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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月的天气温润而暖柔。
　　旗山脚下花草葱郁，溪源江边桃红柳绿。
　　在这样一个莺歌燕舞、花开茂盛、生机勃勃的季节，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优美的校园里到处都
显得那么诗情画意：山水学村的旖旎风光，百年传承的书香氛围，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现代特色的
教学楼群——这一切怎么不令人赞叹神往？
　　正是在这里，我们几位有志于教育事业的教师思考着大学教育的人文传统与现代传承。
钱学森曾经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温家宝总理也曾询问教育专家：“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著名科学家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密切关注，实在令我们在大学教书的教师感到压力和责任。
是的，今天的大学有诸多问题，但是培养人才的核心任务在任何时候都应是当务之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熟知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德、智、体”（后来增加美、劳）等全面发展的人
才；进入八九十年代，培养目标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型人才。
　　教育家梅贻琦1931年12月3日到清华大学任校长当天，在全校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时说：“大学之
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
”大学教育之所以是大学，就应该是有大师的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场所。
从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的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中包含着人文素养，而人文素养
也正是今天大学教育中亟待加强的一个领域。
　　本着“人文化成”的目的，为了有助于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能够通过欣赏我们祖国优秀的
文学作品获得人文艺术熏陶与感悟，我们几位同仁商讨要编写一本能够体现当代文学鉴赏最新成就的
书。
几经谋划研讨，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文学欣赏与创作》的编著。
开卷有益，相信能够为读者的文学欣赏与写作带来一定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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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弘扬传统文化角度看，戏剧容纳的文化因素也许比其他文体形式更多。
但是，在传媒高度发达与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影视文学与艺术完全可以包容戏剧，这不仅是指戏剧
可以借助新媒介获得传播，而且影视文学艺术本身也完全可以容纳戏剧文学与艺术。
     本书选择了散文、小说、诗歌与影视作为当代大学生文学欣赏的核心内容。
读者通过本书有关作品的欣赏，能够提高文学修养，获得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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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易经》云：“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贲卦·彖辞》）作为人文成果之一的文学，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语言艺术，它在
“人文化成”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的儒家把《诗经》当做教育弟子的经典，后世的科举还曾经把诗、赋、散文等列为封建士子学习
与考试的内容，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琵琶记》“富贵家必不可少”，近代梁启超甚至提出了“欲新一
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等观点。
　　那么，什么是文学呢？
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看，文学曾经从属于史学与经学，所谓文史哲一家也道出了文学的渊源与从属地位
。
从类别上看，文学是与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学科并列的一种艺术，它属于人文学科。
章炳麟曾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西方学者韦勒克也有类似观点：“文学研究不仅与文明史的研究密切
相关，而且实在和它就是一回事。
在他们看来，只要研究的内容是印刷或手抄的材料，是大部分历史主要依据的材料，那么，这种研究
就是文学研究。
”（《文学理论》）似乎文学就是人文，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傅道彬、于第在《文学是什么》一书中谈到文学概念时的语言描述就十分耐人寻味，指出“文学作为
人类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正是用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从这一意义来讲，文学不是别的
，文学正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见引论，第4页）。
把文学提高到一种生存方式的高度正是看出了文学作用于人的情感需要这一特殊功能。
那种把文学看做是一种打发无聊时间的消遣或作为附庸风雅的装饰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
在这个物质世界已经变得发达的时代，文学必定会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与现实物质世界生
活相和谐的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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