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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近年来，高考试卷中对于文化现象的话题涉及颇多，从我们

学生来说却远远没有注意到关于文化的种种思想与时代性的要求。

一，文化与生命

比如2001年上海卷的作文题目：人类的文化遗产不仅有物质

的，还有精神的，即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述形

式，其中包括语言、故事、音乐、游戏、舞蹈、风俗及各种艺术表

现手段。近年来，我国的泰山、长城、苏州古典园林已被评为世界

文化遗产，京剧、昆曲、皮影戏也被列入。

题目要求以“文化遗产”为话题来写一篇文章。

面对这样广阔的视角，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这提醒我们要关注

自己身边的各种文化现象，必须重视历史、关注自然、了解宗教、

体验社会、感受哲理、认识科学、贴近经济，要全方面的对我们生

存的世界有一个整体而简约的把握，这样你才能更好认识自己、尊

重生命，形成一种切实的生存观、价值观、社会观，你笔下的文章

也才能更加深入、深刻。

词作家乔羽老先生在接受“艺术人生”访谈时，主持人朱军问

及他创作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中说的那“一条大河”究竟是条

什么样的河流。乔羽说： “那是每一个人身边流淌过的家乡的小

河。孩子们在水中玩闹，妇女们洗衣欢笑，波光闪闪的河水荡溢着

宁静、温馨。其实凡是有河的地方，就会有灵气，会有幸福的生

活。”

当代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也谈到过河流，他说：“哪怕在最贫

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

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他又用河

流来比喻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化像河流一样源远流长，最终

殊途同归。

其实所有的文化都是人类生存的见证，而语言文字的学习只是

起一种工具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轻松的穿越历史，去

感受尘封已久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文化精髓。

当余秋雨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希腊半岛的爱琴海文明出发，

瞻仰过埃及法老的金字塔，穿越风云多变的中东地区，进入阿富

汗，游历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终于踏上神秘的西藏时。他痛

惜并遗憾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们：雅典文明只剩下倒塌的大理石巨

柱，幼发拉底河孕育出的曾经辉煌的巴比伦文化消失了，在伊拉

克、阿富汗连唯一仅存的一些古迹都被破坏、炸毁了，印度文化传

统文化已经四分五裂。只有烈了西藏，他才感受到文化的原始动

力，才感受到雪峰下、圣洁湖畔的清凉世界，才感受到和平的壮美

与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荣耀。

后来，余秋雨先生应邀参加全国歌手大奖赛活动，作为文化艺

术知识题的特邀评委时，他才道出了心中长久以来深切的忧虑：现

代文化的发展是不能以传统文化的消亡为代价的。一个青年人连中

国的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这不是一声叹息

就可以结束的。他明确地说自己愿意做一个文化的普及者，要尽可

能得让更多的人去学习传统文化，成为—个道德纯净的人。他的许

多篇文章都深深道出了文化的苍凉，重在激励和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争取做真正的中国的文化人。

文化是一种心灵的修养，一种情趣，可以使我们的心境充满诗

意、安宁、永恒，使我们的人格趋向完美，使我们面目清新，心平
气和。

二．强化文化的最好方式是阅读

在某种程度上，人的进化是在阅读中完成的。阅读不需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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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为它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我们只有将每一次阅读

都演化为生命意义的追问与寻找，演化为一种关照和领悟。阅读可

以让我们告别浮躁，远离庸俗，抛却烦恼，开阔胸怀。通过阅读与

所有自己欣赏的人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培育自己“春风大雅能容

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胸襟与文品。

当我们手捧着每一条祖先留下的生命的长卷，静下心来，读进

去，那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留下的是生命的纯净，美得让你连呼吸

都会极其轻柔。

余秋雨说： “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

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

火种。”

人类一切的美丽都与文化有关，因为那是一种生存状态，那是

宽容的微笑，善良者无比和蔼的目光，悠思绵绵的情怀，气韵鸿达

的精神。我们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智慧去解读文化，并真正能够参与

到解决自己生命中的问题时，文化对我们才有真义，做文章才变成

了我们生命中的必然之事。

古语说：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好的文章是随时随地能够

养成读书习惯的最好见证，厚积而博发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善于

阅读精品，这不仅让你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让你在书卷的宁静

中成为一个自我完美的人，明是非、辨荣辱、知礼仪、懂生活、悟

生命、强骨气、呈性格、丰情趣、固理智、展个性、增豪气、就文

章、活幸福、为社会、达无悔。

三．在写作中吸纳文化的糟蠢
叶圣陶也说：“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

生活可以简单，但心灵不可以单一；生活可以贫困，但语言不

可以贫乏。

深厚的积淀要有，更要有流连忘返后“清醒”。与这种直觉的

灵性和神韵相对的是时代要求的“理性精神”。学习的最终目的是

要将一切学问与感知融会到生命的历程之中，去在今天的时代中思

考人生，奉献社会!我们的文章一定要直逼现实社会，要有深沉的

睿智和道义上的深度，能够深刻认识现实，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

真正做到通古论今，俯瞰世界!

文章中要充满一种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

思考和关怀。它蕴含着历代人的宇宙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人

格理想和终极关怀，同时也蕴含着他们为了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和

理想而不惜牺牲一切、执著追求的精神。人文精神的实质也就是

“真、善、美”。当任何一个人开始真正关怀起这样的人文精神

时，他就已经开始了生命的崇高的价值历程。只有从身边的事情人

情入理推广“真、善、美”的价值理念，你的文章才能像长江、大

河一样波浪滔天、一泻千里、气势逼人。

写文章是为了自己精神健康的成长，通过不断地写来审视自

己，校正自己精神的航向。所以要努力学会说真话、抒真情、做真

人，学习将你内心的任何一点生命的美好的颤动都能够用语言记录

下来，这样你就学会了不断地拓展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默罕默德说： “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的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

花。”

这说明精神世界的重要，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应该在一生

中竭力避免的错误——沉陷在物质的欲望之中。这对每一位生活在

现实中的学生更是一种启示，我们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太少

了。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抬头望望清澈如泉的蓝天，低头看看走过

的小路上那棵被你踩弯的小草，时常在孤独时想一想故乡的青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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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语文教学之根
谭宏宇

(河北唐山遵化职教中心，河北遵化064200)

[摘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文言文是打开中国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学习掌握好文言文知识，对于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弘扬民族精神，吸取古人卓越的智慧和博大的思想，陶冶情操，提升鉴赏审美能力，提高读写能力等方面都有好处。明确学习文言文的目

的，纠正文言文学习的误区，才能高效有趣的学习文言文。

[关键词]文言文继承文化提高修养品鉴能力 写作水平

现代语文教学中存在一个看似矛盾的教学领域：在说着白话

文，写着白话文的今天，文言文教学和考试还在继续。文言文生涩

难懂，又缺少实际应用的场合，为什么还要学习文言文?这也是一

个语文老师经常要为学生解答的问题。因为学习目的的不明确，文

言文学习就出现了怪圈：教师只向学生讲解翻译，学生只管记忆翻

译和背诵，没有互动，没有激情。究竟学习文言文有何意义?

一．学习文言文是继承文化、借鉴历史的必然途径

文言文是一种文化载体，它把我们国家博大精深的文化，经由

我们的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文言典籍里蕴藏着丰富的中国文

化，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元曲的婉转都已经成

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文言文可以说是通向古代世界的一把钥

匙，除科技之外，在哲学、政治、法律、宗教、历史、教育、文

学、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医学、数学、天文、历法、地学、

军事等各个领域，我们的祖先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文化

成就的保存，靠的就是文言文。掌握了它，就可以进入另一个融

合各种丰富知识的世界，大大开拓视野，提高素质。文学有《诗

经》，思想有《论语》《孟子》，军事有《孙子兵法》，医学有

《本草纲目》，地理有《梦溪笔谈》，种种类类，包罗万象，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数典忘祖是无知和愚昧的，也是危险和毁灭的。

现代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没有古人的文明就没有现代文明。

文言文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民

族精神的积淀和载体，是民族之根，它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和死去，

仍然鲜活在我们民族精神的血液里。

二、学习文言文是陶冶情操．提高修养的通道

优秀的文言文作品是一个民族心路历程的折射，是一个民族文

化和智慧的结晶，其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替代

的。尤其在当今喧嚣浮躁的人情世风下，在充满功利、粗俗、浅

薄和暴戾气息的今El中国，那些有着清明思想的文言作品无异于一

副绝好的清醒剂和镇静剂。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恭，李

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悲壮豪迈等等，这些超越古今时空的精神也正是通过文言文载体

代代相传，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至今依然激励和感染着我

们。这些文化精髓弘扬了民族精神方面，它是民族精神支柱，是我

们得以顺利发展的保障，必须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许多文言

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对仗、压韵、排比、对偶等丰富多彩的表达

方式，让本来枯燥无味的文字变得洋洋洒洒，读来琅琅上口、抑扬

顿挫，充满了音律美；文言世界中描绘的自然景物也能让人心旷神

怡，我们可以欣赏小石潭的清冷、幽静，可以留恋膝王阁的明丽、

旷远。可以感受芙蕖的脱俗、清新。

三，学习文言文是提升品鉴能力的机会

文言作品离我们时代较远，表意又很含蓄，讲究炼字琢句，用

典采韵，它的生活又不是我们所了解的，这就要求读者首先必须对

作家经历、作品内容、社会背景透彻把握，这无疑锻炼了我们的

整体阅读能力。再者要想真正理解作品，还必须凭借艺术敏感，调

动生活阅历、知识库存，驰骋想像，细致入微地理解作品，并补其

“空白”在原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当然是提升品鉴能力的

绝好机会。我们经过文言诗文作者的眼睛来看万象，通过文言诗文

作者的耳朵来听万籁，如此量化积累，不知不觉间情感变得雅致、

俊朗、跳脱、博大了许多。同时也形成了良好的语感，和优雅的谈

吐、雍容的精神气质。

四、学习文言文是学好现代文．提升写作水平的平台

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浮躁之风也影响了当今的语言文字，语言

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

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其实现代

汉语的语言系统是由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发展变化而来的。古今汉

语一脉相承，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是“干”．和“枝”的

关系。既有差异性，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

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

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

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富表

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
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丈鲁作品经过历史筛选，许多诗文堪

称精品，大多布局严谨，行文简洁，气韵生动，文采斐然。多读这

样的作品，确实会使人受益匪浅，对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十分

有利。至于在写作方法、艺术技巧和文风教育等方面，学习文言文

也可以收到多重效果。通过白话学习白话，根扎于“文”，语发为

“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法则。

用文言文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大门，古为今用，继承文化的精

华，发展当今和未来的文化，使文化代代传承，永久流传，在学习

中不断完善个人，解决人生疑惑，这也是新课标下人文主义的重要

体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文字。

水、乡亲父老。

要记住一句话： “宇宙有多大，我们的心就能飞多远。”不要

忘了生命的唯一与独特，更不要忘了人生命中拥有的智慧和自由飞

翔的双翼。

如果你不甘愿随波逐流，能够用智慧的眼光看到远方的理想殿

堂，那么就只有坚定的坚守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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