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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流行的几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如游国恩本、文学所本、袁行霈本、章培恒本等，都略

去”古代”二字，径直称做《中国文学史》。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充分肯定了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对

当代中国人来说，我国丰厚的古代文学遗产，并非遥远的记忆，而是现实的营养；并非死气沉沉的往昔梦

魇，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体验。古代文学，主要是汉语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是铸就当代中国人文化人格的灵魂和动力。尽管当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当代人

的眼界更加开阔，远比前人更多地接触到外来的文化，但古代文学依然是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源头和文化主

食，恰似牛奶面包虽然日渐普及，菜汤米饭和馒头面条依旧是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一样。  

  但是，文言汉语毕竟不是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古代文学也确与当代中国人有些隔膜，尽管其传承

始终没有断绝，其活力也确有衰减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传承过程中必不可免的断裂、解构与漠视。断裂

主要指因古今生活的变动、观念的转换以及文化积累的变异，以致其传承常常出现误解和遗忘，造成文献

的中断、传播的空白等文化含量衰减，以及受众人数的缩减。如今人能通读《诗经》、《庄子》等经典的

已越来越少，而且读过的人对其真谛的理解也未必合于古人的原意。解构主要表现为当代人往往用自身好

恶和理解评价和改造古代文学，使其变味变形、面目全非，传给今人乃至后人的根本不是传统的中华文

化，而是解构后重组的杂糅货色，如各种“戏说”所传播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只能误导受众，部分群众却

简单地认为这样的东西传承了古代文学。漠视主要表现为将古代文学看做过时的历史遗产，认为只需少数

爱好者传承即可，而对当代世界的主流文化即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这些负面的影响，对于古代文学的传播

当然不利，但也正因此激起了有心人的焦虑，促使更多的人意识到继承传统文化的必要与迫切。对于客观

存在的不利因素，不能置之不理，也不必过于担忧。无论如何，古代文学的传播可能会有暂时的低落，但

绝对不会中断。 

  反过来，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说的语言是汉语，即使你没有特别留意，甚至不喜欢，也无法和中

国古代文学完全断绝联系；正如没有吃母乳的婴儿，血脉中仍会有母亲的遗传基因一样。从传播角度讲，

古代文学主要通过四个途径对当代中国人发生作用：一是教育，特别是绝大多数人都要接受的义务教育。

在认识方块字的同时，中国的儿童和少年就已经开始接触中国古代文学，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文和小

说片断，就是通过中小学课本进入一代新人的脑中和心中的。这种直接传授不但始终伴随着个体的成长，

也成为古代文学整体传承最基本的环节。只要有本国语文的教育，古代文学的延续就不会断绝。二是文本

的传播，尽管今人所读的文本已不是原始意义的文本，也未必是当初传播的载体形式，如竹简、帛书等，

但毕竟是古代文学的基本形态，是后人接受前人文学遗产的主要方式。不过因传播技术的发展，当代人接

触的古代文学文本已不限于纸质媒介即书本，而有多种新的形式，如电台播音、电视播映、音像制品、电

子媒体等等。当然，多数人接触的只是选本而非原著，但这种文本的传承仍可谓最主要最基本最有效的途

径。三是各种文艺的改编或再创造之作，尽管它们应该算是当代人的作品，但其题材来源或创作构思来自

古代文学，也确实使当代人借此了解或接受了古代文学，如歌曲、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便使得

许多从未读过古代文学作品的人也能对古代文学有所认识。据《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四大古典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不就将这四大名著送入千家万户了吗？再如音乐、绘画、雕

塑及各种工艺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依据古代文学而创作，或借助古代文学而增饰的，实际也以自身成为

传承古代文学的载体。四是已经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习俗、习惯、道德意识、审美观念等等，无时

无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除非你不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不接触汉语文化圈，否则就不可能不受汉语古代

古代文学：中国人的文化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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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熏陶。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压力太大，以至不能用较多的时间学习古代文学，除一些短小的诗

文外，多数高中毕业生对于古典文学名著几乎未曾真正涉猎，对很多名著从头至尾读过的人实在太少，这

同许多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在其祖国的普及率相比，其现状令人感叹并担忧。因而，他们希望能减少外语的

学时。但是，在日益开放的当代社会，减少外语的学时是不合时宜的。不管对个体发展来说，还是对国家

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外语教学不但不容减轻，而且必须强化。不过，强化外语教学不必以牺牲古代文学的

传承作代价，也不会成为传承古代文学的障碍，现实中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人才并不罕见，说明两者完

全可以兼顾。只是应在如何协调两者关系上有所改进，其办法不是减轻中小学的课业，而是大大加重中小

学的外语与古文教学。孩子们的潜力远比成人的估价大得多，而对语言以及语言艺术即文学的接受，儿童

阶段的承受能力远比其成人阶段大得多，只要有合适的课本和师资，学习外语和继承古代文学的双重目标

完全可以圆满实现。  

  古代文学在当代的传播和接受，本应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但由于西方文化事实上处于强势状态，我国

的文化传统确实受到挤压和挑战，以至被有些人说成是在国际交往中处于”失语”境况，于是是否应该传

承古代文学、如何实现这一传承，成为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这自然应当引发人们的忧思。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