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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文言文教学，《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实验）》在“阅读与鉴赏”中提
出了两条要求：

         8．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
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
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
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
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

         9．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
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
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
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诵
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



          在实际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对第9

条落实得非常好，而对于第8条，却在有意无意
间加以忽略，忽略的原因在于它们对高考似乎
没有直接的关联。而笔者认为第8条是最不该忽
略的。

          关于第8条，从教学内容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概括为“思想文化，人情世故”八个
字。



一、文言教学不可忽略
思想文化与人情世故的教学

         “思想”，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
结果。

 思想，从道德品质方面来讲，可以指思想意识；从
系统的角度来讲，可以指某种思想体系，如我们通
常所说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

         《说文解字》根据字的构成对“思”与“
想”分别解释为：“思”者，上为“田”，下为“
心”，“心之田”；“想”者，上为“相”，下为
“心”，“心之相”。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
关于“思想”得出两点看法：一是思想影响对客观
事物的判断，即“心之田”，二是对客观事物不同
的人可以产生不同的思想，即“心之相”。



          思想是一系列的信息，输入人的大脑

后，经历一个包括采集、整理、汇总、分析、
判断等细节得出一个成型结论的复杂过程，形
成的一种可以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意识。

          按照信息论假说来讲，思想其实就是

一种信息。不同信息表现出不同思想。

          思想的形成必要是一定量的知识储量，

加以思考，便得思想。

         所谓一定量的知识储量，指的是：不

要单一拘泥于某一单一方面，最起码是对其他
的方面有所涉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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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一般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大致可以表述为：1.广泛的知识；2.

内心的精神和修养。

         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
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包括
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它是一种可见的显
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
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
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
技术、各种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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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
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
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
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
俗习惯等。

         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文化，一种是
精神文化。科技文化是生产文化，生活思想文化
是精神文化。任何文化都为生活所用，没有不为
生活所用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了一种生
活生存的理论和方式，理念和认识。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
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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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与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文言教学，我们可以将
之放在一个层次来学习，不必作过多过细的
区分。



         “人情”一般指人之常情，“世故”

一般指处世的经验。所谓人情世故是指为人处
世的方法、道理和经验。在文言教学中，与思
想文化相比，人情世故更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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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谨先生论人情世故

         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

的四个字——“人情世故”。讲到人情世故，
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
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
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我就看到这
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
了。



         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
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
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
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
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
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
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
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
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
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
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
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
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

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
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
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
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
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
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在文言教学中不能忽视思想文化与人

情世故的教学，是由如下因素决定的：

         1．是由语文的性质决定的。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将语文的性质确定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教学中只落实第九条的要求，

实际上是只重视了工具性，而忽略了它“是人
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性质。



         2．是由文章的特点决定的。

          语文主要由文章构成，而文章必然反
映一定的思想文化与人情世故。我们常说文如
其人，作者总会受到思想文化与人情世故的影
响，而这些影响也总会在他的作品中自觉或不
自觉地流露出来。也就是说，思想文化与人情
世故本身就是一篇文章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
指导学生阅读的目的一在于指导学生读懂文本
的基本含义，二在于指导学生读出新意。而我
们只有让学生理解文本中蕴含的思想文化与人
情世故，才能真正理解文本，也才能让学生更
有质量地读出新意。



         3．是由培养的目标决定的。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在前言中指出：“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
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
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
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
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
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从中学语文教学的角度提出了培养目标：一
是要促进学生的发展，二是要培养学生应该具
备的语文素养，三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大的学习
空间，四是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将思想文化与人情世故列为文言教学

的内容，可以同时满足这四方面的需要。因为
思想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文化是民族精神
之根，而人情世故是做人做事的智慧，了解思
想文化与人情世故，不仅是学生必备的语文素
养的一部分，能为学生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而且有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与弘扬和培育民族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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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思想文化对于提升人的综合素养十

分必要。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
想”，“思想成全人的伟大”，吴晓龙指出“思
想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这些都很中肯地阐明
了思想的作用。文化则对于人有教化的作用。杨
耕在《文化的作用是什么》一文中认为文化的教
化作用体现为“承载和传递文明”，体现为对人
的行为的规范，体现为凝聚社会力量。

        我们在文言教学中让学生理解其中蕴含的

思想文化，就是要发挥这种教化作用，从而丰富
他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促进他
们的全面发展。



         人情世故对人的发展，对人生是否幸
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人情世故是建立人
与人良好关系的基础。不少才华优异而又一无
所成的人，往往是由于不懂得人情世故；一些
抱怨怀才不遇的人，也是不懂得人情世故。不
懂人情世故，搞不好人际关系；不懂人情世故，
也缺乏做事的经验的借鉴。

         我们学习文言文，本有继承思想文化
的责职，因而理解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文化就是
学习文言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学习文言文，
本来就应学习古人为人处世的方法、道理和经
验，以提升我们的生活与生存的智慧。



         笔者最近完成了《智慧的作文教学》一书的写
作，在写作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学生的作文写到一定
程度，水平难以再提高，反复思考，发现学生在谋篇布
局、写作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做到形似较为容易，而所缺
者有二：

         一是对人情世故事的通透的理解，写记叙文，
写作的人物千人一面，写议论文分析论证缺乏个性与深
度；

         二是缺乏思想文化的积累与融会贯通，因而写
记叙文，立意缺乏“道人之所未道”“道人之所不能道
”的能力；写议论文，立意大众化，缺乏深度与角度。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应在教学中将思想文化与
人情世故作为重要的教学，因为学生的生活单调，对人
情世故难以有自己的直接感受，学识有限，对思想文化
难以深刻的见解，这就更多地依赖于在文本学习的过程
间接积累，在丰富的积累之后融会贯通。



 二、在文言教学中怎样进行

思想文化与人情世故的教学
         在文言教学中进行思想文化与人情世故的
教学包括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㈠教什么
         文言中的思想文化内容丰富，作为基础教
育阶段的教学应侧重教什么呢？

         大而言之，那就是要把握中国思想文化的
精髓，主要指导指导学生学习孔子的为人之道，老
子的处事之道，荀子的学习之道，大学的修身之道
等。小而言之，就是要指导学生理解作者的观点，
作者在文中所引用的观点，以及涉及国家或民族的
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
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
内容。

 关于人情世故，主要指导学习古人为人做事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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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孔子——为人之道

 　　做人要善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做人要本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

         做人要诚实，诚信乃做人之本也。做

人要自重，严以律己宽于待人。做人要知足，
知足者常乐也！此上就是为人之道，是人都要
努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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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老子——处事之道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
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

 　　“道者，万物之奥。”“万物恃之以生而不
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宽
容是处事第一法；

 　　寡欲是养心第壹法；

          勿言无益身心之语；勿为无益身心之事；

 　　勿进无益身心之人；

          勿入无益身心之境；

          勿展无益身心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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