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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课程中的外国文学问题 
张伟巍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政法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 

摘要：本文选取 6 个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从外国文学选文的数量、类型、空间、时间、主题等五个维度进行比较和分析，

以求明晰以下三个问题：外国文学是否应该纳入大学语文教学中；外国文学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定位及意义；外国文学选文在大学

语文选文中的比重、类型以及选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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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大学语文并不是一个独立且成熟的学

科，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完整的教学大纲和系统的学科体系，难

免带来一些问题和争议。从外国文学的角度看，争议主要聚焦在几

个方面：外国文学是否应该纳入大学语文教学中、外国文学在大学

语文教学中的定位及意义、外国文学选文在大学语文选文中的比

重、类型以及选择标准等。这些问题和争议引起了学界的持续关注

和思考，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因此，本文选取了近二十年来使

用范围较广、师生反响较好的 6 版《大学语文》教材，从外国文学

选文的数量、类型、空间、时间、主题等五个维度进行比较和分析，

尝试对争议问题进行解析。 

一、大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现状 

本文选取了徐中玉、温儒敏、陈洪、王步高、丁帆、张新颖等

6 位学者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对外国文学选本在教材中的分

布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窥见外国文学在大学语文中的尴尬地

位，存在如数量偏少、体裁集中、范围狭窄、主题单一等问题。从

选文数量看，除了张新颖版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选文占

比约 33%外，其余教材的外国文学选文数量均较低。如被各高校选

用最多的徐中玉版《大学语文》教材，共收录中外古今经典作品 71

篇，其中外国文学选文仅有 7 篇，占比约 10%。王步高版的《大学

语文》教材，甚至没有选入相关外国文学作品；从选文体裁看，虽

然外国文学选文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体裁，但占比例

最大的是散文。如徐中玉版《大学语文》教材，7 篇外国文学选文

中，散文 4 篇；陈洪版《大学语文》教材，4 篇外国文学选文全部

都是演说词。这些散文又以演讲词、科普小品文等应用性文体为主；

从选文空间看，几乎所有版本的外国文学选文都集中在欧美国家，

个别版本选文涉及到亚洲地区，但仅限于日本；从选文时间看，跨

度较小，仅温儒敏版本选取了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戏

剧，其余均是 19、20 世纪的西方近现代文学作品；从选文内容和

风格看，主题较为集中，多以彰显爱国主义精神、思考社会现实问

题以及对反思人类命运为主，风格上多为现实主义。虽一定程度上

彰显了外国文学“人文性”的特征，但没有体现其主题多元化、风

格多样化的文学景观。 

如果把这 6 个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形态分布

情况和人教版（旧版）高中语文教材做纵向对比，可以看出，大学

语文课程中外国文学选文除了在数量上比高中语文课程中外国文

学选文占比更低外，在选文体裁、范围、主题等方面和高中语文课

程中外国文学选文的问题相差无别，甚至连选文篇目也存在大量重

复。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恩格斯的《在马克

思墓前的讲话》等篇目，是高中语文教材与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选文。这并不是说高中学过的文本大学就不能学了，对文

本的感受和认知是会受到年龄、人生经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相比高中生，大学生会有更复杂和深广的认知，对同一文本的体验

也不同。但也正是基于此，大学语文的选本要比高中语文更为丰富

和多元。高中语文因为有考试机制的限制，存在某种先天不足。而

大学语文外部环境相对宽容，但却并没有超越高中语文成为一个独

立的存在，的确需要我们在此种现状上进行反思。 

二、大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困境归因 

（一）定位不明 

大学语文课程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属性不清晰、定位不

明确的情况，导致国内各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形式五花八门，有通识

必修课、通识选修课等形式，教学内容也各自为政、因人而异。 

在课程设置上，如师范类高校主要以通识必修课的形式开展，

综合类高校主要以通识选修课的形式开展，地方性的应用型本科院

校甚至没有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这种边缘态势下，《大学语文》

课程是否存在都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遑论对于外国文学部分

的定位和文本的选择；在教学内容上，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

高校根据实际需要选定教材。有的选择徐中玉、温儒敏等主编的相

对成熟的教材，也有的选择自己编写教材。自己编写教材往往以其

所好所长为准则，质量参差不齐。同时，基本上所有高校的大学语

文教师都由汉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文学、语言、文学理论等）的相

关教师兼职。专业教师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在授课过程中会更

倾向于将教学重点放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上。此外，还会衍生

出“文学课”和“高四语文”的现象。有些教师按照文学课的授课

方式，侧重于文学史、文学鉴赏。而有些教师会按照高中的授课方

式，注重语言和文本细读等基础知识。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外国文学

部分出现以上提到的种种问题。 

（二）重思想性轻艺术性 

长久以来，我们对外国文学的关注点侧重在“外国”，忽略了

“文学”。这造成了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往往是以思想性、社会性

为指导的，在选择外国文学文本时候，重点会选择现实主义文本。

教师在解读作品时，也习惯性的以分析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资本主

义的腐朽性为主。如果仅是从思想性和社会性角度解读，就会掩盖

外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艺术性和人文性，削弱作品本身的魅力，也

容易使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形成固定的思维定势，丧失其深

入学习和学术探究的热情。 

诚然，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审美视角看，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确存在着无法消弭的差异性。但就从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关系等基于人性基础的角度看，

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存在着互通性。我们对待外国文学，既要避免

盲目的崇拜，也要避免简单的民族主义倾向。要将外国文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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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性、艺术性和人文性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选择

最优文本。  

（三）重工具性轻人文性 

徐中玉版《大学语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

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不能离开人文性而存在；同样离开工具性，

人文性将无所依附。”[1]外国文学是大学语文课程的组成部分，自然

也承担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双重使命。但是纵观各版大学

语文教材中的选文，无一例外的向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倾斜。这种倾

斜主要体现在选文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没有考虑其系统性和审美

性。 

首先，从选文范围看，外国文学选文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没

有形成一段完整的文学发展史。比如本文所分析的范例教材均未涉

及西方文学发源的“两希文学”，众所周知，希腊神话、荷马史诗、

希腊戏剧、希伯来经书等西方古代文学给西方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众

多的原型和母题，体现了各自民族文化基本的价值观、人生态度，

承载着其先民对生活经验、对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解。如果不了解这

些作品的元典意义，就无法认识其民族精神和情感，自然不能真正

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背后的复杂内蕴。 

其次，从选文体裁和主题看，外国文学选文以大量体现爱国主

义或科学精神的演讲稿、科普文等应用性文体为主，缺乏有着丰富

人文性和艺术性的纯文学作品。诚然，应用性文学作品也是优秀的

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西方科技的发展进程，以其科技性的特点弥

补我国同类作品的不足。但由于其专业性、针对性较强，给教师的

教学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且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导致吸收度

不高，不能真正实现该类作品的应用意义。外国文学有着较长的时

间跨度和多样的艺术风格，除了现实主义文学外，还有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流派和思潮，就“人

文性”和“工具性”的契合度来看，外国文学选文应该要向学生呈

现多元化的世界文学景观。 

三、大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定位及选择 

（一）选不选 

学界对于大学语文教材中是否应该选入外国文学有一定的争

议，如何二元教授认为“现代语文教材中选有‘外国文学’的章节

是约定俗成的事情，大学语文教材也是如此。”[2]张富贵教授也认为

“大学语文以系统性、独立性的设置跨越了文学与语言的界限，也

跨越了中国与外国的界限。大学语文不只包含中国语文的内容，也

应该包含人类文化的内容。” [3]也有教材没有选入外国文学作品，例

如王步高的《大学语文》教材，对此他在序言中进行了解释，他是

基于语言和体例的角度来筛选文本[4]，并非否认外国文学是大学语

文课程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 

大学语文教材选入外国文学作品，是基于其自身的特质。首先，

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要想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学

的独异性，需要熟悉西方文学传统及其发展脉络与规律，在西方文

学中陶养自己，这样才能建构世界文学的视野。只有在建构了世界

文学视野之后，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下理解、把握中国文学，反

观本民族文学，更好的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语言的角度看，外

国文学实质上属于“翻译文学”，本文选取的范例教材中，温儒敏

版的《高等语文》叫“西文中译”，陈洪版《大学语文》叫“西文

汉译”，都是从翻译文学角度来定位外国文学。而“翻译的过程，

其实就是使外国作品本土化的过程。” [5]所以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

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在大学语文课程中选入外国文学，是实现

思想多元化、语言丰富化的必要途径。 

（二）怎么选 

第一是经典性。外国文学作品浩瀚如海，不管是从教材篇幅还

是从作品价值看，都应该选择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经典文本。由于

网络化的深入发展，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是以图像、

视频等为主的视觉文化。他们习惯阅读零碎的文本段落，而没有耐

心去系统的完整的阅读大部头的经典作品。这种信息化、网络化的

环境造成了学生对经典阅读的隔膜和疏离，他们还处在人生观、价

值观的形成期和确立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弱，缺乏对社会

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

就是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学习，拉近学生和经典之间的距离，引导并

提高其审美认知和思辨能力。 

第二是体系性。在选择外国文学作品时，首先是要给学生建立

起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史体系，以古希腊到当代的历史为基本线索，

辅以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而不是只把关注点聚焦在近一两百年内

的文学上，这样才能认识不同时代的精神和文化风貌。其次在空间

上要囊括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文学，每个民族的

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只有了解不同民族文学各自的特色以

及彼此间的动态关系，才能提升学生跨学科、跨文化的国际视野和

文化修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最后也要兼顾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流

派。比如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 20 世纪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彼时代人的感伤情绪和厌世情绪，因此不被编者所

青睐。但是这些情感也是人类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消极的情

感就会给学生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应该在教师的合理指导下，让

学生能够正确认识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进而能形成对人类命运的

终极关怀意识。只有做到时间、空间和主题的有机统一，在有限的

篇幅内展示较为全面的外国文学发展样貌和演进规律，才能形成公

正、客观的审美情操与文学品格。 

语文课从小学到大学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从工具性向人文性侧

重的过程。良好的人文品格，是保证各类人才发挥良性作用的基石。

而语文对于学生人文品格的形成，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无可非议。以

培养学生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基点，回看外国文学在

大学语文中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问题。系统

化、多元化的外国文学选文，是丰富学生见闻，扩展视界的良好途

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比化学习，能够深化学生对我国自有

文化的理解，是完善、丰富其人文品格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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