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6"#!$

%&'!!#(!)*+",-(./0'(!123

4

*++3("#!$(#!(##3

互文性与语文阅读教学 !

谢东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互文性是文本的基本属性!一个文本总是与其它文本相互关联而存在' 互文性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打开

了新空间!一方面可以扩大课堂的信息量!提升教学的文化含量+另一方面也将丰富教学策略的选择' 以文本互文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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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学阅读教学是一种文本解读教学#是教师

引导学生通过文本解读来实现文本的教学价值#

达到汲取知识%培养阅读能力%训练思维%获得思

想启迪和人文熏陶等教学目标的过程( 文本作为

教学之本#如何理解和看待它#如何开发和利用

它#就成为教学的关键( 而教师的文本观#以及由

此产生的文本解读观%语文教材开发观等等就变

得至关重要(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本理论#

自 "# 世纪 1# 年代问世以来#引起了文论界的广

泛关注#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解构主

义等理论学派都对它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从各个

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和发展( 同时#它作为一种

有效的理论工具也在文学批评方面得到了广泛的

运用( 从中学阅读教学的角度来看#互文性理论

在与文本相关的许多问题上同样给予我们诸多有

益的启示(

!5作为文本属性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发源于俄国后形式主义学者巴赫

金的语言理论( !$11年#正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

的克里斯蒂娃注意到当时在西方还默默无闻的巴

赫金的两部著作222)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

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受其启发#她发现了文本

的对话性特征#明确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

并很快在文论界引起广泛反响( 在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发展中#由于众多研究者立场%思路%方法%视

点等的不同#关于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产生了颇为

丰富的理论主张#使互文性理论本身呈现出繁杂

多样的面貌( 从中学语文教学的立场出发#我们

觉得#如果剔除那些偏激的或者争议较大的成分#

其基本认识还是很有新意并且合理的#对修正我

们传统%狭隘的文本观极具启发性(

传统的文本观建立在常识和经验的基础之

上#视文本为语言构成的完整%封闭%自足的意义

体系#作者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文本

的全部意义由作者来赋予#由语言文字来承载#文

本就是作者建构的语言的城堡#它自成一体#边界

分明( 反过来#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就是在文本

的边界内由词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篇%由表而

里的线性的意义求索过程#是一种就文解文的

过程(

互文性理论则着眼于文本之间的关联#认为

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文本

进行着某种对话#文本之间不是边界分明的#每一

个文本都向所有其他文本开放#其他文本总是以

#"

!

收稿日期!"#!+#+#1

基金项目!"#!+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卓越教师培养的师范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作者简介!谢东"!$1$

4

$#男#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第 !期 谢东!互文性与语文阅读教学

各种或显或隐的形式存在于其中( 因此#哈罗

德1布鲁姆说!,不存在文本#只有文本之间的关

系-

&!'

#也就是说#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孤立%自足

的文本#文本的意义总是存在于文本的关联中(

那么#文本的互文性特征从何而来+ 互文性

又如何成为文本的基本属性+ 这样的问题可以从

三个方面来回答(

从作者222文本的维度看#文本既与它所反

映的世界相关#同时也与其他文本相关( 文本一

方面反映世界#另一方面也参照在长期的文本实

践中形成的文本文化和文本传统( 从后者来看#

一个作者进入写作之前#并不是从真空中横空出

世的#而是在各种文本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个

作者必然首先是一个读者#前人创作的文本所形

成的传统是他无法回避和脱离的写作空间( 作者

并不是像照镜子一样直接反映现实世界和社会生

活#而是要先进入整个语言系统和文本系统#以它

作为中介#然后才指向现实世界( 正如卡西尔所

说!,人不再能够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

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 33他是如此地使自己

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

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

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

也就是说#与文本相关联的文本系统本身也成为

重要的意义来源( 一个作者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刻

起#就总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各种其他文本

进行着对话#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他意识中

的其他文本的模仿%继承%借用%改造%发展#等等#

甚至连规避也是一种对话(

从读者222文本的维度看#一个读者同样也

不是像一张白纸那样面对文本#而是带着他的阅

读经验和文本记忆开始阅读的( 于是#阅读实际

上就成为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这种,文本的多

声部中#文学语言至少能被4双重5阅读#即作为

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投射-

&)'

( 这种文本的交汇被

巴赫金称为文本的,双值性-#或者说文本的对话

性#也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

从文本生态的维度看#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

那些庞杂浩繁的文本其实是从数量有限的,基本

元素-组合%派生而来的#前者是表层结构#后者

是深层结构#其表现就是#同一个母题%同样的心

声%同样的模式%同样的修辞在无数作者的话语实

践中反复出现( 如情节类型学的研究发现!,情

节多不胜数#创造它却只需用十分有限的一套符

号-

&3'$3

#这种符号作为一种,最简单的叙述单位-

,能形象地适应表达原始想法的各种要求#或生

活中观察到的事物的各种要求-

&3'

( 没有哪个文

本是绝对意义上独一无二的#它总是在某种程度

上归属于某种类型#因而就与出自同一深层结构%

属于同一类型的其他文本具有互文性(

由此可见#互文性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或者

说时有时无的调味品%装饰物#而是文本存在的一

种状态#是它的基本属性之一( 当然#需要指出的

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苟同那些将文本的互

文性属性过于夸大的观点#认为,文之所言#尽乃

前人之语-#从而完全否定作者的原创性#觉得写

作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回收和重组(

"5互文作为课程资源

与一个文本具有互文性关系的其他文本#就

构成这一文本的互文或互文本( 文本的意义并不

是完全封闭的%自足的#而具有某种开放性和流动

性#它需要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指涉%相互关联和

相互渗透中确定自己的意义( 因此#在阅读过程

中#互文实际上是参与意义的建构的#阅读活动所

涉及的互文的数量%质量%性质等都将影响阅读的

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互文也是一种重要的课

程资源(

课程资源作为构成课程的基本要素#是整个

课程的基础( 课程资源的开发是课程极其重要的

课题之一( 在,教材中心-的时代#语文课程资源

的开发主要聚焦于教材编写上#将重点放在课文

的选择%体例的安排%教参的编写以及教学提示%

课后习题等的设计上( 新课程改革以来#课程资

源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

利用被重新定位#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教师

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但总的

来看#这种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主要集中在外

延的拓展上#即打破,课本是唯一的课程资源-的

束缚#把目光投向自然%社会%人文等广阔的领域#

实现,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外延拓展式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从整个课程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它改变了以往那

种狭隘的课程观#为语文课程引入了源头活水#拓

宽了语文学习的范围和内容#使语文课程变得更

加开放而有活力( 但从课堂教学来说#这样的课

程资源与教材的联系并不紧密#通常并不直接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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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产生影响( 而互文则不然#不论是狭义上的%

切实出现在文本中的引用%仿拟%拼贴等形式的互

文#还是广义上的语言%意象%结构%主题%风格%原

型等意义上的互文#都构成文本赖以存在的意义

网络的一部分#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产生某种影响(

因此#这种通过互文性指示的路径引入互文本#从

而拓展教材空间#丰富教学内容的内涵发展式的

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也应成为一种重要的

取向和策略(

以往的语文教学#常常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就

是狭隘%浅薄%没文化#很多语文教师不读书#视野

狭窄#只凭一本教材%一本教参打天下( 互文本的

开发%引入#将使课堂的信息量%教学的文化含量

得以提升#为文本的阐释带来更开阔的视野( 同

时#也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他们多

读书#多积累(

课程资源的拓展和丰富#也为教学策略的选

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因为教学策略对于课程资

源有一定的依存性#课程资源贫乏#教学策略的选

择往往就捉襟见肘( 比如#在文本鉴赏中#比较是

最基本的方法#不同文本的比较既为鉴赏提供切

入点#也为鉴赏的展开提供参照系#因为鉴赏从根

本上说就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于某个内容#可

以怎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 没有互

文本的引入#就会缺少参照#就很难回答这样的

问题(

)5互文的教学运用

互文性理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那就是我们可以突破以往那种孤立的单篇教学%

就文解文的模式#利用互文性提供的文本系统#在

更大的互文网络中进行跨文本的对话#多角度地%

自由地建构意义%解读文本#从而使语文教学呈现

出更宽广的视野%更超卓的文化品格(

)(!5 聚合互文本'实现意义的叠变

在文本中#每一个字%每一个意义单元都不是

一次性用品#而是在不同的文本中被反复使用#这

种复叠使它们的意义被许多其他文本所渗透( 这

给深知这些互文的有修养的读者就带来一种秘响

旁通的阅读体验#就像叶维廉描述的那样!,打开

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他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

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被打开#同时呈现

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33像一个庞大的交

响乐队#在我们肉耳无法听见的演奏里#交汇成汹

涌而绵密的音乐(-

&1'在语文教学中#如果能适当

引入%聚合互文本#使学生在理解%感受%品味中实

现意义的叠变#那么#文本所展现给他们的意味#

就会更丰瞻.他们的阅读体验#就会更深刻( 长此

以往#必将有益于他们语文素养的提高( 以诗歌

教学为例#意象一直为人们所重视#成为理解%赏

析诗歌的一个入口和重点#但意象究竟要如何教#

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教学中#最常见的

做法#是让学生对意象进行想象#但实际上#意象

并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有意味的形象#这种意

味#仅靠基于学生生活经验的再现式想象是很难

体会到的( 对此#如果我们利用意象的互文性特

征#引入各种互文本#实现意义的叠变#就有可能

使学生对意象的丰富意味产生更深切的体验和感

受( 如郑愁予的诗)错误*#起首一句,我打江南

走过-#一开始就把人物置于一个广阔而富有诗

情画意的背景中#造成一种诗意葱笼的意境( 在

这里#,江南-这一意象至关重要#如果不能体会

其中的种种蕴味#就会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地理

概念而出现在学生头脑中#就只能看到一个简单

的事实而体会不到其中的诗意( 这时#如果我们

让学生搜集%阅读%品味诗歌史上众多描写江南的

诗句#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春风又绿江

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

时节又逢君-,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人人尽

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

雨眠-33这些优美的诗句中江南水乡那些如画

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交融而成的抒情色

彩极强的画面#就使,江南-这个词从一个单纯的

地理概念转化为气象万千%情感流注的诗歌意象#

这时再来读这句诗#其感受就会完全不同(

)("5 以互文为参照'凸显课文的某些特征

索绪尔指出!,概念是纯粹表示差别的#不能

根据其内容从正面确定它们#只能根据它们与系

统中其他成员的关系从反面确定它们(-

&2'就如

一个人如果只接触一种颜色#他就永远都不能建

立起这种颜色的概念#必须在与其他颜色的对比%

比较中才能形成相应的概念( 文本的阅读和理解

也是如此#如果只是就文解文#而不了解它与其他

文本的联系和异同#也就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

握它( 叶圣陶在)精读指导举隅*一书中指出#课

文的阅读和理解如果,不用旁的文章来比勘%印

证#就难免化不开来#难免知其一不知其二(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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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多多比较#方能进一步领会优劣得失的所以

然(-

&+'如教读)孔乙己*#如果与)范进中举*进

行参读#可以发现#二者虽然主题和题材相近#但

在人物的刻画上各有特点#)孔乙己*主要通过肖

像%动作%神态描写刻画人物.)范进中举*则主要

采用对比%夸张%讽刺的手法来表现人物( 通过这

种比较#学生对)孔乙己*刻画人物的特点及独特

的修辞效果就会有更深的理解( 又如#学魏学糎

的)核舟记*#很有意思的是#与他同时代的李日

华在)六研斋笔记*中也有一篇同题文章#而且#

更巧的是#所记述的也是王叔远所赠的一枚相同

题材的核舟( 教学时#如果把这篇文章拿来作比

照#学生就能很容易发现课文在写法上的侧重点

和特点#如对于船舱部分#课文将其作为重点#刻

画得很细致#而李日华则写得较简略#仅,中作篷

栊#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阖( 开则内有栏

-两句( 而对于船尾#课文侧重写人物的动作

和神态#李日华则侧重写器物和它们的布局( 有

了这样的比较#作者在写法上的构思%用心和特点

才变得更显豁(

)()5 触类旁通'在广阔的互文空间中实现对文

本的多元阐释

在互文性理论看来#文本并不是意义的唯一

来源#也没有绝对固定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具

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不同的文本网络往往激发出

不同的想象和理解#使文本意义呈现出如万花筒

一般不断变幻的样貌( 如莫泊桑的小说)项链*

的主题#如果我们把它从自己原本所属的文本网

络和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放在我们所理解的批

判现实主义传统中来解读#也就是把它重新语境

化后#那么#说它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

级的虚荣心-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以作者所处

时代流行的,女吉诃德小说-作为理解的背景#则

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反讽意义!这是那些廉价爱情

小说中渲染的带有中世纪贵族浪漫色彩的对虚幻

世界的向往和执着#与无情的等级社会现实的巨

大反差和碰撞造成的人生悲剧( 如果以莫泊桑的

悲观主义思想以及一系列表现偶然性事件的小说

如)人妖之母*)一场决斗*)德尼*)窑姐儿*作为

互文本#可能会得出,造化弄人- ,人是上帝的玩

偶-的结论( 如果与)傲慢与偏见*)简爱* )包法

利夫人*等,反灰姑娘-小说并置#可能会重点关

注项链丢失后小说对主人公表现出的,英雄气

概-的描写#从而得出,女性的自我发现-的理解(

由此可见#不同文本系统构成的不同阅读视野#就

成为不同文本意义生成的土壤( 从这种意义上

说#语文课程标准所倡导的多元解读的文本解读

理念不能简单理解为,让学生自己去读-#没有开

阔%多元的阅读视野#仅仅是读者数量上的增加和

阐释权的下放#并不能带来文本解读的开放与多

元( 教师引导学生出入各种互文空间#在多重文

本网络构成的复合阅读视野中不断建构多样的文

本意义#也应成为多元解读的重要策略(

)(35 引入%评论&文本'在文本的阅读史中把握

文本意义

一个文本谈论另一个文本#就构成一种,评

论-关系的互文性#它们汇聚起来#就成为一个文

本的阅读史( 文本意义的解读是一种延续的和集

体的记忆#了解一个文本的阅读史就是进入一种

集体记忆的长河#文本解读就会像在浩荡的河面

上乘舟而下#有所借力#事半功倍( ,评论-文本

包括对课文进行评论%赏析和探讨的文章#以及作

者自己谈写作经过%写作体会的文章#等等( 教

)陈奂生上城*#高晓声本人的创作谈)且说陈奂

生*#以及陈思和的)小人物命运的悲剧*)什么是

陈奂生性格* )精神贫血的农民* )高晓声的小说

创作*等就是,评论-文本( 教学中引入这类文

本#就是让学生与各种身份%不同学养的成熟读者

进行对话#他们的阅读视角%阅读体验%评价标准%

评价逻辑%审美趣味等都能给学生带来有益的启

示( 特别是那种截然不同%针锋相对而又言之成

理的评论尤其能启迪思维#开阔视野( 如教戴望

舒的)雨巷*#在诗歌的音乐性问题上#一方面可

以介绍朱湘的高度评价!,)雨巷*在音节上完美

无疵-,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无逊色-,兼

采有西诗之行断意不断的长处-

&$'

.另一方面也

可以让学生了解一下卞之琳对此诗立意%意象和

辞藻的尖锐批评!,)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

4丁香空结雨中愁5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4稀

释5( 一种回荡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确乎

在每节六行#各行长短不一#大体在一定间隔重复

一个韵的一共七节诗里#贯彻始终( 用惯了的意

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

显%浮泛(-

&!#'教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引导学

生欣赏的同时#也可以引入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

批评此文交待太明#转折太露#譬喻浮泛阴柔等问

题的观点( 这些,评论-文本有助于学生打开思

路#同时有利于破除对课本和名家的迷信#培养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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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学中利用互文性的尝试其实早已有

之#何仲英在 !$"# 年发表的)白话文教授问题*

一文中#就介绍了自己,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的教学方法#如教)儒林外史*的王冕节录#就以

宋濂的)王冕传*来比对( 教白话诗#就拿胡适之

的)我为什么作白话诗*和)谈新诗*来参解( 罗

莘田在 !$3) 年发表的)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一文中#也可看到类似的做法!如教曹丕的)典

论1论文*#就拿)三国志1王粲传*)魏文帝与吴

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吴质答东阿王笺*等做

参考.教章太炎)与友人论文学书*#就牵涉到范

晔)狱中与甥癙书*%刘勰)文心雕龙1裁篇*

)附会篇*%刘知几)史通1叙事篇*%洪迈)容斋随

笔*)论文章繁简*等( 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不乏

这样的例子#如郭初阳就是一个自觉地%广泛地运

用互文性教学的代表#他教)珍珠鸟*一文#就让

学生与筱敏的)鸟儿中的理想主义*%希区柯克的

)群鸟*%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斯蒂芬1

金的)肖申克的救赎*等文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

文中隐藏的,欣赏囚禁-的思想倾向( 教)愚公移

山*#就引入任不寐的)灾变论*%傅伯宁的)B愚公

移山k歌颂什么*%鲁迅的)最先与最后*以及)圣

经1创世纪1巴别塔*等文本#引导学生在对比

中把握课文特有的异质#探究这个故事中包含的

文化内涵( 但整体来说#这样的教师还只是个例#

凤毛麟角#吉光片羽#远未形成气候#语文教学历

来的传统还是主要关注课文的文本性#忽视其互

文性#习惯于就文解文( 语文教学要打破这种褊

狭的文化自蔽#营造出众声喧哗%秘响旁通的教学

话语场#就需要教师有宽广的阅读视野%一定的学

术修养%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自由包容的文化心

理和志存高远的课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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