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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的内涵追求与人的涵养关系小议 
◆付金龙 

（大庆广播电视大学  黑龙江省大庆市  163311） 

 
摘要：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久远，

其内涵博大精深。不仅汉语言文学的深刻内涵影响着中华民族儿女做人

的涵养，其发音、词汇及语法等方面都对人的涵养产生着非常深刻的影

响。语言文学的内涵追求真、善、美，可熏陶人的素养，提升人的辨别

能力，引导人的意识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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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字都有着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

史渊源。所体现出的独有特点都是对其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真
实写照。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
寄予了汉语言文学极为深刻的内涵，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
帜的诗词文学形式，其意境之唯美、韵律之优美堪称世界文学史
上的奇迹。而汉语言文学在不断形成其内在特点的同时，也深刻
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和人的涵养。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以汉
语言文学为核心的文学形式无不表达着作者对生命及社会的感
悟和体会，也以感人至深的方式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内在的灵
魂，以其深刻的内涵不断影响着中华文明传承者的内在涵养。 

2 汉语言文学的内涵追求 
2.1 对真的追求 
一是现实的真。汉语言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无不追求其作品与

生活现实的亲密距离，虽然有些作者的作品为了文学意境的追求
而略高于生活实际，但其创作的基础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可以说，
实际生活是汉语言文学作品创作的取材基础，也是对其创作者心
目中真实生活场景的一种文学性的展示。例如，《红楼梦》中有
关于人物生活场景及生活中事情的描写，无不深刻地反映当时社
会人们生活的现状，可以说完全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和写
照，其真实性令人叹为观止。二是对本质的真实追求。文学作品
之中对作品人物心理描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所有优秀的汉语
言文学作品中的文学人物，其心理表现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也是对当时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深刻体现。在人物心理描写时，创
作者无不对真实的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借于作品人物的心
理描写将自己的内心情感寄予作品人物中。 

2.2 对善的追求 
对善的追求是汉语言文学作品的另一主要特点，而这一特点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文学都视之为根本。汉语言文学对善的追求
和体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夙愿。所谓“人之初性本善”，
中华民族对人性善良的一面定义为基本的天性，崇善抑恶一个社
会正常的价值取向。作为极力追求真实的汉语言文学，其对善的
追求更是孜孜不倦。任何一部汉语言文学作品都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赞颂人性的善良，贬斥人性的丑陋。 

3 汉语言文学对人的涵养的重要影响 
3.1 对人涵养的加强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感悟使人

涵养的塑造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文学作品中，对真、善和
美的追求会不由自主地影响文学作品的阅读者。而对文学作品中
深刻的内涵加以体会的人，势必会深深地受文学作品的熏陶。从
心理学角度而言，人天生具备一种模仿的能力，也就是说人长期
与什么为伍，那么这个人就势必会与其长期为伍的人和事相类
似。也就是生物学上所提出的人会受到其所在环境的影响。由于
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独特性质，长期与文学作品为伍的人，其内在
涵养方面势必会受到影响，其行为和思维模式必然会有着其所热
爱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影子。 

3.2 对人涵养的纠正 
每个人的涵养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既有优质的一面，同时，

也有劣质的一面，任何人都是如此。由于汉语言文学作品崇善抑
恶的特点，其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会对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加以
批判和贬斥，也会相对的去歌颂和赞扬与之相对的人性善良的一

面。同样也是由于人的模仿行为，必然会对文学作品中所批判和
贬斥的行为深恶痛绝，一旦这些行为之中自己在涵养方面也有涉
及的话，会不由自主地去改正自己的行为，纠正其涵养中劣质的
方面。由于文学作品在纠正人的涵养缺陷方面通常是以感化的方
式而进行，所以，人在纠正自身涵养缺陷方面会发自内心，产生
一种由内而外的改变，而不是仅在表面上有所克制和改正。例如，
很多人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后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沉思和反
省的状态，去仔细地品味和体会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
去品评其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人的一个
反省的过程，是认真审视自己内在涵养的过程，而由此而产生的
变化更加可靠。 

4 人的涵养在汉语言文学中的具体表现 
一是汉语言文学在人的涵养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例

如，中华民族的人们经常用“鱼”这个字来意指“余”，在逢年
过节及其他一些喜庆的日子都会这样做，寄予着劳有所得的吉祥
寓意。类似这样的字和词还有很多，这些都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
中华民族儿女的心中，也影响着其行为和涵养表现。二是汉语言
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特征方面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开放
性的文化，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吸取了太多的不同文化中的精
髓。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匈奴、鲜卑、羯、
羌、氐文化的吸收，两宋时期对契丹、金文化的吸收，唐宋时期
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及近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吸收
等，而文化兼容并包含在汉语言之中有着很多的体现，如“因果、
涅槃”，这些都是佛教的词语，现在也被非常广泛应用于汉语言
中。 

5 结论 
汉语言文学堪称是世界文学之典范，其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之

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并且在漫长的发展历程
中，汉语言文学不仅受到其创造者所有中华民族的人共同的塑造
和影响，同时也深深影响着汉语言文学领域范围内的人。并且以
其独有的特质来深刻影响着与之相关的人的涵养和思想意识，作
为汉语言文学者而言，应当更加认可汉语言文学对中华民族内在
精神的独特作用，积极地利用汉语言文学来影响和塑造人的优秀
涵养，将文学与涵养进行科学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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