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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三点思考
叶　珣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随着我国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在针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过程中，现代文学是一门比较

重要的课程。留学生现代文学教学虽已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进。首先，留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大多偏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留学生的现代文学教材总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窄化了文学作品的阐释空间。

最后，留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普遍重视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文化内涵的讲解，从而忽视了作品的语料价值。本文便将从以上三个

方面指出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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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设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并招收第一批

本科生。2012 年，“对外汉语教学”正式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

规定该专业的学习者主要掌握中国语言文学知识。由是，作为中

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现代文学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汉语国

际教育的重要学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留学生现代文学教学进

行一个全新的反思与探讨。

笔者查阅一系列留学生现代文学教材及关于留学生现代文学

课程的调查报告发现，目今留学生现代文学教学存在的最重要的

问题是：我们惯性地把留学生当作中国学生，对于两者的教学，

在一些重点问题上未做出区分处理。留学生现代文学教材的文学

史简述及作者介绍部分照搬国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教材，

而作品赏析部分又照搬国内高中生的教辅资料。此外，在正式的

课堂教学中，中文教师所着重讲授的也是现代文学的创作背景、

思想内容等话题，未能很好地融合兼顾到留学生的另一学习诉求：

即大部分留学生希望通过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提高汉语语言交际能

力。

在本篇文章中，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目前留学生现代

文学教学所遇到的问题，亦尝试性地提出解决的对策。

一、教材内容偏难

留学生教材《中国现代文学选读》的编写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话：

“本书尽可能适应具有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的接受能力”。

这一期望十分美好，但实际的现代文学对外汉语教材却普遍偏难，

超出了中级水平。《中国现代文学选读》（金戈、刘蓓蓓主编）

第二章第一节“现代小说的开端和确立”中有这样一段话：

始于 1917 年的文学革命是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

其创作方面最初成功的标志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之后鲁迅发

表的小说都本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宗旨，描写了

封建制度的统治者、卫道者、受害者和叛逆者，揭露封建宗法制、

科举制和旧礼教的罪恶，反映了下层人民精神的痛苦及麻木状态。

事实上，这样的介绍十分繁复，中等程度的留学生未必能够

确切理解整段话的含义。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本科生现代文学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有关现代小说开端的介绍：

1918 年 5 月，《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发表了鲁迅《狂人

日记》......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在 1918 至

1922 年连续写了 15 篇小说，于 1923 年 8 月编为短篇小说集《呐

喊》......1924 到 1925 年所作小说 11 篇，则收入 1926 年 8 月出版

的短篇小说集《彷徨》。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

小说的成熟之作。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

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纵观两本教材的描述，其内容虽不太一致，但遣词造句的难

易程度却无甚差别。另有一个例子也可说明留学生教材难度偏大

的事实。在留学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欧阳祯人主编）中，

对郭沫若诗集《女神》是这样描述的：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激

情的五四时代需要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而诗人郭沫若正是“偏

于主观的人”，艺术想象力大于观察力。他在《女神》中强调了

诗的抒情本质，创造了一系列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显示了浓

郁的五四时代气息。

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编写者是这样介绍《女神》

的：《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

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而诗

人郭沫若正是“偏于主观的人”，艺术想象力胜于观察力 ...... 诗

的抒情本质的强调 ....... 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

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从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对《中国

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借鉴与改写。显然，改写后的《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教程》行文更为简单。但饶是如此，对于留学生而言，改

写后的语段读来也较为吃力。因为短短一百多字的简介，编者就

在其中加了四个注释。

过高的难度无疑会打击留学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性。

笔者采访了一位清华大学的留学生博士，他表示现今的留学生现

代文学教材的确偏难。另一方面，笔者还调查了四川师范大学的

部分留学生，他们谈及对中国现代文学提不起兴趣的其中一个原

因就是课本难度较大。因此，针对留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还

应进行更为简单化的改写与处理。

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过于单一

受限于时代背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为“反映社

会现实和政治生活”。一来，在国外长大的留学生缺乏对中国社

会历史的深入了解，二来留学生受制于各自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

（这一期待视野往往与留学生本国的文化传统及社会生活环境有

关），因此，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常呈现出多元化的

特征。而反观留学生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其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则过于单一，这反而阻碍了留学生的发散思维，也限制了他们从

多角度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可能。

以《阿 Q 正传》为例，面向留学生的教材通常这样解读这篇

课文：“《阿 Q 正传》最大的思想价值在于高度概括了在几千年

封建文化压迫下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阿 Q 则是这种国民弱点的

集中体现者。”“鲁迅对阿 Q 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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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现出鲁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忧思。”《阿 Q 正传》曾入

选为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文。在通用的高中语文教辅《中学教材

全解》中，编者将《阿 Q 正传》的主旨理解为：“小说通过塑造

阿 Q 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

和它的严重危害性……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

精神枷锁。”可见，留学生教材中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高中教辅

类似，它没有跳出传统语文教学的窠臼。

然而，在真正的留学生眼中，他们看到的阿 Q 却是千姿百态

的。比如，一位在上海求学的日本学生就谈到：“如果韦庄是古

老中国的缩影，我绝对不想住的，今天的中国多好啊。阿 Q 的言

行很低俗，像无知的小孩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言行知分寸’

这是小时候大人会教你的。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因此可能会受

到排斥，因为他不知道跟别人怎样打交道，甚至像阿 Q 一样会欺

负弱者。”

再以闻一多的《死水》为例，在面向留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

教材中，对《死水》的阐释是这样的：“黑暗的现实使诗人感到

极度的悲哀和失望，他痛恨祸国殃民的反动军阀，又找不到出路，

因此写下了《死水》这首充满激愤之情的诗作，为祖国母亲发出

了心灵深处的痛哭。”而查阅目今中学语文老师的教案，对《死水》

的解读也是“死水象征了当时的黑暗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显然，

留学生教科书上的作品鉴赏是以中国教科书的阅读理解为蓝本的。

但是，对于部分留学生而言，他们对《死水》的理解并不止

于教科书上的传统答案。一位在四川师范大学求学的南非留学生

谈到：“我从这首诗中读出了一种寂寞的情绪。诗人孤独地批判

着社会，没有同伴的回应。”就《死水》本来的主题而言，“孤独”

的感觉并不十分明显。留学生受制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对中国现

代文学作品做出了超出标准答案范围的解读，这是一个应当引起

关注的现象。因为他们的多样化解读实际上是对教材编写的挑战。

既然文学作品本来就具有多角度阐释的空间（在留学生的视野里

更是如此），那么现代文学教材又为何一定要固守旧有的标准答案，

而不敞开多种阐释的可能呢？留学生现代文学教材里的“作品鉴

赏”“作品导读”“课后习题”等栏目是否可以做些开放性的调整呢？

三、语言交际能力训练不足

早在 20 年前，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

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但目前的许多汉语国际

教育现代文学课上，教师更多地是在引导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创

作主题、思想感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锻

炼。比如，在黑龙江大学有关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调查中，

老师上课的形式主要还是讲解作品主题和写作特色，而与提高口

语交际能力更为相关的“同学对课本内容进行发言、讨论”仅占

所有授课活动的 28%。

其次，对于中高阶段的留学生而言，提升语言交际能力还包

括通过现代文阅读掌握一些特殊词语、句式、修辞的使用方法。

在一些文章中，常常出现词类活用的例子。比如《再别康桥》中，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悄悄”本为形容词，但此处却作名词

使用，在这首诗歌里“悄悄”的意思是“这个难以名状的静寂”。

像这般词类活用在现代文中较为多见，留学生教材中可以对这些

词类活用进行专项注解，但目前几乎没有教材实施这个工作。

在现代文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句式，掌握它们同样有助于

提高汉语交际能力。比如对偶句。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写道：

“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

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作者特意用对偶的方式突出二诸葛与

三仙姑均是刘家峧奇特的人物，预告在他们身上将有独特的故事

发生。“对偶句”等特殊的汉语句式对现代汉语的结构起到很大

影响，但目今的许多教材都没有对现代文中的独特句式作出专门

讲解。

夸张、反语、双关是三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在现代文中也可

看到。郭沫若的诗歌《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用极尽夸张的手

法表达了诗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总是

没有时间”，总是忙着开会，但实际上他什么正经的事情也没有做。

《华威先生》显然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丁西林《三块钱国币》

的结尾，成众下了一盘和棋，表面上是成众的和棋，实际暗指吴

太太与杨长雄的争执到此结束。此处用的是双关的手法。然而，

阅览目今较有影响力的留学生现代文学教材，几乎没有教材对现

代文中的修辞手法作出详细的讲解。留学生没有很好的途径了解

修辞手法的运用，这就缺失了一个提高汉语交际能力的宝贵机会。

综上所述，目前的留学生现代文学教学过于注重对作品中心

思想的解读，从而忽略了对语言交际能力的锻炼。一来，留学生

在课堂上进行口语训练的时间太少，这要求中文教师想办法增加

口语锻炼的机会，二来，留学生现代文学教材编纂比较粗糙，对

一些与交际能力培养相关的问题展开得不够细致（大部分教材甚

至没有展开），这要求今后的教材编写者于此方面多费工夫。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对外汉语教学的需求量也日渐增大。

2004 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创办。截至 2019 年 12 月，

中国已在 162 个国家（地区）建立 550 所孔子学院和 1172 个中小

学孔子课堂。在这样的形势下，培养综合素质优良的国际中文教

师便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怎样在最大限度上发挥作用，更好地服务

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这是一个需要学者们不断探索的课题。本

文所提出的几点看法只是抛砖，以期更多发微探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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