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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自觉审视下的大学生经典诵读 ①

温航亮
（湖南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隐山哲学社读书会的“读经”实践告诉我们，对传统经典的诵读应该在师生平等的关系下以明辨说理的方式展
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对于“读经”的大学生来说，则应该有长期坚持的毅力，这样才能取得对于传统精神

的正确认识。而对传统的深入理解，恰恰能够促进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和文化创造，从而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实现主体的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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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
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认定，文化是

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求树立高度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以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达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目的。“读经”无疑是我们深入理解传统，落实十八大“建

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的可行途径之一。但如何去除读经中可能存在的文化

保守主义特征，从而赋之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特征，则

是当前文化建设亟需思考的理论问题之一。本文试图在

文化自觉的理论视域中反思湖南科技大学隐山哲学社读

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的读经实践，总结其经验，以探讨

解决此一问题的途径。

一　读书会的基本情况
湖南科技大学隐山哲学社读书会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３月，

是由学生发起组织的、教师参与指导的、以“读经”为目的

的学生社团。自成立以来，读书会已经走进第五个春秋，

共举办读经活动１５０余期，当初发起创立的学生也早已毕
业参加工作，创立的初期甚至一度只有三五个学生前来参

加活动，但读书会的传统却在几近艰难、几经波折的过程

中坚持了下来。现在，读书会每期活动参加的学生基本上

维持在２０人左右。
活动内容方面，读书会的常规活动是每周五晚的诵读

经典活动，诵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文本，目的是

讲明、体会传统的根本精神。为了践行“知行合一”的根本

宗旨，读书会也举行一些非常规活动，如湘潭文庙参观实

践、岳麓山湖湘文化体验、祭孔、集体郊游等。读书会也建

立了与国内一些高校相关学生社团的联系，共同举办了一

些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

活动形式方面，读书会的常规诵读活动采取逐章细

读、学生主讲、师生共议的形式。每期活动之前，预先确定

一名学生作为主讲人。活动开始后，由主讲人先讲明本次

活动涉及经典中存在的生僻字的读音和意义，然后带领大

家通读本次活动涉及的经典文本，接着由主讲人逐章解读

文本，引导大家进行讨论。活动中，社团负责人担任主持

人，主要负责掌握活动的时间和进度，协助主讲人完成本

次活动。

二　读书会经典诵读的经验总结
创办以来的五年，是读书会不断成长、完善的５年。这

不仅包括长期坚持参加活动的学生的成长，也包括参与指

导活动的教师的成长，更包括读书会自身的成长。总体来

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经验：

１．经典诵读贵在坚持
在定期举行的活动中，曾多次有学生追问，参加活动到

底能够收获什么？可以说，这个问题是对活动自身合理性的

一个追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急功近利的价值取

向必然追问传统经典在当今的意义问题，而传统经典的理论

研究当前又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追问这

一问题的学生往往不能长期坚持参加活动，其自身的急功近

利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一点。而长期坚持参加活动的学生则

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最终能够在对传统的理解上更上层

楼，这个周期大概需要两年半的时间：２００８级哲学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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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１年下半年成长为活动的主力，２００９级的学生（不限
于哲学专业）在２０１２年下半年成长为活动的主力。这里所
谓主力，不是指他们仅仅能够为活动撑场面，而是指他们可

以依据前面所学知识自主地阐释新的文本，从而积极参与并

引导讨论的展开。从２００９级学生的情况来看，理工科学生
通过长期的诵读，完全能够把握住传统经典的精神，有些方

面甚至比文科学生做得更好。这也以实际成效部分地回答

了“能够收获什么”的疑问。

２．文本诠释重在说理
参与指导的Ｌ君、Ｈ君和 Ｙ君研究领域各有不同，因

此在理解文本的时候也各有侧重。Ｌ君由中国文学而研究
牟宗三哲学，尊崇康德哲学，偏重于阐发儒教精神；Ｈ君则
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试图以西方哲学参证诠释传统经

典；Ｙ君则力主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将经典诠释
为儒家传统，并试图融纳现代精神。由于研究视角的差

异，读书活动常常充满着争论的味道。事实证明，这种争

论非但不会降低经典的地位，反而有利于活跃气氛，引导

学生养成自主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学

生，深受现代意识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几句说教所能改变，

他们更倾向于自主的选择，其参加活动的目的，便是希望

通过向经典的探求来建立自我的主体性。因此，他们不仅

希望获知某段文本的解释是什么，而且更乐意听到这个文

本之所以应该这样理解的原因。对于老师们提供的解释，

往往有同学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同学为了把讨论

推向深入，故意提出一些带有明显倾向的解释，这些都是

他们企望得到说理论证的明证。而从不同的角度对经典

进行不同的解释，恰恰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另

外，这种交流也推动我们几位老师在争论中不断开展自己

的学术研究，形成了自身诠释经典的不同方法和不同风

格，使师生均获益良多。

３．师生关系根在平等
读书会实际上是高校第二课堂的一种尝试，由师生共

同参与，因此活动中最主要的关系也是师生关系。在这方

面，由于指导老师有时候自恃所学而不够谦虚，重于“传

道”而忽于“解惑”，往往轻视学生提出的某些问题，从而失

去详细解答的耐心；而学生又迫于老师的言辞，不得不表

示妥协，暂时搁置心存疑虑的问题。这可能与传统“尊师

重道”的思想有关。但所谓“师道尊严”的社会基础，在于

封建等级制所造成的师生地位的不平等，而今天已经是人

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实在没必要再保存这个不合时宜的伦

理教条。所谓的尊师重道传统，不但有害于应该的答疑解

惑，而且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老师高于学生的行为习惯。

如果在学校中总是受着不平等言行的浸染，又怎么能够奢

望我们的学生在走向社会以后实践平等的精神呢。事实

上，建立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更利于学生的学习，也有利

于养成学生的自主精神，而且这事实上也并不妨碍学生建

立对于老师的真诚的敬意。我们要在现代传承我们的文

化传统，使传统在现代社会开花结果，就要求我们在诵读

传统经典的时候，把现代精神融入到诵读实践中去，在潜

移默化中造就我们社会明天的栋梁之材。

４．文化自信要在自觉
在活动形式上，读书会从一开始就采取学生主讲、师

生共议的形式，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学生自主学习经典的积

极性。从实际效果来看，除了资质高下的不同，主讲学生

会前准备的充分程度是影响活动效果的关键。准备充分

的学生不但能够比较全面地解释文本包含的意思，而且能

够介绍相关文本的历史背景、人物信息等，甚至十分成功

地引导此后的师生会讲进程。而且，在部分学生呼吁以崇

信的态度虔诚地诵读文本的同时，更多的学生则重视结合

社会实际问题来探讨经典的现实意义，使我们不得不为之

付出远离文本的代价。但后一种致思方向并不因为我们

的引导而消失，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会讲的主题。更值

得重视的是，学生们也经常追问如何在现实中实践传统精

神的问题。在这种追问中，传统精神事实上不断地接受着

来自现代实践的考问。尽管暂时没有答案，但这并不妨碍

学生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而通过一段时间的熏陶，学生

们往往能够严于自律。例如，有学生在总结户外活动时

说，我们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有抢上公交车的行为。这应该

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自觉的历程，也是我们走向文化自信

的过程。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迫切解决现实问题的意向，

要有主动追寻文化答案的自觉，而诵读经典恰恰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一个亲近文化根基的机会。

三　经典诵读对于培育文化自觉的意义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１］，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

实现“人的自觉”［２］。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理论上要求文化

自觉是“主体性确立条件下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和文化

创造共同组成的有机体系”。［２］通过以上经验总结，我们可

以看到，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教师、学生、读书会都在对

传统文化的认识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可以说，

经典诵读切实地促成了人们的文化自觉。

１．在反思中促进主体的觉醒
文化自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３］１３５因而人的自觉只

能以实践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展开，而文化正是人的实践方

式之一，而且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因此，在文化自觉的理论

视域中，对文化的自觉只是主体实现自身自觉的一种方式。

在读书会的经典诵读过程中，读书会首先需要解决的

是自身定位的问题，即读书会是一个怎样性质的团体，读

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方法来

读经，等等。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澄清，读书会的成员同

时也就解决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①

①。不同态度

的选择，即意味着通过文化的思索正实现着主体自身的自

觉。传统文化就像一面镜子，而经典诵读则将我们置身于

这面镜子的前面，我是怎样的人，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

与面前的这个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在今天应该怎样

理解这个文化，我们在今天又应该创造怎样的文化，这些

都成为读经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而随着读经的进一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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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当然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持不同态度的人会选择对于传统文化的不同的态度，有些与读书会逐渐形成的氛围不能融合的人甚
至选择了离开，而坚持下来的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态度：其一为笃信的态度，其二为客观地研究的态度。



开，经典诵读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现实中超脱出来的机

会，使我们能够有所对比和选择，从而实现真正的自觉。

２．在现实与传统的比较中促进文化认知
一般对于文化自觉的研究，往往十分关注中国近现代

史上的文化自觉历程，这透露出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冲突

之间的内在联系。“生活在晚古时期的中国人定能知道，

‘礼’‘仁’等概念代表的那种文化论，已是赋予我们人和生

活意义的观念，作为一种深潜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文

化，早已积淀成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了。生活在这种

生活方式中的我们，如果没有暂时将自身纳入与其他文化

的比较中去看待问题，对于这个生活方式中蕴涵的文化意

义，恐怕不会有那么清晰的认识。”［１］很显然，如果没有文

化上的对比，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早已在司空见惯

中失去了感知的能力，又如何能够实现对于自身文化的自

觉呢？更不用说实现自身的自觉了。对于生活在这个全

球化条件下日益趋同的人类社会中的我们也是如此。经

典诵读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我们在繁忙的

生活之余得以直面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文化，去感

知古代人的理想追求，由此自然形成了对于自我生活的对

比和思考，也就促进了对自身时代文化的认知。在读书会

中，参与活动的同学总是追问经典诵读的价值问题，总是

寻思传统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就是我们在对传

统的追思过程中，不断地追问自身时代的文化问题的表现。

３．在价值的选择中促进文化认同
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带来的自然是隐含在不同文化中

的不同价值的撞击。面对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人

情怀，面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又“不改其乐”的生活态

度，面对孟子“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境界，面对被不断称道

的尧舜伯夷等人的言行……我们在惊诧其德行的同时，也

在思考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借助于被古人高度称颂

的德行的力量，我们可以反思自身的存在。０９级物理学专
业的Ｚ君，在离校之前的读书会中谈到，正是通过对经典
的诵读，他认识到自己应该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

他开始努力学习自己并不怎么喜欢的专业课程，如今已被

某名校录取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他对自己没有浪费在校

的四年而感到幸运。于是，在潜移默化中，平日里一些习

以为常的行为被我们有意地阻止了，那些高尚的、值得称

赞的行为则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被我们实现着。孔子“三

月不知肉味”，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他之所以认同于周代

礼乐文化，也是经过了与夏、商二代的比较才做出的选择。

对于文化的认同，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要通

过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比较、选择来实现的。经典

诵读作为人直面文化的一种行为，在为我们提供文化认知

的机会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认同的实践，是社会

主义条件下人的自觉的有益途径之一。

４．在知行合一中促进文化创造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

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３］１３４我们检验自己对于文

化的选择是否正确，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认知与认同的阶

段，而是要以之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这实际上就是文化

创造的过程。“文化创造是文化自觉的落脚点，也是人的

本质要求。”［２］经过了文化认知、文化认同之后，人必然在

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以自己所认同的价值来指导自己的活

动，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便将此前被自己消费了的文

化再生产出来［４］。没有经过文化自觉的人固然也能进行

文化的再生产，但这种再生产纯粹是一种生活习惯，因为

他再生产的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并没有经过内化而成为主

体的一部分，这种再生产显然不得称之为文化创造；而经

过了文化自觉的人，他的言行都内在地包含着自身认同的

价值，因而其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包含着主体价值由内到外

的对象化过程，是主体力量的实现，因而是文化创造的过

程。前述读书会的同学不抢公交座位的行为，便是行为主

体通过诵读经典而认同于礼让的文化，并将此一文化再生

产出来的文化创造的行为。这显然只是冰山之一角，通过

经典诵读而获得的价值的提升，必将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

们的日常言行，从而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着高度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

由于人的社会性，我们在经典诵读过程中所培育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定不是别的什么文化的自觉和自

信，而是属于主体当下的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全部社会

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３］１３５现实中的人往往处于一定

的时代条件中，他的一切活动都来源于并服务于自身的社

会实践。因此，其文化认知、文化认同过程中所思考的，都

只能是自己在实践过程中所碰到的社会问题；其文化创造

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的，也只能是其所在时代的文化；也许

在思想倾向上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但当下的实践决定了其

文化自觉实现的只能是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

总之，经典诵读尽管存在偏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可能，

但只要在师生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充分保证明辨、笃行的

学术风气，就一定可以促进现代社会中人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由此也就能够实现人的自觉，在更为真切的意义

上实践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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