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習文學，

為甚麼要實文學史

為甚麼不一定要語文學史

鄧仕樑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香港中學課程在中四中五有「中國文學J一科，其中部分教學內容是中國文學史。大

學預科課程有高級程度「中國文學」科，設三考卷，其中一卷為「文學史J '可見文學史在

教學內容上佔的分量不少。三十多年來，在香港修習中國文學的中學生，都接受了除文

學必須讀文學史這個觀念。另一方面，不少教者和學者，卻視文學史為畏途，因為其中

內容可以無窮無盡，而且學者不一定能夠理解某些內容跟接觸過的作家和作品有甚麼關

係。日前發表的高級程度「中國文學」科新課程，刪去了文學史考卷，更引發了是否應該

取消文學史教學的爭議。

這里我們不妨先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在中學和預科開設的學科眾多，可是為甚麼唸

文學要讀文學史，唸數學、物理卻不必讀數學史、物理史呢?即使在大學，絕大部分專

科都沒有開設相關學科的歷史。試翻檢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的「科目總表J '總表列出了

本科約六十科，其中沒有物理學史一門。這樣看來，是否除中文的人特別重視歷史，歷

史感強，因此需要從中學開始把文學史視為重要的課程內容呢?至於在大學的中文系，

文學史通常是必修科，有些大學四年里都設置文學史，每年讀一個時期。更有人提出這

樣的觀察:大學中文系的大部分學科，都可以說屬於文學史範圍，因為講的都是某個時

期，某種文類的特色和流變。

對於這個問題，我以為主要的探究方向，是從理念層面去思考，澄清為甚麼要讀文

學史，不讀文學史對研習文學有甚麼損失 3 未來可以採取甚麼方案。

在理念上說，我們首先要間，除文學，到底是為了提高文學修養，還是為了增加對

文學的認識，了解文學的流變?籠統地說，一屬於感性，一屬於知性。當然，有關文學

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提高修養，然而知識與修養在本質上是兩回事。能夠把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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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傑、文章由友、大)曾于才子的名字如數家穆吟出來，面對一當唐詩卻一無所感 p 明F裘

能算對唐代詩歌有甚麼穆養呢?讀誨的意義，在於擴展我們的想象空餌，深化我梢的生

活鐘驗?提直覺的感受對斐，進而養成鑒摺能力，聖賢悟美在判處。使解讀到體驗、黨析

的禮程 9 正是提高審美能力，加強獨立思考，開發創意空間的訓練。讀文學、教文學的

方向，不外是視文學洛文學，即把文學告身作為研習的主轍，問攏過文學培養的素質，

;在WJ按人的整體揖升，這就是文學教育的終極目標。有學者認為文學教育是人文教育的

暴嘴，有關文學的討論和批評，可以提高分研和表達能力，誼醫所有人包括科學家和待

政管理人員都是檻其重要的。雖然這些能力不一定要攏過文學培養，但養成華古文學有所

感情、愛之樂之的襟，攘，至少社會仁可以少一些暴庚，多幾分優雅，那麼文學就不覓得

是孔子所說行有餘力 1甜援學之的東西了。反過來說，只能記譜一大堆有幫文學的常識、

地人的評價等等今卻沒在車接接麟文學本身，不能;省所感醬，其實並不能算時過文學。

另一一方詣，我們可以把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去看。任何學科都有它的發展權釋。從事

某→左手科的研究，不睛不了解其流變。就拿物主學學來說，使古典力學發提封量子力學?

從字稱守恆到宇稱不守髓定律，、涉及不少觀念上的問題要證清。在較高層拔的研習=

J意學術典範的演變?自;是理所當然的。站在哥說物理系沒有物理舉史一科多 ffl物現學家對

攝一門學科的發展 3 耳語該是瞭如指掌的。連說明了為甚麼白銀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論

文，大都不能缺少「文離回顧J 的路分。中文大舉的中醫學課程?有可中醫通史j一向科

日，固不難見其理據，但即使學習誼聽多在研究階段，輩子西方醫學的發展歷程，息，伯世

不能無痴如。時l成觀之 3 無論對研智的對象本身胡文學，對研習的範輯學科如物理學，

了解其發展流變，鑼鼓是學習內容的重要部分。

我們能上霞分析得至目的敏示是?物理系沒有設物理學史一科 3 但這不是說物理學家

不盛了解和不了解物理學的演變。豆豆法文學，在中學高年級和大學階踐，要求唸中語文

學的學生研習文學史，用意非常晚白。誰賄，樹若再建一步思考，我們不難發琨 p 耍了

解文學的發展規律和流欒，本來不…定要讓文學史。事實上，直接用 f文學史」為名最先

吾吾t設的享年作?其出現大概在…百年詣，兩段最萃的文學史，可能是日本人編薯的。不過

我鶴不能說 3 二十世紀以前中麗的文入學者多都有三知護文學的路變。差事俱來說‘對於唐

詩的傳承問聽多臀如經躍南朝百餘年雙格律如何逐漸:ít立，技巧如何日接輯工多以至影

響怎樣及於後世，迄明清而不衰，治唐詩者緝察其組變之i辜會自當串成一套詩歌發展的

看法 3 不覓得必讓依靠名為 7文學史J的著作。皮之搗若只知道熟讀…部文學史，記住 F

其中內容就以為掌擺了文學的發展和流變多 239;在不是理想的學習過程。學文貴乎自得，

大諱:分問題不應該有…定的答案，如果相信文學史提供的就是標意義答案，不兔流於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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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對開敢學子的感悟能力毫無神益，倒是弊多於利的。

針對當前教學面對的問題，我以為不妨這樣看:中學的中國文學課程可以設置文學

史，但讀文學史不宜但求記住課本中的論點;也可以不設文學史，但並不表示不必知道

文學發展的脈絡。

在實踐方面，探討文學的發展，有各種各樣的模式。除了作通史或流水脹式的檢

視，還可以就所讀篇章或所接觸的文學現象，究其由來演變。《文心雕龍﹒時序》篇說: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於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原始要終」一語出於《易﹒繫辭} ，是我們先民對待事物早已有之的態度。《文心》書中除

了〈時序〉篇，在〈史傳〉、〈章旬〉、〈附會〉三篇都引用過《易靠豁達句話，可見作者處理文

學問題，常常用這種態度。「原始要終」的觀念，表示對一物一事，必宜探究其源流，考

察其起源與發展。在文學而吉，論析一種文學現象，不免要探究其前因後果，即文學發

展中的傳承問題，這就是~文心雕青島說的「興廢繫於時序」。劉掛論述各種文體，必然有

「原始以表末J (0芋志)l 的部分，其用意固不難明白。其實差不多任何有關文學的論述，

都或多或少涉及承先敢後的問題，不必太搪心習文者對此一無所知。多閱讀，多思考，

自然對文學發展的脈絡了然於心，不急於在深入研讀作品之先，記住一大套有關說法。

倒是要注意， I文學史」倘若脫離了「文學卜變成不能使我們對文學更感興趣，了解更深

刻的「知識卜則對教與學都不免成為負擔。至於「文學史」在課程架構上是否必讀予以保

留，相信只要對文學教育的目標、方向、實踐方式、教學負荷、學習興趣各方面有深入

的思考，不難制定切合時宜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