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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国文与树人立国之学
———大学国文课程比较漫谈

陈　芳

１９０６年，邓实在 《国学讲习记》中首次提出了国学的概念：国学者

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是一国文化之根

本，以 “言”树人而立国。千年科举一朝而废，百年岁月时光荏苒，回首

再看身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国文”课程，比较之下，得窥 “国学”

一角。

一、立国之学

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取消，仅仅一年之后，邓实就提出了 “国学”概念。

整整一百年之后，《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

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

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① 至此，以大学语文、中国语

文和大学国文等课程名目出现的 “国学”课程确立了自身在当代中国高

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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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人文素质教学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文艺

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高等语文教育学等学科的学科教研。

《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

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载 《人

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４日版。



《大学·明德》篇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古时的大人之学，今日的高等教育，都是为了彰显正大光明的品

德，传承民族的文化精神，革新并提升民众的素质。面向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群，以承载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任务的 “大学国文”课程从一开始就

打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以 《大学国文》命名的教材总共 ２７本①，有

１１０７本图书教材书名与 “大学语文”相关②，还有３８１本书是以 《中国

语文》命名的教材或者是教辅类图书③。名目不同，但是基本上都以中国

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 《大学国文》课程核心内容的两大组成

部分。最早的作为 “国文讲义”的京师大学堂教授林传甲在１９０４年编写

的 《中国文学史》因为做的是急就章，１６章按照时代和文体编排显得仓

促，内容更是厚古薄今，仅在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稍有涉及清代文章。

而被视作是第一本实际意义上的 《大学国文》教材———１９０９年１１月南洋

公学编写的 《高等国文读本》的编选内容与章太炎在 《国学概论》一文

中提及的治国学之方法相呼应。章太炎认为 “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

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

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而唐文治的 《高等国

文读本》包括了 《曾子大义》２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８卷、《论语

大义》２０卷、《孟子大义》７卷、《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各１卷。儒

家经典在国学中的核心地位从一开始就为大学国文课程教学内容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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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网站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６日 “大学国文”为书名图书检索结果。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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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言外之意很明确，非甲国之

学也非乙国之学，而是本国之学。从这个角度上看，从国别文学的角度

来看，国学就是本国文学的又一代称。国学的价值也与本国文学学科地

位的确立息息相关。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国别文学发展的前提。从英国的

情况来看，特雷·伊格尔顿认为英国文学肩负着三大重任。正如特

雷·伊格尔顿所说，首先，像宗教一样，文学主要依靠情感和经验发挥

作用，因而它非常宜于完成宗教留下的意识形态任务①。“英国文学”形

成一个学科，以从维多利亚时代起继续承担这一意识形态任务②。其次，

英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穷人的古典文学———它是为处于英国公学和牛津剑

桥这些迷人的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最便宜的 “人文”（ｌｉｂｅｒａｌ）教育的一

种方法。从一开始，在莫里斯 （ＦＤＭａｕｒｉｃｅ）和查理斯·金斯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ｉｎｇｓｌｅｙ）等 “英国文学研究”开拓者的著作中，强调的就是社

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团结、 “更大的同情心”的培养、民族骄傲的灌输和

“道德”（ｍｏｒａｌ）价值标准的传播。最后，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关键不在

于文学而在英国文学③。因此，对古典语文学的遗弃代表的是与德国日耳

曼文化的决裂。所以实质上，民族国家概念的强化才是英国文学学科的

诞生的基础。与英国的情况类似，追溯中国的 “国学”之名，应该始之

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 “新学” “西学”等，与之相对，

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 “旧学” “中学”或 “国学”等。对应

于异文化提出的国学概念，强调的是国之为国的学问之本。因此，这就

首先强调中国文化的根基，并以儒家经典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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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页。
［英］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页。
［英］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页。



二、树人之学

《大学国文》课程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也注重美育

的功能，特别是注重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欣赏能力。大学国文

课程中关于审美教育、艺术鉴赏等功能，一方面是受当代高等教育体系

以西方学科设置为基础的现实情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通识教育的教

育理念的发展相关。欧美的高等教育除了本国语言文学研究专业以外，

也设置了相应的本国文学课程，并根据通识教育的理念，成为各专业学

生的选修课程。这与我国的 《大学国文》课程的设置和培养的目标类似。

但从当前我国对 《大学国文》的学科定位来看，通识教育的理念还没有

得到充分贯彻，只能说 《大学国文》是通识教育系列课程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在学科归属方面，《大学国文》并未设立单独的学科，那就更谈不

上与之相关的学科学位点建设。因此 《大学国文》教师多为中文、历史

学科背景。因此，作为边缘课程的 《大学国文》其发展一般有两条路径。

首先借助中文学科背景加强 《大学国文》的学科地位，借助优秀的师资，

打造优质课程，保证 《大学国文》课程的地位和价值。２００６年 《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后，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２日，教育部

高教司下发 《关于转发 〈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

知》，要求各地 “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之后，北京大学等

高校中文教师纷纷响应，这可以说是 《大学国文》课程的又一次复兴。

但此种方式和方法，不能不说严重地受一时一人所限。时代变化、教授

课程的教师变化，课程存废、是否得到发展就会出现意外。这种情况应

该说是 “因人设课”。另外一种情况是核心不同，可以称之为 “因部设

课”，与西方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相应，中国高等教育也有通

识教育平台或者说素质教育选修系列课程等等专业外院选或者校级选修、

必修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大多各自为政，授课教师来自各个院系，教学

管理以及教学理念都各有特色，难以形成通识教育或者说是素质教育的

合力。但 《大学国文》当仁不让的是学校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选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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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主体。以云南大学为例，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春季学期 （２０１０年

秋季入学）的开课情况来看，《大学国文》课程共开设有２０个班级，占

２４８个通识教育课程班级的８０６％；占所有６３个人文科学类课程班级的

３１７５％。从课程比例上看，大学国文作为公共素质必选课程，是人文科

学类的主体课程。但正如陈平原所说： “如何协调 ‘专业课’与 ‘通识

课’，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大学的特色在于，怎么看待

并妥善处理 ‘通识课’与 ‘政治课’的关系。”此外，同样指向 “修

养”，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命运竟如此天差地别———所有中

国大学生，在学期间起码修８至１２学分的外语课，至于 “大学语文”，

则可有可无，各校自己掌握———也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窘境。① 大学国文，

必修与选修，学分的多寡确实是各校的自主之事，但从整个国家高等教

育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层面而言，一国所有之学的课程必须有其自

主地位和价值。借助通识教育平台的整合也许是一条出路。１８世纪，作

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技工学校、工人院校和大

学附属院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②。当代，在校人数１７０００的台湾朝阳

科技大学作为一个技术院校，其通识教育中心负责该校通识教育课程的

规划及教学，国文与英语、历史、法政社会、体育、军训类课程并列为

核心通识课程，其他文化、语言、政治、法律、体能、自然、艺术、哲

学等知识为二元通识课程。通识教育中心现有专职教师６人，负责主要

的大学国文课程等核心通识课程教学工作，其他课程教师从其他院系或

者外校聘任，由通识中心负责教学管理。通识中心总课时占到学生必修

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地位不可谓不重要。在此基础上 《大学国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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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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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 “大一国文”的思考》，载 《中

华读书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第１３版。
参见莱昂内尔·戈斯曼 （ＬｉｏｎｅｌＧｏｓｓｍａｎ）《文学和教育》（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载 《新文学史》（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２年第１３卷第２号，第３４１～３７１页。又见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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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ｌｍｅｒ）《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ｔｕｄｉｅｓ），转引自
［英］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第２６页。



的编订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是岛内开展得较好的一所高校。

因此，从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的角度，将 《大学国文》作为通

识教育课程平台的核心课程，加以组织建设和系统教学管理，也许是保

证 《大学国文》课程地位和实现其本来价值和意义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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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书法教学教法研究
李瑞生

摘　要：书法艺术被誉为 “国粹”，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众多高校已经把书法列入 “人

文素质通识”类课程。大学书法的教学不应等同于中、小学及一般培训

类普及式的书法教学，为了能使这门课程更好地为高校学生服务，笔者

从大学书法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旨在抛

砖引玉，与同行们就当下大学书法课程的教学教法进行探讨、交流，引

发大家对大学书法课程的定位及开设目的思考。

关键词：大学　书法　内容　教法　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传统文化日益

受到人们的重视与青睐，被冷落一时的书法课也逐步回到中小学的课堂

当中，从而逐步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书法、学习书法的良好局面。

然而，面对蔚然兴起的书法热，我们不能头脑发热。各教育教学单位和

书法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冷静思考，合理定位，将不同年龄和学习阶段

的书法教学区别对待。大学阶段相较于中小学阶段，学生的知识结构更

为完整，心智更加成熟，有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情感表达能力和审美

习惯。因此，大学阶段的书法教学应结合大学生的特点及其所肩负的社

７

 李瑞生，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人文素质教学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篆刻、中国

古典文学、文艺学等学科教研。



会责任进行，切忌沦为单一的技法普及课程。那么，如何搞好大学书法

的教育教学呢？笔者认为需从教学内容的定位及教学手段的更新两个方

面入手。

一、教学内容的定位

（一）技以载道，注重书法艺术文化内涵的解析

书法艺术，不是单一的文字记录符号；书法课，也不是简单的写字

课。这一点，在大学书法教学中尤其要强调。宗白华先生在 《中国书法

艺术的性质》一文中说道：“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

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因此，中国书法不像其

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成

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可见，书法艺术，绝不等同于简单的写字技

法，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纵观当今书法教学，从小学到大学，大多只注重技法的传授，而忽

略了对书法艺术所附载的文化内涵的诠释，提到写毛笔字，同学们都知

道有 “藏锋”“露锋”，有 “中锋” “侧锋”，却不知道这些 “笔锋”中

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一直以来，我们只注重教给学生 “怎么写”，而忽视

了 “为何要这么写”的书理分析，从而使书法教学流于简单的技法传授，

学生最终 “创作”的作品大都也只是一些为 “技法”而 “技法”的形式

主义之作。时下，全国各地有层出不穷的各类书展，可谓盛况空前，然

而细看那些作品，要么是 “尺八丈二”的鸿篇巨制，要么是 “钟鼎大

草”的偏僻生涩，形式、内容、书风大多相似，一眼看过，很难对作品

留下深刻印象。究其原因，是书法家们在创作作品时，重 “形”不重

“意”，重 “钱”不重 “情”，在行笔走墨间缺乏思想和情感的渗透。不

可否认，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在丧失，书写者的思想情感在消失，书法

艺术在逐步走向荒芜。

因而，高校教师在进行书法教学时，尤其要注重对其附载的文化内

涵的挖掘与阐释，将 “法”与 “理”融通，让学生在写好汉字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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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懂汉字、爱上汉字、尊重汉字。中国的书法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

不是单纯依托形式而立的，它一直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润，具有深刻

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角度来看，书法艺术

“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同时融汇了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而这一思想的

核心有两点：１阴阳对立统一。讲 ‘无极生有极、有极生两仪，两仪生

四象’。讲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 ‘道法自然’，即所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发展、变

化、进取，所谓 ‘变则通，通则久’。这两点即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

观，也是方法论。不论是宏观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还是不断创造新

的世界，中国人都更多地运用了这一东方式的哲学观、审美观，这一意

识，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１］ “而最能体现这一意识，并形

成最凝练的物化形态的即是中国书法。”［２］从使用工具、材料到用笔、行

笔，再到结体、章法，无不体现出 “由阴阳对立统一观念衍生出的 ‘中

和之美’，其审美观念的核心就是由 《易经》所提出的 ‘立象尽意’”［３］。

历朝各代的书家名作表明，优秀的书法作品都无一例外受到传统文化的

启迪与制约，“可以说，中国书法文化的根性即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根

性。没有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就没有绵延至今辉耀于世的书法形式表

现。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把握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东

方精神的书法艺术。”［４］

（二）注重技法训练，提高书写能力

“书法”的 “书”就是书写，“法”就是方法、章法。这说明书写是

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和原理加以引导的，然后花苦功夫去练习，唯有如此，

才能将这种 “书写的技法”升华为能够负载书家思想与情感的 “艺

术作品”。

因此，要提高书写能力，无外乎 “勤” “悟”二字，但 “勤”并非

是不甚了了的乱写乱画，需按笔法要领、章法要求去做，不断训练，举

一反三，方有收效。唐书法家、书论家倪苏门在 《书法论》一书中讲得

精辟：“凡欲学书之人，功夫分作三段，初段要专一，次段要广大，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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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脱化，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所谓初段，必须取古之大家一人，

以为宗主门庭，一定脚跟牢把，朝夕沉酣其中，务使笔笔肖似，使人望

之即知是此种法嫡。纵有誉我谤我，我只不为之动。此段工夫最难，常

有一笔一画数十日不能合辙者。此处如触墙壁，全无入路。他人到此每

每退步灰心。我到此心愈坚，志愈猛，功愈勤，无休无歇，一往直前，

久之则自心手相应。初段之难如此，此后方许做中段功夫，取魏、晋、

唐、宋、元、明数十种大家，逐家临摹数十日。当其临摹之时，则诸家

形模，时或引吾而去。此时步步回头，时时顾祖，将诸家之长点滴归源，

庶几不为所诱。然此时终不能自作主张也。功夫到此，倏忽又五七年矣，

此时是次段功夫。盖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

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写到极熟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

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
!

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头试初

时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以自成一家矣。到此又是五七年或是十余

年，终段功夫止此也。书虽小道，果能上于羲献齐驱，为千古风雅不朽

之士，亦非易易也。”

可见，学习书法没有太多的 “捷径”可走。所谓 “捷径”，无外乎

是一些笔法、结体、章法要领，而能不能写一手 “好字”，“功夫”是基

础。今人习字，大多舍不得下工夫，缺乏韧性，总指望一夜成 “家”，甚

至投机取巧，华而不实，钻营谋生，唯利是图；有的没练几天字，却狂

妄自大，不可一世。唐书家徐浩在 《论书》中说：“临池习字，当有持之

以恒的精神，精神不立，则字难成。古有张伯英 （张芝）临池学书，池

水尽墨，笔力精熟，号为草圣；智永禅师登楼不下，四十余载苦练成书，

字迹古峻，终能名著；怀素蕉叶习字，寒暑不辍，秃笔成堆，史称笔冢，

名垂后世。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盖

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

当然，在注重技法，狠下工夫的同时，最好能有精通书法的良师指

点，方可少走弯路，有效提高书写能力。

（三）注重思想的启迪，培养高尚情操

当今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中，除汉字之外，恐怕没有哪种文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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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会与人的精神品质、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一如沈尹默先生在 《书

法的今天和明天》一文中所说：“书法是中国民族特有的又是有悠久历史

的优良传统艺术。它是一种善于表现人类高尚品质和时代精神的特种艺

术。”宗白华先生在 《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亦言：“中国

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形线之美，有感情

与人格的表现。它不是摹绘实物，却又不完全抽象，有如西洋字母而保

有暗示实物和生命的姿势。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

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

故学习书法，平常以为仅是写字技巧或是艺术上的事，与人的品行

修养、道德情操等毫无关系，而实则除字的美观之外，尚有种种作用。

从执笔来看，要求指实、掌虚、管直、腕平，讲究五指齐力，力聚管心，

从中蕴含安静、沉稳、专注、团结协作等寓意；从坐姿来看，要求两腿

平放与肩齐平，上身保持基本正直，这与端庄、恭谨、守正的品行修养

是相一致的；从运笔过程来看，精神状态以静为主，要求气定神凝，全

神贯注，长此以往，能养成人安静而不焦躁、平和而不浮夸、温润而不

怯懦的精神品质；从字的结构来看，形体稳健宏大、秩序井然，要求主

笔突出、中宫内收、让位穿插，从中让我们领悟到：做事主次分明，做

人内敛低调，名利争让有度，为人严谨大气的人生理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习书法能够培养我们宽广的情怀、坚忍的意

志和高尚的情操。唐大书法家柳公权在 《书小史》一文中说： “用笔在

心，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清傅山在 《霜红龛集》中亦云：“作字先

作人，人奇字自古。”皆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书写与人品的关系，人品的高

下，直接影响到书写的技能、审美价值，乃至历史经济价值。讲书法，

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以讲为书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

善，这与 《礼记·大学》篇中提出的 “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的三纲

理念是相一致的。

（四）功在字外，拓展其他学科知识

书法艺术，包罗万象。若要真正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创作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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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需要在书写技能外多下工夫，所谓 “字外求字，

功在字外”。就是要求书家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从而打开胸襟，拓展视

野，将学识、思想情感、审美情操、人生阅历融为一体，达到人字合一。

因此，不能把学习书法等同于技法和笔力训练，书法课也并非只是简单

的练字课，大学阶段的书法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清人刘熙载在 《书概》中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

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此话值得我们思考。“人如其字”，不是讲高矮

胖瘦如人，是讲精神气质如人。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在 《山谷文集》中

谈道：“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

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

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苏轼认为 “书必有神、气、骨、

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５］ “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

碌，则书不病而韵似胜。”［６］可见，书法艺术中所表现出的神采、气韵，

只练技法是很难达到的。

书法史上，传有王羲之观天鹅而得 “鹅头式”起笔；吴道子观斐

舞剑而得用笔神髓；张旭始见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

大娘舞剑而得其神；怀素观夏云变化而得大草要诀；颜真卿观 “屋漏痕”

而得笔趣……凡此种种，皆说明书法艺术的笔外之功。究其缘由，书者

在书法之外的天地中玩索得到一种意象，然后沉在潜意识里酝酿良久，

得到一种特殊的胸襟来增进书画的神韵和气势，再用毛笔把它表达出来，

自然超然于技法，妙趣天成。气有清浊，学有浅深，质有厚薄，才有庸

俊，情有亲疏，习有雅俗，力有刚柔，趣有淳漓，才气、性情、思想、

笔力、笔法相互交融，彼此糅合，使人见其字如见其人，才识人品等字

外之功无不流露于尺幅之内。

二、教学手段的更新

（一）讲解、示范法与学生练习法相结合

书法课程的教学有别于其他课程的教学，教师必须具有实际操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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