴》这篇

课文，鼓励学生不断探索，就可能打开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个幽深、神秘的新境界，反过来也能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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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情境和文化差异

所谓文化情境，指文化现象和文本的文化背

景、历史现场、文化关联等，也包括学习者的文

化立场、文化体验等。文化理解必须在一定的文

化情境中进行。文化差异同样也构成一个文化情

境，这种差异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判断

传统文化现象。所以，在古文教学时，既要关注

传统文化自身的情境，也要关注学生的文化认知

水平和文化态度。文化意义通常是在文化比较

中，也就是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来把握，文化

价值往往是通过体验、实践来实现。

第一，教材所选古文往往短小，反映的是一

个思想的片段，需要联系到一个思想体系才能更

好地了解它的文化价值。比如 《庄子与惠子游于

濠梁之上》这篇课文，从表面上看，文中只是庄

子和惠施的一次论辩游戏：惠施质疑庄子对鱼之

乐的描述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快乐是一种主观感

受，而主观感受只能是主体自我表述；庄子借用

惠施的逻辑，认为惠施亦无权评判自己的表述是

否真实；惠施则认为庄子的回应事实上认可了自

己的逻辑，也就确认庄子无法知鱼之乐。这是论

辩的第一个阶段，看起来是惠施取得了胜利。但

庄子紧接着又回到惠施的问话中，认为 “安知鱼

之乐”中已经包含了 “知鱼之乐”这个命题，所

以还是对庄子知鱼之乐的肯定。教材 “思考探

究”认为这一论辩十分巧妙，并要求学生讨论巧

妙在哪里。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庄子在

辩论中两次偷换了概念。第一次，惠施认为感受

必须为主体独有，这是一个认知性判断；而庄子

认为这个认知同样为主体独有，并因此否定了惠

施的判断，庄子此处混淆了感受性判断和认知性

判断。第二次，惠施的 “安”意为 “如何”，有

质疑的含义，而庄子将其解释为 “哪里”，变换

了惠施的命题，从而将自己从逻辑困境中解脱而

出。显然，庄子的话只是诡辩。那么，这段话的

意义在哪里呢？这需要联系庄子的思想体系来

说。首先，庄子从鲦鱼 “出游从容”的姿态中，

感受到了自由和自在，感慨 “鱼之乐”只是表达

了自己对这种境界的体认，并进而推断这一境界

是一种自然之 “道”的显现。在自然之 “道”

下，人与万物无彼无此，相通无碍，黄庭坚诗所

谓 “此心吾与白鸥盟”，即这种境界的描述。所

以，庄子的鱼之乐是个隐喻，并非推断。其次，

这段对话涉及主客观的界限及认知的可能性问

题，虽然这个问题讨论得不彻底，但还是能看

出，庄子在生存论上强调主观感受，在认知上主

张泯灭主客观界限，有其独特的价值。庄子败于

惠施，实际上显示了庄子思想的理性缺陷，也说

明了意图消弭客观实在性和差异性的努力只能是

一种美学体验。最后，这段话是中国早期逻辑话

语建构的一次尝试，在此之前，可能只有墨子的

《墨经》有过很好的尝试，可惜没有被社会所接

受，墨子本人在 《墨经》以外的文章也很少采用

逻辑论述。而 《庄子》这段话虽然是一个初步、

漏洞不少的逻辑学尝试，但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显然，对于这段话的文化意义，我们必须从 《庄

子》的整体语境中获得，只着眼于这篇短文是无

法获得的。

第二，有一些文化现象、文化观念要放到历

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准确、恰当的理解，如果想当

然地用当代文化逻辑来阐述，就有可能形成误

解，也就无法把握好传统文化的意蕴。

比如杜甫 《石壕吏》诗，教材提示说这首诗

反映了杜甫 “对战争的控诉和对民生疾苦的关

怀”，这大体没错。但说到 “对战争的控诉”，当

代人一般会区分战争的性质。那么， 《石壕吏》

所描写的是什么战争呢？是唐王朝为平定安史之

乱而进行的战争。对其无论是历史评价还是当代

评价，一般都很正面。这样， “对战争的控诉”

就会落空。在大多数课堂上，教师回避了这一部

分，而专讲 “对民生疾苦的关怀”，这也很麻烦，

因为就这首诗而言，直接给老百姓带来苦难的是

石壕吏，也就是唐王朝地方官员。可是，无论是

杜甫本人，还是当代读者，都不会认为这首诗是

批评唐王朝的平叛战争和战时政策。善于思考的

学生也一定能感受到其中的尴尬。关注战争的性

质，有条件地接受战争，这是当代文化的特点。

但在古代文化中，战争被看作是不祥的，这是它

的根本性质。上古兵书 《六韬》云：“圣人号兵

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这句话后来被李白写

到 《战城南》诗中。先秦时期，周王和诸侯出兵

时要举行丧礼。 《老子》第三十一章云： “夫兵

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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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

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

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些都反映了否定战争

的文化立场。兵临城下，不得不战，古人也会阐

发战争的正当性，比如，杜甫就多次赞颂唐王朝

平叛的胜利。但就文化立场而言，战争给国家和

百姓所带来的就只有苦难，是应该反对的。这一

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非常牢固，所以，与

反战厌战思想相连的，就是哀叹民生多艰，人生

苦难，这两个主题常常融合在一起。《诗经》中

有多首描写将士和百姓苦难的诗，都发生在对夷

狄的战争中。上面提到的李白 《战城南》诗，写

的是边疆战争：“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

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

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诗作

表达了将士战死他乡的悲哀，是以民生否定战

争。杜甫的 《石壕吏》也应该这样读，它既不是

批判唐王朝的统治者，也不是歌颂百姓为国家而

献身，它只是沿袭了中国厌战的文化传统，表达

了对战争中百姓的同情。石壕吏不是唐王朝的代

表，只是战争的代表。这种写法在当代文化中不

易被理解，但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如此，它体现了

传统文化对战争性质的认识。

第三，传统文化观念在其文化情境中保有合

理性，但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从自己的时代和经历

出发，有时会质疑课文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不回

避文化冲突，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有选择地继

承，才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

展。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语文教学也非常重要。

教材选入的 《愚公移山》是古代文化名篇。

从上古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方式来看，

愚公移山虽然有些夸张 （它本来就是一个寓言故

事），但它所宣扬的子子孙孙志于一事一业，积

数辈之功，终有所成，以及由此抽象出来的埋头

苦干、不计得失、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是推动

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也是一种人生美德。但今

天的学生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中：社会发

展主要靠知识推动，理性、效率、变通、创新等

成为新的价值导向。学生会自然质问：愚公的房

子为何会建在这样的地方？除了移山就没有别的

办法解决出行问题？一代代人都消耗在这无比低

效而看不到成功的劳作中，人生的价值又在哪

里？神灵的意志值得相信吗？此外，还有学生可

能关心故事人物的生计问题、环境问题、邻人劳

动价值问题等，这就是文化冲突。要让学生认同

《愚公移山》中的文化价值，就必须对这个故事

中的种种因素作出区分：哪些是可理解的？哪些

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从上古文化背景中理解这

个故事，可能涉及生产力水平、家庭和事业的观

念、创业的艰难、经验积累的意义等，并在此基

础上理解古人改天换地的理想和不懈的坚持精

神。从当代文化出发，剔除了其中的非理性和极

端的内容，留下敢想敢干、不怕吃苦、持之以恒

的精神品质，并将其融入当代价值体系中来，这

才是文化传承的正确方式。为了更进一步弥合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缝隙，教师还可以讲一些当

代愚公的例子，比如河南林县在２０世纪中期修

建红旗渠的故事等，增加这一观念的时代感。此

外，在教学中，我们应该鼓励学生的质疑精神，

让学生重新评估文中智叟的价值，引起文化反

思。总之，《愚公移山》是一篇富有文化张力的

课文，其文化意义要从两种文化的碰撞中获取。

如果只是让学生总结故事的寓意、分析愚公和智

叟的人物形象和心理，完全放下自己的文化立场

和感受，教学效果显然不会太好。

关于传统文化学习，还要注意身体力行。实

践性是文化自身的特点之一，也是其区分于文学

性的特点之一，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更强调实践

性。孔子讲 “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

这里的 “习”就是实践，就是要将学到的东西应

用到社会和人生实践之中；王阳明讲 “知行合

一”，就是知而行之，行中有知，也就是认知是

以实践为目的，而实践也可以加强或纠正认知。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习讲究修身的功夫，

这也是学习的门径。课文 《〈论语〉十二章》，其

中的文字和道理都不难懂，但没有体验和实践的

功夫，是很难领会语句的意义和内涵的。如何做

到 “人不知而不愠”“吾日三省乎吾身”“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呢？教师可以

启发学生从历史故事、自己的经验等方面进行反

思、体味，也可以设计情境，让学生体验、总

结，等等。将传统文化的实践看作语文教育的内

容，这是文化传承至关重要的一步。

以上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谈了古文教学中如

·８２·



何传承传统文化，也谈到了不从文化内涵介

入，我们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古文。也就是说，

古文和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本

文所列举的部分课文的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

虽然都和课文理解有密切的关系，但如何教给

学生，还需要精心选择和细心设计，而作为教

材编写者、语文教师，则不能不有所了解。古

文和传统文化教学，一以贯之的是历史理性和

文化逻辑，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以文

本分析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忽视了文本外部

的文化之维，影响了古文教学水平。这就需要

我们革新观念，将文化理解纳入语文这个概念

中来，用文化塑造、文化交流来充实语文的工

具性、人文性，从而更好地完善语文的内涵，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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