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的教育功能及其教學要點
一一朗誦與背誦

蘇文擺
香港中文大學中間文化研究所榮譽學人

，我將分云點談談文學教育;第一，對中函、中豆豆譯文、文學分教的接

討;第三，如何讓新建立翼文學之價館觀;第三芋，學習中文罷以朗議脅論搗基點。

…、現行中四、中注i餾文、文學分教之檢討

自從一九2B年起，中四、中豆豆以語文為必{侈，文學為選{慎，中文教學一分為

二，一聶譚偉了十五、六年，也算是歷至超過溜了!想起法國一位詩人繳內一句話:

f當人額散了金錯特質較蓋章時，嘉定沒看女學講鵲箏。 J 我明白當時設訐譚一黨課程，

以厲香港要趕上觀際鵲欒雄市，學科重臨多于毛化，某蹉學較，接本不想教中女，於是

記中文的負荷，喊到最輕。在必華、選童基鞘會考制度之下，加上舊文學課程之繁重，

學校難閉，老師難歉，學生難學，文學自書長詞總萎縮。在八十年代上學期，考試局科

目委員會中， r中閑文學」曾備受衝擊，憑著嘴峙中文大學伊代表堅持入勝試要考文

學，才因陋就簡地保留下來。或者有人認為總一保留，增加了某扭學校課師上的負

荷。這值聞單，站在數經參與其事的的角度，我認為「語文」一詞可以有隔離概在:

語體文和文言笠翁毅，屬寫語文，台灣誼會?鸝語文J 一詣。把語言知議和文學知議

合敦，亦可鷺離譜女，中大中女系一衛星i辛酸中聽聽話女學系。依蛇，把中舉至三年、頭

科立年研讀的一律亞等散語文，本來於義無碟，愣輯在攜著強生分}JIJ三三後，通便講女教

學陷於偏桔黨搏。教者與學者對文學價值，漸總模糊，以為一教語文， 1艷強調工具

論，個l重於語法修辭，閱讀聽寫，竟有人持強到課文不必理會其思想性、油總性，講

校時不必去知人論世。我不知道語文教師去是否都如此看法，然而多年來我撿爛不少

、津、補學設的擊性教鯽，確然聽到不少上講議論。於是，我曾把教署〈韶文課罷

教學臣標}和〈文舉諜瞬教學目標〉比較來看。議期份「目標J 都說，要理解婆婆分析。

「語文j 第一諧設和第二踏能都強藹 f鑄立思考J 0 搗「文學j 鸚只強調 F敢言重能力J 0 

立在且提豆豆IJ r中國文化，彈道:告說樁，美化人格J '如此比較，似乎文學不品 f擋車思考」

問語文章定不講「歇賞能力J 0 尤會人不安者，假如中器、中玉不穆女學，

文化、性情、人格完全失落了嗎?這些，正好解答土文所提為甚麼要堅持保留艾略的

陳因。為的是使學生知道史有中間文化、性情、人格滋間箏，因為語文對道主巨變牢不提

嘛。幸前這是多年舊帳了!今年所實施九三年會導之譜女議程，分南方面:其第一點

即轉課程研標出第一階段和第二三階段。而第二點講一七恩懇、品德、中國文化、

任的點，這真正是十七年絮語文教學的大突破，和大韓、台灣基講上車持一致，和文

巒諜指擦謹差了一{器「燙的敢當J 0 看來下一步可以說一聽語文，把現行文舉教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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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一齊納入 0 多年來，筆者常說，二者「合之則兩羹，離之則兩傷」。現在似乎朝

著合的路子走，至於整體中文教學如何重整，不在此文話題之內。

二、重新建立艾學之價值觀

所謂重新建立文學之價值觀，其實是重建中文教育之價值觀。從事教學者，必先

把多年來誤導的區分重新結合起來，中文教學是整體不可分割的。由丈字、聲音、訓

話、語法、修辭為初步，所謂字句篇章的技巧問題，是為知性教學。文中喜、怒、

哀、樂、愛、惡之情感傳遞是為感性教學，再進而文中之思想與道德，是為理性教

學。三者視乎範丈有輕重多少之分，其活用在乎講授方法，實亦關乎教者之學養。

其次，從傳統文化作一宏觀:我國文化是多元的，而文學出現得很早，保留得比

較多。一部文學史，可以探原於甲骨文，可以探原於〈堯典> (舜典> '甚至探原於

黃帝時〈斷竹續竹〉之歌。自〈詩> (書> (易> (禮> (春秋〉成立，中國文學有了典

範，所以〈文心雕龍〉論美文，一開篇就要徵墨、宗經，一如西方文學史一開篇就是

聖經新舊約。此後韻丈、耕文、散文，以至古代俗文學，現代新文學，無論物質文

化，或精神文化，無不依賴各種各式的文學作品而流傳。我們作為中文教師，有責任

向所有中國青年提供這一觀念，乃至淺近常識，不管他將來所執何業，所住何方，只

要夏知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中國文學對他終有受益之處。

第三，從社會功用來說:用進廢退，自然定律，常常聽說:文學無實用，一如上

文徵內所說。其實亦不盡然，用與不用，客觀上視乎你的職業，主觀上在乎你自己有

沒有儲存，和肯不肯去用。多年來，故府還在開班教公務員學應用丈，應用文也是文

學。港大陳耀南博士任教，他告訴我教他們學寫對聯、學寫小啟、學習平仄，現在新

華社社長周南先生，經常於談判席上公開場所引用唐、宋詩，都發人會心。記得英國

駐北京大使伊文思離任回英，路過香港，港華人代表把王勃「海內存知己，天置若比

鄰」的「內」字更換為「外」字，書聯贈送，詞意真切。中英談判進行中，某報社論

引用狄更斯〈雙城記﹒序〉中:

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蠹的年代;這

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

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人們面前有很多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真是一針見血地寫出當時港人心聲。乃至六四事件， (丈涯報) r痛心疾首」四個字，

不要以為是普通成語，正出於〈左傳﹒昌相絕秦> '一篇最佳的外交文學。由上述簡

淺的說明，文學與我們生活同在，用不用在乎你自己，如果一定要即學即用才是有

用，那末，三角幾何，普通中學生，有多少人用得著呢?

第四，落實於中文教學而論，語文工具論者側重詞語、旬法之分析，這種知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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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之事長點;但也不要忽略，譚偉練閱韓、聽鳴之目的，將為發轉文學之情、志、寧、

巍、景、理而殼。因而古代漢語，蹺代語怯，除了鶴立研究外，在中舉、大學，都聽

該為文學愚藹，這方頭知得意多愈正確，其車受於文學之的嘉畫意練。其文是學外形與內

蘊之經驗續繁愈多，其寫作技巧品然覺加純艷。何況讀文學不一定為了寫作。

十年代盤樂的中文系校友告訴我，畢業後，沒有用議中文，但他深以讀了四年中文為

(他當年「梅糟詩」一科成績最能) ，可知文學教臂之功摺乃在乎麓，心替身，持人

還事醋，相倍數f且這位問學情形的不在少數，文學對教臂的真正興用在此，文學期

以應誨，盔、館科目的理緝毒立在JH: o 至此不能不感慨地引遠離破侖…句名言，飽說:

我愛科鐘，自為科學是人鶴精神勢朧的歷舟。但我實愛文學，文學是人類構

辦的本體，是黨瑰的教宵。(冕縛東華譯〈韓德士舉觀論〉搶白最〈文學與

科舉} ) 

可諧音舊意擇。如果把文學譯音作奢侈品，學校不閉，老辭不教，是與生不務，在蓋世英

雄頭來，似乎是主要央靈魂了!

上麓的文學價值觀，組果每一位老館都能深思、總行，到可招信教躇艾謀和教文學

課沒有甚歷分111J 0 知、情、理教會，一以貫之。我在教宵是學院講蠶豆三年，經常對昂種

提出，作為教育工作者，品覺有自信宿後能自，自館臨立而饒有1:)自樂。有以自樂

期後能與人分享。教中文只在語言文字上做功夫，恐↑自始終樁樁不λ 。

三、中女教學之揖鞠興背誦

歡喜整法在此不打算詳說了!在文學史上有幾旬格言;棋域採說. r文按法立J

朱熹論荐自詩?無法而有法，乃接替於法壤之中。 J 蘇東坡說: r我幫釀造本無法。」

這幾句話，對教學的人大有啟發。教者品格之成說，往情之修聾，本黨之功夫癒高者

則其所用之法愈多而感禱。囡為國對學生程度有弓之間，講授環境有不間，教幸才姓質有

不悶。筆者教了l2Y十多年霄，由小學問中學前大學罰研究院，警告i今不敢說有甚麼定

法。從大力軍來說:有持用「注入或J '有縛用「啟發式J '有時用「自種輔導式J 0 

範丈講解方面:有時用「申講J '有時用「重點發揮J '有時揖「擺闊法J ·有詩用

「標題討論按J ' r簾盤比額怯J 0 字詞講解方面:用「聽器1I法J • r意書I!按J • í綜

合法J • r連續法J ;詞語講解方面:主婆交代其概念、寧韓、語源及連周恩方面。

讓學細節，在歷年家教育舉院「中文教學法J 辭中有詳細舉囂，此溺黨法躍列了!

在一九八七年香港中女大學教商學院二十週年耙念的〈教舉集〉中，我發裹了一

篇〈古典文學務護與或投教挂〉。這和赫爾巴每五段法同名鬧大異，以知解、擒獲為

之麟.1:)欣賞為之籬，以許論寫作荒之餐。嚴格說來，文學學習，一定要擺闊寫作才

有結果，當第課程結構，很難作此整體婆豆賞。翱前知解是有的，欣賞、評論，是有

的。割讓也是教育饗文學謙程所提倡的。恆可以進一步要求朗誦和背議。文學作品，

是聲韻懿籬，自歸易說: r盤人發葉先乎槽，莫切乎聾，呆會聲λ而不廳，常受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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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J 織以在講解課文藹先朗誦一稽訣。長麓的言語議請要都分，手

的聲情潛入對]性上的勾i豆、章節和續發，導彈j講解完畢，璟境許可的話，師生長算是誦，

。由音恩、語惑、情感古拉激起問學對文學立興艦。

j麓…步要求學生「立體的懂J (關內老學人間振甫對背誦的用語)乃在培鑫背誦

習慣。不知從那年代開始，背誦在本梅小嘉興、中學全被禁止(禁Jl::樹立字不知是否拾

當) ，現在不知有沒有通融。 '是五四聽代配合打個i經攝古文孺來的。

當游lli臨反艷背書的學人，使本人早就背了很多了，@]頭東議獎人 rIJ、和尚唸經J r~晝

，進撞一時露激之論，台灣、大體很早已改變過來。吉典文學家主張背誦不忌

，礎薄的新女學家向誓師井。文革前， (羊按日報〉新文學作家樂牧就發表過{是

背誦纜裕的持候τ〉一文。名小說家向先舅在〈論小說藝術〉一文中，強調小說、散

、詞都應該唸，他自述在獎閥教中文，要外國學生背中關時，默中間字。他們

熙、默卿、寓。曾任台大外空系三刮去願兌版一九八四年在〈聯合報〉宮發若是過…篇〈談背誦) , 

驚備較老一輩學者書熱現駒，認為背誦大有益處。可見背換不是老師宿儒才大力提

，此潛在芸芸教學法中，我說j有興趣和各位講述與背論有騁的看法。

第一，從中置教曹史麓，可競賽教育以來，設有背誦， {賠禮}犬可樂掌軍史均之

(即大樂)以樂語教興氏，興、道、疆、讀、譜、當六窩頭盤中，倍(背)文臼

諷，辭之叫聲為誦。背誦掰鵲問時品現了!一直至IJ五四以前，沒有λ說學習中文可以

不背的。三千多年來， 由背誦根基打好而成為大學者，史不絕書，其功能在張

;芯公〈傳統語文教宵初探〉鄰之三室主輔四節有許確的觀搏。可見背書有其長期監史說驗。

第二，從生理上說，發感和語感，是從聽覺來刺激腦神經反應，嬰兒不識芋，

樣有強烈的音惡語惑。厲以佛教也以聲庸乘為上，還是人額生理本能，密果

學法之研究〉第三章(籬其保譯)指出:

他又說:

人額神經竟能對學特產生感應菇，態聽結盟成立後，聽習次數會、多，

強。以後潘多1]1可樣那j擻，亦生同樣感應。

學生成績，全在能保存所學習分蠶之多寡 c 思想之發展，

少為標響。

這兩段話，正好閑來說明背誦之過程與功能。所謂「由誦而λ ，以熱為轉J 0 文所謂

「故書不厭宙間擒，熟讀深思于自知J 0 都是鞏個感應結最直接的方法。所以書背得

愈多愈、熟其記僧獻必愈大，而思想必愈富麗捕。

第三:攏，心理上詣，不少人以為十個兜黨九餾怕背書，他們沒有興擻，強迫徒生

反惠。濤是{說是研非姑息、兒童的設法，我們聽得太多了!兒童學習都一科是有興麓的

男?難這計代數、三角、裝偉、讓賽女說喜歡看興趣了聽?近代教育理論，普通室主興

趣二字用連誤，賽知興趣是一種價緒反黨，問本是一種理性思拿走，別說興鸝可以置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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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理境而轉換，而且不一定與生俱來， {中庸〉早就提出「或生而知之，或安而行之。」

這是真真正正天生興趣。這是一。其二「或學而知之，或利而行之。」這是璟境感染

下而產生興趣。其三「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是在種種壓力下憤，排啟發而發

生興趣。以背書來說，同一道理，不能說所有兒童青年都怕背書，有背書習慣的人，

大多數經過客觀感染，或者壓力而養成的。正如孔子所說， ["""及其成功一也。」一旦

背誦成功，思路發展，無論說話或寫文章都能衝口而出，提筆即來，對自己有快感，

對人有優越感。

第四:再從教學功能上說，背誦有儲存價值，有加強理解之功。一篇作品，由點

的認識而線而面，即是逐字逐句，還段以至全篇，這是理解程序。但還是一個平面。

大陸現在流行「立體的懂J .意思是某些好文章，不能一下子完全理解，於是先把全

文背了，儲存起來，然後倒流式去玩味其字句篇章，熟誦之後，其理解深度，比例提

高。老實說，要深造自得，理解一篇千古傳誦的好文章，豈是堂上一兩節的事，背誦

儲存，正是供給我們再理解，無限的理解。有人強調「理解記憶」、「聯想記憶」

不知理解記憶，可以強記於一時，而聯想記憶、如果沒有背誦儲存，又有甚麼可以聯得

起來呢?這襄只是強調儲存功能，並不是說盲目去誦讀，五段教法中第一程序原是知

解啊!

香港學生，疏離背書二、三十年了，改變過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提議教語

丈及丈學的老師，不妨選擇班中讀性較佳的學生組成背誦小組，或獨誦，或集誦，經

常向全班示範。給些獎勵，看看感染力怎樣?教育署應經常舉辦朗誦培訓，用朗誦來

帶動背書風氣，讓背書來投入文學的內蘊 o

以上所提各點，看來似不中時聽，也許對文學教育者也沒有甚麼貢獻。然而自信

從事中文教育四十年，是中國文化的篤信力行者，這份「正道直辭J '或者不無參考

價值。

(上接16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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