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序
李增林

2002 年岁首，我曾为保国所著《教学艺术研究》一书写过
序，文后有言：“我相信保国春秋方壮来日会有更多佳作问

世。”我的祝愿，真成了实践的预言。四度春秋过后，保国的又
一部专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稿》脱稿了。付梓前保国把《史
稿》送我，让我审阅把关。他希望读者看到的文本，尽量少有差
错。他的诚意，他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让我无法拒绝阅稿。

当然，欣然阅稿，还有一个动因，是因为我从事终生的汉
语言文学教育教学，是与语文最为密切的学科，感情深厚。
1999年我作为教育部国家民委规划教材《大学语文新编》一书
的主编，在此过程中，深切感到加强语文教学，加强我国教育

传统的研究，是弘扬中华文化，培育各类人才的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环。当然，拿起笔来写点文字，除了以上的原因外，是《史
稿》给我的感动。

读完《史稿》，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

加强语文教育研究
是弘扬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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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稿

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而且，展现的轨迹是一种活泼有生气的立
体化形态。古代学校语文教育是整个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根中

轴线，科举制度把这根中轴线分为两段，一段是科举制度前的
学校语文教育，一段是科举制度中的语文教育。而佛、道两教
中的语文教育，书院中的语文教育，则是两条副线，伴在中轴
线两边，而呈侧翼之势。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历史，仿佛像一

个站立的人，躯干粗壮而上下有分，双臂有力护持两侧，头足
呼应圆满完整。

我认为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有生气的
立体形态之缘由，还在于《史稿》通过丰富的史料，既多姿多彩

又完整有序地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自身强大而
有张力的作用，清晰地予以描绘。同时，也把中国古代语文教
育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各种意识形态制约、影响的正面负
面作用予以展示。这样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带给读者的，不

仅仅是丰富的语文教育史的知识，还有语文教育中许多引人
思考、启人领悟、助人为教、促人为戒的思想与方法，等等。这
些，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的实践和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都有
很好的帮助、启发与借鉴作用。同时，还能引发人们对人生的

意义、社会的本质、自然的规律，以及人生、社会、自然之间的
关系，有一些感悟与思考。这些，应当是《史稿》学术价值最重
要之所在。
《史稿》这么丰富的内容，以及由内容蕴涵的价值，是通过

它独特的形式予以承载的。结构框架，无疑是其外在形式中重
要的成分。《史稿》结构框架，是以古代语文教育的实际存在形
态，结合中国编年史的优长，采取中轴分两段、侧翼有护持的
三编分章节的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眉目清晰，避免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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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重复，而益于突出重点。更为重要的是，把语文教育史
的发展轨迹同理论认识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在专门史的写

作上，这种结构形态，应该是一种创造。这是《史稿》展示中国
古代语文教育发展形态最为适宜的形式，也就成为它的一个
特点，同时也是对专门史编写形式的一个贡献。

一部史书，如果仅是客观地把历史真实描绘出来，而没有

著者对其中的功过是非，经验教训，给予较准确的分析评价，
它的价值是有限的。《史稿》带给读者的，除了中国古代语文教
育史立体感的面貌之外，还有许多著者通过独立思考而写出
的或分析评判，或总结论述的文字。这些文字，有长有短，短则

几行数言，长则数页千言。
诸如第三编十二章“佛、道两教中的语文教育”的开篇近

两千字的总论，就归纳概括出四个论点：一是“任何宗教，都是
一种教育”，“一座寺院道观，就是一座学校，每一位高僧高道，

就是世之名师”。二是“佛教、道教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既是一
种双向利用、借鉴、吸纳的动态过程，又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
互渗交融的过程”。三是“佛、道两教之所以称作以语文为基础
的教育”，其经典文本，“都具有语言与文字、文章、文学等诸文

综合蕴涵的语文特质”。四是佛、道两教中语文教育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语言文字的创新拓展”；“语文的文学内容的创
新拓展”；“语文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创新拓展”。
再如第二编十章“文章文学教育”，其中“课内阅读教学思

想内容举萃”中，总结归纳了六个方面：一为“仁和礼是儒家思
想理论的基础”；二为“以三纲五常为重点的伦理道德”；三为
“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四为“天下为公是理想的社会形态”；
五为“修、齐、治、平的个体理想报负”；六为“君子而达圣人的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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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稿

理想人格”。
以上这些，不论是总结归纳的文字，还是画睛点拨的话

语，都是建立在较丰富的事实之上的，但反过来又驾驭统摄着
事实，使其成为完整有序的史的轨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
游离于史迹主体之外的多余物。这样，《史稿》的内容就变得丰
富了许多，饱含了著者谨严而独到的见解。因此，《史稿》是一

部有较高价值的学术专著。
《史稿》采用引证了许多古籍史书的材料，借鉴吸纳了先

哲学人的不少真知灼见。一般来说，这是写史应该采取的方
法。关键是，《史稿》所采用、借鉴、吸纳的材料，是著者从卷帙

浩繁的材料之“库”中甄鉴挑选出来的。此中甘苦我是可以想
到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此中存在慧眼高低、识见错对的差
别。读《史稿》，不能不为著者细密筛选鉴别之功夫，合理处置
使用之见地而感念喟叹。这些材料的恰当使用，增强了我们认

识感悟语文教育本质内涵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同时，从事语文
教育与研究的同人们，也会从《史稿》所引用借鉴的史料与思
想方法中获得教学与研究的启示和借鉴。当正是《史稿》著者
之初衷。

最后，我再次祝贺保国新著出版，同样相信来日保国会
有更新成就奉献给我们伟大祖国。

2008年岁首于银川溪原居

李增林，著名学者、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
副会长，宁夏文学学会会长，北方民族大学首任校长，宁夏政
协第七、第八届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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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序
刘世俊

我国语文教育从先秦迄今源远流长，古代有关语文教育

的文献资料是弥足珍视的文化遗产。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都

注意从过去的语文教育实践中汲取教益，寻求行之有效的教

学方法。小时候背诵《三字经》的“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

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

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掇其要，记其事”，“经

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始终”……今天看来这大约是南宋时

的古人对已往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教训的归纳：以语文教育

为核心的学童启蒙教育，必须认真对待，马虎不得；要使学生

透彻地掌握字词的意义并弄清楚如何断句；学习要循序渐进，

一定要从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开始；经历了包括文字、

音韵、训诂等内容的“小学”训练阶段，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读各

种儒家经典了；对儒家学说系统而深入地领悟后，才可以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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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稿

诸子的著作，以扩大视野，但不可过于宽泛，应选取其重要著

作，记下主要内容；经书、子书都读过了，还要进一步读各种史

书，考查各朝各代的谱系，了解各朝兴亡的过程；等等。显然，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套经多年实践摸索出的少走弯路确富实效

的教学原则与方法。今天，我们能对先秦以来的古代语文教育

情况认真地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整理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

粕，对语文教育理论的建设，对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着不容忽

视的借鉴意义。谢保国教授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稿》（下称

《史稿》）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正在于此。

作为一部论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发展历史的专著，《史

稿》为求做到系统而全面。例如，介绍先秦语文教育具体到官

学、私学两种教育体制的不同情况：剖析科举制度对语文教育

的影响，不是简单化地否定或肯定，而是既肯定其正面影响，

又揭示其负面影响；在漫长的岁月中，宗教，特别是佛教、道

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深远，也影响到语文教育，作者就将这

一过去很少论及的内容列为专章论述。体现系统、全面并非易

事，要既有材料又有见地。

作者在《绪论》中明确指出：“写历史则需要用事实说话”，

《史稿》正是这样做的，广搜博采，援引资料十分丰富。有些材

料直接与论述古代语文教育发展史有关，有些则是提供某种

语文教育现象产生的背景、环境、条件或相关的知识。材料丰

富不仅使《史稿》言之有据，还为更多的人研究这一课题提供

了方便。应当看到，《史稿》还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史稿》在征引丰富材料记述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发展历史

的过程中，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作者随时阐明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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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正如《绪论》所谓：“或在开篇之前，或在行文之中，或在

章节之后，论题可大可小，文字可长可短，或点到为止，或引经

据典，或引申发挥”，作者不拘一格地用观点统帅材料，是为了

更好地取得“以史为鉴”的效果。

撰写这部《史稿》有价值，但也有相当的难度。古代语文教

育本身内容十分宽泛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理清头绪进

而分析归纳，除语言文学的知识和理论外，还要调动哲学、史

学、教育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作者敢于挑战

课题、顽强攻关的勇气，是值得赞许的。

35年前，作者就读于宁夏大学中文系，我是授课教师之

一，和保国有师生之谊。保国把《史稿》手稿送我阅读时，曾郑

重说明以下两点：其一，近年来，他为《教学论》硕士生讲课，

《史稿》是通过反复备课积累而成的；其二，《史稿》的“稿”字

是要表明这部书还不成熟，应视作“未定稿”，亟盼得到批评

指正。我从中看到保国在教学上的敬业和治学上的谦逊，深

感欣慰！

2008年岁首于贺兰山下

序二

刘世俊，著名学者、教授，曾任宁夏语言学会会长、秘书
长、宁夏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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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语文
语文，这一词汇或概念，并不古老，在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编

著的大型词典《辞源》（1919年 10月正编初版，1931年 12月续编

初版，1983 年修订第 1 版）和《辞海》（旧版《辞海》刊行于 1936

年，1979年 5月新 1版）中，尚无它的芳名。但是，语文这一词汇

或概念的使用，却早在 19世纪初中国就已开始，尽管很不普遍。

如中国 1863年（清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准仿照京师同文

馆之例，于上海设立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初称“上海同文馆”，后

改称“广方言馆”，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两江总督周馥以振

兴实业为由，将该馆改为“兵工中学堂”。总共开办 42 年，共培养

学生 500 多名。在这所新式学校未改名兵工中学堂前所设的课程

中，就有一门“外国语文风俗国政”。虽然“语文”这一词汇仅是这

一门课程名称中的组成部分，但“语文”这一词汇可以单独存义。

（〔1〕30）（“〔1〕”，表示引见书目的序列编号；“30”，表示引见书目

的页码。下同）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1939

年中译本以《大教授学》出版，1957年改用《大教学论》，其中第二

十至二十五章分叙科学、艺术、语文、宗教各科教学法。这其中就

有语文的学科。可能捷克文中就有语文一词，或者是捷文中这一

论论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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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中国语文一词的内涵极为一致而译者用了语文一词。这也

是较早使用语文这一词汇的事例。《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

科学出版社于 1980 年正式出版发行，是叶老从事语文教育和语

文教材编辑工作 70 多年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其中发表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就几次使用语文这一概

念。诸如“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

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

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就是这同一段的结尾处，叶老又说：“学习

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这两处的“语

文”的含义是相同的。而“语文学科”的含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三卷《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中，就已经在使用着。恩

格斯是用“语文学”概念的：“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

可不必为此伤脑筋。”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先生既把整个现代的历

史的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勾掉”的时候，三次使用“语文学”这

一概念。综观恩格斯使用“语文学”这一概念的行文，可以看出“语

文学”是指语言文字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陈寅恪 1933年在《与

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也说：“对对子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

方面，可以测验试者之国文程度与思想条理。”他建议国文试题，

在“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这一方法。”

（〔2〕201）作为学校的课程设置，梁启超 1906年前后创办的长沙

女子学堂就使用“国文”的名称。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中

学、小学把语言文字为主的古文教学内容称之为国语、国文。正

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

语’，中学叫‘国文’，解放后才统称‘语文’。”明李贽《焚书》卷三

《杂说》曾把“语”与“文”连用：“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一字一句

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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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以语天下之至文也。”虽然语文连用，

“语”和“文”都是单个词，文指文章，语指写作应用的语言。这是

语文较早的记载。

但是，由于语文这一名称或概念本身内涵与意义的丰富，新

中国成立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应用语文这一概念或名称时，常常

各举其含义之一端。而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与语文教学实践领域

中，对语文内涵与意义的把握、理解、阐述、探讨，这种各举其含义

之一端的现象越发深入。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进、刺激人们对

语文意义内涵的深入研究，欲究其所以然，揭开语文的面纱，一

睹其庐山真面目。而这种探究与钻研，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发增

加、丰富了语文的意蕴。我们考察研究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

与审美内涵，就必须先把语文的意义、内涵搞清楚，这样就会便

于我们对语文教育追根溯源。用《易·系辞》上的话说，“探赜（音

责，精微，深奥）索隐，钩深致远”。（〔3〕393）

语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

言，写在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

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4〕138）叶圣陶

先生的这段话，是对广义语文的概括。广义语文的概念，社会上广

泛使用着。如胡奇光先生的专著《中国小说史》中，就多次使用：

“在漫长的岁月里，汉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研究着本民族的语

文……就是在中印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之际，汉民族吸收外来的

新知，也往往从研究本民族语文的实际需要出发。”（〔5〕1）在广义

语文这个词前配上相应的词，于是就有了表示广义语文含义的某

方面内容。如：中国语文、印度语文、非常语文等。狭义语文，是指

传授、习学、研究、应用语言、文字、文章、文学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也称学科。各级各类学校里的语文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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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是这门学问的体现与实践。通过以语文课本为范本的传

授、习学、研究、应用，从而培养学生，也提高老师的听、说、读、

写、赏的能力，最终使师生具备高品位的语文素养，做一个自

由自觉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对作为学科的狭义语文性质与内涵有

过四种概括。一是语言文字说。此说着重以小学中的语文为研究

重点。认为语文的内容，是由语言和文字这两部分构成的。二是语

言文学说，此说侧重中学语文。认为语文的内容、成分是由语言和

文学构成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早期，曾把语文分为语言和文学

两种课本。三是语言文章说。该说也侧重中学语文，认为语文的内

容，是由语言和文章两部分构成的。四是语言人文（文化）说，此说

发端于 20 世纪末，系统形成一家之说在 20 世纪初。语言人文（文

化）说，显然是看到了语文的前三种说法的不足与局限，从而用人

文（文化）这一大幕把语文的内涵和意义全部包揽与统摄于其中。

当然，此说是把握认清了语文的本质特征的某些重要方面。因此，

用语言与人文（文化）来概括语文，是有其合理与正确的基础。但

是，人文（文化）这一大幕，正因为它太大太宽泛，反而欠缺了恰如

其分的准确性。假如用语言人文（文化）说来指项政治、哲学等学

科，也似乎与指项语文一样能成立。因为，我们现在理论界使用的

人文（文化）概念，以及现实中人文（文化）活动的真实状态，其广

义、狭义、符号学含义等不但并存共在，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与边缘习俗风尚的兴起，文化的指载与符丽，有着越演越烈之势。

而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一些理论家对这种现状的默认与无可奈

何，又反过来加剧各种名目的文化的繁闹与走俏。问题又回到语

文的内涵与意义的认定与界说上。显然，所谓一些文化的事项与

文字篇章不能成为狭义语文的内容。还有一些文化的指项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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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则另有其他学科予以承担与包含，不能或不易硬塞进狭义

的语文之中，使之成为不和协音响。诸如哲学命题的探讨，历史问

题的探究等。因此，用语言人文（文化）这一称谓概括涵盖语文就

有着它的非准确性与非严密性。

1.语言诸文综合说概括着语文的内容

语言诸文综合说，应该是语文的恰当界说。所谓语言诸文综

合说，是指语文是由语言与文字、文章、文学诸种形态及其所蕴涵

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所构成的，简称为语言诸文综合

说。这一界说，既把语文所包括的语言、文字、文章、文学这诸种知

识体系或社会意识形态综合概括进来了，同时又把它们所具有

的、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也紧紧地予以包

揽。这些，就是语文这一学科丰富的内容所在。从古代语文到现当

代语文，都是语言、文字、文章、文学及其蕴涵的人文（文化）以及

审美价值的共同内容。所不同者，就在于各个时代的初等、中等、

高等语文课本教材中选入的这些内容的文本有所不同而已。从语

文教学实际采用的课本教材来看，语文内容中语言、文字、文章、

文学的文本和材料大致在四个方面：其一，精挑细选编辑在各种

语文课本和教材之中的关于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等诸方面的优

秀篇章和材料。这部分内容，是语文内容的主体。但是，常常由于

政治、经济、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笼罩、影响与制约，这部分

内容中的具体篇章，以及课本教材的版式设计、装帧、编排等都会

不断变化、改进、发展。诸如盛行于宋、元、明、清的蒙学教材《三字

经》《千字文》《千家诗》等，不仅刻版式样在变，而且内容也在增

加，至新中国成立，这些蒙学课本基本不再使用。其二，生活中的

语文信息与材料。这部分内容知识面广，种类繁多，变化快捷。从

各种媒体的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的信息与材料，到社会民众中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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