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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著阅读与大学通识教育的关系再认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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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典名著阅读的核心理念是永恒主义教育理念，该理念与通识教育有诸多契合之处。通识教育的内涵强调
非专业性、非职业性、培养整全的人；通识教育的核心原则是基本性与精深性相结合，也正契合永恒主义教育理念的精

髓。因此，大学教育需要确立经典名著阅读在通识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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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现代教育理念，通识教育兴起于１９世纪，
其直接背景是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

重割裂，因而通识教育的目标即是帮助学生实现科级的

整合、知识的融会贯通，从而发展为“整全的人”。因此，

通识教育不是授以各学科的肤浅的零碎的知识，而是集

中授以人类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念，由此引导学生由博

返约，拓宽学术视野，增强思维能力，提高德行修养，最终

使现实人生变得更加丰润而灿烂。而人类文明最核心的

价值观念的最好载体则非各学科的经典名著莫属。因

此，在通识教育中，经典阅读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探索

其有效的实践路径是现代大学教育革新的核心。

１　经典名著阅读的理念探索
经典名著阅读的核心理念是永恒主义教育理念，而

永恒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古典实在论。实在论认为，宇宙

间存在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实在”，不论何时何地，这种

“实在”都是同一的、不变的，是构成宇宙间一切变化、运

动的根本原因。而真理就是对这种“实在”的概括和抽

象，因而真理也是永恒的、不变的，“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

一样的”［１］。

人的本性就是一种“实在”，具有永恒不变的客观属

性，“人性的共同点”“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致

的”［１］。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理性是人的本性

中最大的、永恒的特征。因此，永恒主义者强调理性的重

要性，认为理性是人的永恒价值之所在，理性的生活是人

类最高尚的生活。然而，人并非天生地被赋予完美的理

性，他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

并且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理性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污染，需要不断净化和完善。而发展、完善人的理性和精

神力量的手段就是教育。教育的这种性质和职能在所有

时代、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因此，永恒主义者主张，教

育应当以人的永恒价值为目的，以人的理性的获得为根

本，应该授以学生那些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具有永恒

重要性的内容。这种教育理念关注的重点是本质性的人

的发展，而非要素性的技能、技术。“在每一个时代和每

一个社会中，只要存在一种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的目

的是一样的：把人作为一个人来改善他。”［２］

大学的理想是在保持一定的乌托邦精神的基础上，

超越现实而向人类理性的目标迈进。因此大学不应陷入

对外在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应以“创造性思想的家

园”和“真理的学术中心”为发展目标。在这里，学生所获

得的不是零碎散乱的大量信息、数据，而是知识的真知灼

见。永恒主义者认为，那些包含永久真理、具有永久价值

的“永恒学科”应当成为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在学校课

程中占据核心位置。“我们提出永恒的学习，因为这些学

习会发掘出我们共同的人性要素，因为它们将人与人联

系起来，因为它们将我们与人类以往的最佳思维联系起

来，因为它们是进一步学习和理解世界的基础。”［１］“永恒

的学习”关注的是人类知识与艺术的共同西方基础的历

史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家们对人类中心问题

的经典阐释。“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学习？首先，它们是那

些多个世纪以来的经典名著。”“一本经典名著在任何时

期都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其经典之所在。”“这些名著是

普通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没有它们，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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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任何学科，不可能理解当今世界。”［１］

２　通识教育与经典名著阅读的契合
作为专用术语，“通识教育”虽是一种现代产物，但其

精神却自古有之。在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可说是通识教育精神的源头。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又译为文科教育、人文教育，强调以人为本、高扬自我价

值、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等观念，即人文主义思

想。人文主义思想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着力涵养人文精

神、提高人格修养、提升人格境界、实现个人价值、塑造理

想人格，与永恒主义重“人”而轻“物”的价值理念可谓珠

联璧合。人文学科的学习强调文化的熏陶、精神的濡染、

环境的陶冶、知识的滋养、人生的体验等，其中一个重要

的平台就是原典的精读，即经典名著的深度阅读。从上

述对通识教育古典渊源的简单分析可见，永恒主义教育

理念与之有着诸多契合之处。

第一，从通识教育的内涵来看。通识教育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狭义的通识教育特指非专业教育部分，主要

表现为专门的通识课程；广义的通识教育指一种教育理

念，是旨在建立人的主体性，完成人的自我解放，与人所

生存之自然、人文环境建立互为主体关系的教育，即指大

学应给予学生全面的教育和训练，既包括专业教育，也涵

盖非专业教育。狭义和广义的共同指向是：通过完整的

教育塑造完整的人格。有学者把通识教育的内涵分解为

互相关联的三个方面：“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

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

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

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

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

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３］由此可见，通识

教育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树人”为目标，直接针对过度

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弊端应运而生。赫钦斯在提出永

恒主义教育理念时，也有着同样的现实背景和理想诉求。

他批评三四十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缺乏明确而合理的目

标，以实用功利的追求替代了对知识的探寻、对真理的追

索，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之下，大学教育滑入了专业主

义和职业主义、沦入了行业教育和职业训练，泯灭了创造

性精神，丧失了人类精神引领的作用。“对人与自然和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究，已经蜕化为一波又一波的经验主

义和职业教育主义浪潮。”［１］在学校课程体制上，分科越

来越细，越来越零碎，把原本统一的知识分割得支离破

碎，“世界和有关世界的知识都不是像大学那样被任意地

划分的。”［１］针对以上问题，赫钦斯主张以通识教育对抗

大学市场化、职业化的危机，恢复知识的完整与人的完

整，以名著阅读重新寻回大学的精神价值。

第二，从通识教育的实施原则来看。通识教育的有

效实施，依赖于一系列原则，如开放性原则、普适性和独

特性相结合的原则、主体性原则、整合性原则，其中最核

心的原则是基本性与精深性相结合的原则。基本性是指

人类文化系统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思想、知识与方法，是

继续深造、提高的前提，如可把人类文化最初略地分为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在理解基本性上，

关键之点在于要和精深性有机结合，否则易落入蜻蜓点

水式的肤浅的全面性。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六大

模块即很好地体现了基本性与精深性相结合的原则。文

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

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

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六大领域，分别从文化传统、理性精

神、文明视野、科学思维、生存智慧、人文修养六大方面，

授以学生人类文化价值的中心源泉。其中“文史经典”列

为第一领域，集中以名著精读引导学生接近文明史上最

伟大的思想与心灵。永恒主义教育观也强调，越是基础

的东西越不会过时，也就越具有永恒的价值。面对美国

高等教育职业化的大潮，赫钦斯批评到：“如果工业能力

是目标，则最好的教育就是科学的，而非职业的和技术

的”，“适合人人教育的课程，应将事物的基本概念重新解

释。而这些概念应该是普遍的和恒久的，不应涉及特殊

与短暂的现象。”［１］赫钦斯强调大学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的

学习，以“巨著计划”为核心的通才教育和博雅教育即是

一种兼顾基本性与深刻性的合理的教育，能够使人们应

对工业化的科学和民主的社会。

３　在通识教育中确立经典名著阅读的核心地位
经典名著是历代知识精英千锤百炼铸就的智慧的结

晶，是经过历史的长河洗练的人类智慧的积淀，饱含丰富

的认知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是引领人类精神成长

的文化富矿，是充实个人知识宝库、丰富人格涵养、陶冶

情操的必要手段。赫钦斯曾如是说到：“如果一个人从来

没有读过西方世界的任何名著，我们如何能称他是一个

受过教育的人？”［１］他认为，通过经典名著的学习，学生自

然可以博闻强识、思维敏锐，培养真知、纪律和美德，从而

获得健全的人性。而培养“完整的人”“健全的人”正是通

识教育孜孜以求的目标。可见，经典名著阅读对于通识

教育来说具有不可抹杀的重大意义，甚至认为它在通识

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也不为过。只有引入经典名著阅

读，通识教育才能摆脱“大而全”的选修课的误区，取得实

质性的进展。因此，采取合理的方式设置经典名著阅读

课程，使之真正发挥传承文化、涵养智慧、塑造人格的作

用，是当前大学通识教育的当务之急。

第一，就课程教学而论，教师无疑是评价教学效果优

劣与否的第一要素，因此培养、选择优秀的师资，使之成

为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有机学术社群，是开展经典名

著阅读的首要任务。资深的专家学者教授是此类课程教

师的首选。而目前的现实状况是，通识教育的教师队伍

具有随意性和非专业性，多由新来的资历浅的年青教师

授课，低水平的讲授消解了学生对名著阅读的兴趣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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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芝加哥大学著名的“财富、权力、美
德”课程，就是由当时芝大的本科生院院长亲自上，主动

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多达千人，占当时芝大本科生的１／３。
为此，学校设置了２０多个博士生当助教，每个助教带２个
小班，每个班大约２０人［４］。因此，适当引入助教以协助

资深专家教学也是保障教学质量的有益之举。

第二，经典名著阅读是引导学生和伟大心灵直接对

话，因此文本的选择至关重要。首先要精心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能够体现各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文本。如武

汉大学郭齐勇教授为通识教育“四书”课程选定的必读书

目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周易》《诗

经》《楚辞》《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汉书》等，均是

儒家的重要经典［５］。他力图通过指导学生研习如上儒家

经典文献，启发学生用全新的视角与眼光来诠释内中的

义理，养成独立思考与批判思维的能力，由此掘井及泉，

深造自得，怡养性情，提升人格境界，达至知行合一。芝

加哥大学通识教育中，人文科学的学习材料部分如下：文

学领域是荷马史诗、圣经、西方历代诗歌、莎士比亚，屠格

涅夫、乔伊斯和美国作家选读；史学领域为希罗多德、修

昔底德、吉本；哲学领域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戏剧领域

为希腊悲剧、莎士比亚。这些课程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西

方文化经典，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其次，选

择的文本要蕴含人文精神和教育意义。上述例举的中西

阅读文本，不仅是本领域的知识、理智的结晶，也是人格

修养、思想训练、精神养成的上佳范本。中国古典“四书”

系列讲求读书与修身相结合，为学与为人相互动，是教育

学生获取知识、涵养美德、传承中华文化的绝好教本。芝

加哥大学开出的通识教育经典读本，也集中体现了西方

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是知识与思想相交融的优秀

典范。

第三，在教学方式与评价体系上，也应与专业课的

“一言堂”“一张考卷”的方式相区别，建立适合经典名著

课程的活泼而灵动的方式，使之能够与经典名著阅读的

人文精神相契合。上述芝加哥大学的“财富、权力、美德”

课程，即主要是由分班讨论、课后作业、课堂讲述几部分

构成。郭齐勇教授主讲的通识教育“四书”课程，由这几

部分组成：课程讲授、朗读与背诵、助教团队组织的讨论

与作业批改、主讲教师主持的答疑与讨论。相应的，在课

程考核上，由课堂表现、背诵成绩、参与讨论的情况、期末

考试几部分组成。经典名著的教学是要最大程度地引导

学生接近原典的精神，并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转化，

因而必须解放学生的思想，使他们敢想敢说，积极参与，

使单向度的“教”转化为双向度的“教与学”，因而教学方

式与考核方式的革新是课程改革的起始。中国古典的

“书院”传统、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传统，都是充满了智

慧与灵气的教育形式，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也不失

其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

通识教育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有效实施依

赖于上自国家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下至学校课程教学的

方方面面。经典名著阅读只是通识教育的大海里泛起的

一朵浪花，但却不失为最璀璨的一朵浪花。从经典名著

阅读这个小小的窗口可以折射通识教育的全貌。因此，

如何卓有成效地开展经典名著阅读，使之成为通识教育

的核心和助推力，培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道

德情操、丰富的人文精神、广博的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

的人，即具有“通融识见”基础的各类专业人才，是当今大

学教育的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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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Ｍ］．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甘　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Ｊ］．读书，
２００６（４）：１１－１６．

［５］郭齐勇．我开的两类“四书”课程———作为通识教育
与作为专业训练的国学经典课［Ｊ］．中国大学教育，
２０１２（９）：１５－１８．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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