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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细读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的作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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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方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为了改善外国文学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采用文本细读来讲授外国文学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不仅有利于改变学生的学习状态，由以往的被动学习

转为主动学习，由要我学转为我要学，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而且有利于引导学生回归文学本

体，让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感受与体验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与文本的交流中理解文学作品的内蕴，在与文本的互动中

培养学生的阅读、鉴赏和审美能力，最终实现外国文学教学实践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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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英美新批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该方法非常强调文学文本的重要性，

注重结合文本，从字词、句式、修辞等文本内部构成要素，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而又详细地阅读，从中解

读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与艺术特点。“只有经过这样细致的分析，才能见出一部作品的总体，从而确定

其艺术价值。”［１］可见，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对于读者解读与阐释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

用。然而，当前“我国文学评论长期以来长于宏观的概括，缺乏微观的分析，重视演绎而轻视归纳，粗心

大意的感想和印象式概括流行，真知灼见的艺术分析少见，这与新批评式的针对作品局部的细读，以及

结构主义的针对作品整体的分析的缺乏不无关系。”［２］这种注重宏观分析与归纳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国内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导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注重文学史的宏观讲授，而轻视

文学细读的作用，致使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实践出现学生被动学习、疲倦学习的不良状态。如此教学方法

长期以往不仅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与自觉性，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质量，

致使该课程人才培养目标无法实现。因此，改变当前外国文学教学实践的传统方法，注重文本细读在外

国文学课堂教学中的应有作用，已成为当下高校课程微观教学的一种重要途径，它既可以使学生在文本

细读中感受和体验学习外国文学的乐趣，提高其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在阅读分析中参与

教学互动，改善教学实践的环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彰显其主体性，进而提升学习效率，以确保外国文

学教学实践的质量。

１　在文本细读中培养学生的阐释能力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文学具有区别于绘画、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它是运用语

言符号来塑造艺术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审美意识，能给人审美感受的艺术，亦称语言艺

术。可以说，文学是创作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３］因此，语言既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集中体现，

也是文学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立价值早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艺思想的一个亮点。作

为２０世纪西方文艺形式理论的重要学派，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就非常强调语言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譬如，雅各布森曾指出语言并不是作者传情达意的载体和工具，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存在。“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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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视觉表现材料的形式显现，音乐是具有独立价值的音响材料的形式显现，舞

蹈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动作材料的形式显现，那么，诗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或者像赫列勃尼可夫所说

的那样）独立的词的形式显现。”［４］此外，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也体现了语言技巧对于文学研究

的重要功能。他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要颠倒习惯化的过程，使我们如此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创造

性的损坏’习以为常的、标准的东西，以便把一切新的、童稚的、生气盎然的前景灌输给我们。”［５］毋庸置

疑，俄国形式主义理论重视语言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它开辟了２０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使当代西方文艺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对此就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理

论与研究方法给文学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对２０世纪西方文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俄国
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英美新批评再次重申和强调文学文本的重要性。他们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独立

的研究对象，注重比喻、象征、反讽、悖论、意象等语言技巧的探讨。无论是兰塞姆的“肌质—构架”理

论，还是燕卜荪的“含混”理论；无论是退特的“张力”理论，还是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都注重从文本

出发，立足文本来解读和分析文本。之后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文论等都继

承和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学说。虽然这些文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割舍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等

文学外部因素，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回归文本自身，立足文本语言，展开精细的解读，则是它们的共同之

处，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简而言之，“百年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还有其内在肌理和总体路径，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肌理和路径都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起点，都受到文学性问题现代性内涵的规定。”［６］由此

可见，西方各种文艺学说都注重文本阅读，尤其是文学语言对于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然而，这种注重文本细读价值的文学教学在国内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

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教学误区。一些教师在讲授外国文学过程中以梳理外国文学发展历程与轨迹为教

学中心，注重讲授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相对忽略了对经典文学的语言解析，以致出现一个较为奇

怪的教学现象，这便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头头是道，眉飞色舞，甚至口沫横飞，学生却表情呆滞，困意十

足，甚至不知所云。面对这种滑稽的教学现状，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严厉批评。譬如刘亚丁教授就认

为：“我国大学的外国文学教学走入了极大的误区，多数教师在课堂上讲思潮，讲流派，或者脱离文本讲

研究方法，就是不涉及具体文本阅读体验，学术刊物发表外国文学方面的论文的导向也与此相若。”“文

本阅读的教学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未受到重视，其后果是比较严重的。”［７］殷企平教授也指出了文本阅

读对于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性。他说：“外国文学教学的最大难题在于理解。教师想要在教学实践中

实现阐释艺术的三个境界，必须以文本阅读为基础。”［８］虽然这种注重文本阅读的教学方法的呼声越来

越高，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依旧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存在。因而，想要改变这种不良的教学实践现

状，外国文学教师理应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立足和回归文学本身，结合自身实际，从语言出发来讲解外国

文学经典作品，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文本阐释能力。

一般而言，文本阐释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联。伽达默尔曾认为阐释学的任务就是从一种语言转化

为另一种语言。艾布拉姆斯也认为阐释一部文学作品就应该运用分析、评注等方法来解释和说明作品

的语言含义。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打破传统的局限于文学史讲授的教学模式，立足于文学作品

的语言解读，以此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作品的语言感知能力和文本阐释能力，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

学途径。正如姜岳斌教授所言，阅读原典“能够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体会原语作品的精神，同时又能结合

自身文化与个性因素对原作品进行文学欣赏的再创造，对丰富学生的外国文学知识、理解外国文学的精

神与提高学生文学修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９］所以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可以结合自身条件，回

归文学原点，对作品语言进行讲授，这样不仅有助于改变学生疲倦的学习态度，通过引导学生在语言感

受与解析中走进作品，在互动与参与中改善课堂教学的氛围，而且还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调动

其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为形成学生具有个性化的文本理解提供可行之道。譬如，为了能够让学生切实感

受和理解华兹华斯诗歌的艺术魅力，教师可以在其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结合原典，从语言着手展开对作品

的解读。现以《水仙》第１小节为例。诗人开篇这样写道：“Ｉｗａｎｄｅｒｅｄｌｏｎｅｌｙａｓａｃｌｏｕｄ．”在这里，“ｗａｎ
ｄｅｒｅｄ”一词巧妙地呈现出诗人徘徊游历的情景。“ａｓ”一词形象地传递了诗人此时此刻的心境如同一朵
孤云四处游荡。诗句中双元音和软辅音的有机结合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孤傲而又感伤的内心感

受。接下来，诗人写到：“Ｔｈａｔｆｌｏａｔｓｏｎｈｉｇｈｏ＇ｅｒｖａｌｅｓａｎｄｈｉｌｌｓ，Ｗｈｅｎａｌｌａｔｏｎｃｅｉｓａｗａｃｒｏｗｄ，Ａｈｏｓｔ，ｏｆ

２３



第８期 张能泉：文本细读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的作用

ｇｏｌｄｅｎｄａｆｆｏｄｉｌｓ；”在这里，诗人用“ｆｌｏａｔｓ”这个动词形象地展现出诗人如同孤云一样环绕着连绵的群山
与峡谷，然而诗中ｓ、ｄ轻音与重音相互交融，又使得诗句具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艺术性地传递了
诗人亲近大自然、喜爱大自然的审美心态。此外，诗人还巧妙运用ｔ／ｄ／ｋ／ｇ等爆破音不仅增强了水仙花
的动感，还表现了诗人遇见水仙花时的喜悦与欢快。简言之，诗人在第１小节中摈弃了华丽的辞藻，以
清新、朴素的语言表达华兹华斯喜爱自然的审美情趣。由此可见，结合原典，从语言着手分析作品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对英文诗歌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学生鉴赏作品的能力。

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的文本细读与英美新批评学派所提倡的文本细读存在差异，然而，回归作品，

强调对作品的细致解读则是两者的共同主张。因此，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应积极引导学生立足

作品本身，让其积极参与与文本的交流和对话，通过引导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由

被动接受学习转换为主动参与学习。唯此方能激发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通过

有效构建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让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体验中提高外国文学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文本细读

中获得鉴赏和阐释文学作品的能力。

２　在文本细读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２０１０年《教育研究》发表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学科发展调查》一文。文中指出：“尽管近

年来教育研究开始注重微观问题、现实问题和技术问题，定量研究的方法逐渐受到重视，但总体上，我国

的教育研究仍然是以宏大叙事作为基本范式，逻辑演绎依然是基本的研究方法，缺乏实证研究！”［１０］受

这种宏观教学模式的影响，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也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教学现象。一些教师

在其教学实践中不以作品为中心而是以文学史为中心，侧重于外国文学史发展线索的梳理与表述，相对

轻视对文学作品的讲授。这种偏重于文学史的讲授方法，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精微体悟，忽视了对学生

基本能力的训练，长此以往将无法实现外国文学教学实践的人才培养目的。因而，本文提倡在外国文学

教学实践中采用文本细读教学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种宏观教学方法的一种改革尝试。

由于文学具有其审美属性，因而文学教学实践具有其他学科与众不同的特质。“文学作品中的认

知因素是很重要的，但它只有融入审美因素，化为审美因素，才有存在的权力。……那么，很明显，文学

区别于非文学的关键，就是它的审美特质。”［１１］我们认为外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

态。如果说外国文学史本质上属于历史学范畴，它是一种文学历史演义的客观存在。那么，外国文学则

本质上属于文学范畴，它是一种包含审美特性的艺术形式。所以学生为掌握外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可以依助知识记忆来完成学习任务，然而学生要想真正理解外国文学作品，则需要依托文本细读，走进

作品，注重挖掘作品的审美性才有可能形成相应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审美能力，因为任何作品都包含

了作家的审美体验，包含了作家的“知”“情”和“意”。因而，“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

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

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像能力和较强的

写作能力。”［１２］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不仅以传授外国文学发展史、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现象

为其目的，更应立足文学经典，从文本细读中引导学生，培养其学习兴趣，锻炼其鉴赏能力，夯实其文学

素养，提升其审美能力。

文本细读教学注重强调学生对文本的多元性主体对话。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依托教师的

正确引导立足文本，通过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来形成其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在学生多元性

主体对话中阐释文本的意义，丰富文本的审美内涵。作为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外国文学实践教学

理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文本阅读教学理念，将文本的思想意义、情感意义与审美意义阐释作为学生阅读文

本、理解文本意义的维度，使学生在文本细读中真正理解文本，把握作品。因此，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离

不开文本细读教学，教师要将外国文学讲授过程转变为引导学生作品阅读的过程，让学生在具体的文本

阅读中体验外国文学学习的乐趣，体味各国文学经典的魅力。学生想要走进外国文学，需融入其文本阅

读的体验与感受，在阅读中去感受和体验作品，做到其在阅读中体情，在阅读中悟思，在阅读中审美。譬

如，在讲授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时，教师可以通过分析其诗歌以物象寓理言情这种抒情方式来挖掘

诗歌的审美特性。作为美国一位身处传统与现代交替时期的诗人，弗罗斯特与其同时代的诗人庞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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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善于运用晦涩难懂的字词，而是采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实现哲理与审美的统

一。换言之，弗罗斯特通过描写新英格兰农村景物引导读者进入现代社会，以巧妙的比喻和意义之音去

表现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困惑和孤独。其代表作《星星》《熟悉黑夜》《春日的祈祷》等就是通过

这种独特的艺术抒情手法来传情达意，表现诗人的审美情趣，体现诗歌的绘画美、音乐美与意境美。教

师在指导学生对弗罗斯特诗歌阅读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在文本阅读中去感受、体悟，将高度凝练的诗歌

语言转化为具体而又形象的画卷，使学生在阅读中把握诗歌的魅力，理解诗歌的深邃思想，认知诗人在

继承传统诗歌技巧的过程中，善于推陈出新，以其独特的艺术书写来呈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也可以采用

比较阅读方法引导学生参与文本阅读，感受外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譬如，在

讲授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形象时，教师可以比较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形象。作为生活在１９世纪二三
十年代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青年，他们都是 “进入上流社会”的艺术典型。然而，这两个艺术形象

在共性中又存在差异。为了让学生能够深刻理解人物性格的差异性，抓住文本的细节及上下文关系来

进行讲授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学途径。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回归到文学的本体维度，

确保学生在细节阅读与分析中获得文学鉴赏的愉悦与收获，又可以引导学生走进人物，从文本细读中激

发学生对人物形象进行深度思考，从文本细读中感受人物，把握人物，最终在思索与辨析中理解其差异

性。因而，在讲解拉斯蒂涅形象时，教师围绕文本，采用比较阅读方法不仅有利于开阔教学视野，拓展教

学思路，改善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效果，而且还有利于在比较分析中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提高其文学

的感受能力与审美能力。

３　结语
综上所述，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中文专业外国文学教学实践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专

家和学者对此也都进行了相应的研讨，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们认为运用文本细读法来改革

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方法，提倡在细读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教师独白的教学现状，引导学生学

习，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近年来，外国文学教学实践表明采用文本细读教学法，既可以打

破“一言堂”教学模式，改变学生疲倦甚至厌倦的学习现状，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由要我学

习转为我要学习，有效减少传统教学模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可以有效引导学生立足文本，回归文学

教学实践的本体，让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感受与体验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与文本的交流中理解文学作

品的内蕴，在与文本的互动中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最终实现外国文学教学实践

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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