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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母語教育與人文專業教育的有機融合

關於華語文教學專業「古代漢語」課程的定位與教改殼想

王鴻j賓*

華語文教學專業要不要開設古代漢語課程 ?我們曾經作過一個調查﹒學過古代

漢語的畢業生說， 高考背古文， 上了大學還是這一套。 不是不想學古代漢語 ，可是

一上來就是 「之、 乎、者 、也 J 漢語已經沒有了現代味， 不能和時代接軌 ，沒有

實用價值更沒有新鮮感。 剛入學的學生說 :要學 ， 想、學，就看老師怎麼教 。這些反

映告訴我們:大學 「 古代漢語 」 課程的問題首先是課程的準確定位問題 。

若干年來 í 古今漢語的差異」成為古代漢語教學與理論體系建設的主導原

則， 該原則無形中人為地為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挖掘了一條截然相離的鴻溝。

那麼， 古代漢語課是否如同學生們所戲稱的那樣 ，是「 一門給中學語文文言文補

課的課程 J ?學生們的回答已經表明:過去大學古代漢語課的不盡人意，就在於一

方面，把這門課定位為補課的課， 老師為了遷就學生而不斷簡化教學內容。另一方

面 ， 過分強調古今漢語的差異， 這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實際上，就前者而言 ，補課

降 111了這門課的起點，讓學生沒有了進入高等學校的跨度感和成就感!就後者而

言， 豈不知現代中就積澱著古代，忽視古今漢語的傳承和溝通，恰恰是違背了語言

歷史演變的事實和原則。

J 、古代漢語課程的人文性

古代漢語課程應當是語言學專業特別是華語文教學專業學生進入大學校門的

第一課 。 人文素質的提升 ﹒始於人文修養的跨越 í 從此要使自己成為對祖圓燦爛

文化自覺學習 、自覺鑒賞、自覺體驗、 自覺奉行的有修養的中國人。自覺一一不同

於讓考試和分數牽制著的被迫， 有修養 不同於掌握一星半點的知識皮毛 ，中國

人 不可數典忘祖﹒ 對英文比對中文還感興趣 。 J I 因此， 古代漢語課程應當首先

是高級宙語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的起點， 其次是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必修課和

本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 。

土耳其 <高級母語教育與人立素質教育的第 課} . {中樹大學教學 } . 200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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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語言專業學生語言學習的基礎課 。 它所肩負的這兩種責任，注定它必然是在中

學文言文教學基礎之上的-個時越。

為了達到這個 日 的，我們必須瞭解和調整學生的學習心態。從心理學的角度

看，年輕人往往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走順了並且接受了 ，他們才會做嚴肅的思

考 ; 作為老師， 我們就有責任去做迪這種凝固在深心的患考，並先給他們充分的體

驗 。 我們設想的理性的感受階段有二::: {間層面 : 認識、反思和認同:具體步驟如下﹒

卜 感到驚喜一一進而產生興趣;

2. 脫胎換骨一一在知識積累和認識境界上產生一個飛躍;

3 . 提高後的思索一一一古代漢語知識怎樣與現代漢語接軌，有況有學習的價值?

fJ<們最終的目標是:通過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實踐 ﹒ 讓學生深刻地領會到﹒ 不

管將來從事哪方面學習和研究，越是現常代問題專家， 越要精通古代: 占代漢語是

一條從應用語言學專業通向 -切專業學習的必經之路， 要讓語言學的各個專業的學

生都瞭解古代漢語知識領域 這是中國人必須進入的一塊肥土汶嚷 : 不論他們的

專業方向如何， 傳統語言文字學都是根祇之學 。

這是一個高水準目標。 我們深切地體會到 ，在重理輕文變成一種無形的潮流而

流行於高校、實用性成為學生學押的內在動力 ，傳統基礎課程已經日漸不安w視，

如果教師自身沒有精品課程意識 ，課程沒有亮點 ， 沒有 明確的特色目標 ﹒ 不做醒 目

的成果 ， 必定不會被真正重視和認可。基於這樣的日的， 筆者1J~凹的 一2006午在從

教的上海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對04級華語文教學專業本科班的 f 占代 j英語」課

程進行了試點 。 2以下是筆者對該校為期 -學年的「 古代漢語 」 課程教學實驗所進訂

的標點 。

二 、古代漢語課程的知識傳承性

要達到我們對華語文教學專業「 古代漢語 」 課程的定位 ， 必須思考兩個問題 :

講什麼?怎麼講? 為華語文教學專業的學生開設的「古代漢語應該與h漢語育

文學專業的本科生開設的 「古代漢語 」 課程有所區別 。 儘管亡者的母語都是漢語.

這兩類學習者的漢語水准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瞭解程度差異不大 ， 然而，其

學習 「 古代漢語」的目的確有不同。 華語文教學專業的學令將要從事的是第J語育

2 水班學生入學成X~t1為本校 來錄取線 ，是對外漢語學位第 Jiil華語文教學有業學Lj; . f.~i申 lj[Tq 作 . cJl; gj 

1 1 月卜一人 ﹒ 其中文理生兼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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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工作 ，第二語言教學中的語言技能培養和文化教學的特點 ，奠定了我們在古代

漢語教學中加強漢語語言穹能力的培養的理念。也就是說，通過古今語言溝通， 來有

意戰地培養學生的語言研究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 。基於此 ， 在挑選《古代漢語》教

材時，我們遵循的基本原則，昌先是系統性原則和知識性原則，其次是實用性原則

和趣味性原則。我們決定選用由郭錫良、 唐作藩等編著的 《古代漢語 þ (修訂本)作

為試用教材 。 本書初版是 1981 年， 據統計，至2006年 l 月已第 18次印刷， 曾獲國家

教委首屆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等獎，歷經 10年的教學驗證和全國|司行專家的充分討

論。專家們指山，原版教材存在一些問題 文選的起點太低，和現在文科大學生

的程度己不相適應; 有些篇目與現行中學語文課本重複等等。修訂版教材的散主::t'ð'

冊1) 篇 目在三分之一以上，並增加了六個練習。該版教材的特點是:語言常識部分相

當精練 ，重點突出，又比較全面 ; 分析舉例注重教給學生分析的方法 ，有舉 一反三

之效 ， 而且在內容上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 ，在方法上有一定的獨創性 。 我們所看重

的 ，正是它在知識和理論方面的跨度。要想在規定的72個學時宴， 把占代漢語講得

簡明扼要、事半功倍，首先要明確四個問題 .

(一)培養日標和對象

軍語文教學專業是近年來為了順應國際漢語推廣而新興的學科，是應用語言學

的-個嶄新的分支 。隨著專業學科地位的確立﹒學科建設勢在必行，師資培養自當

先行 ω 我們培養的華語文教學專業教師需要擁有扎實的語言學功底 ，這個根極不僅

要深而寬 ， 而且要牢而熟，以適應國際化市場的需求 。 古代漢語作為一門專業必修

課 ， 本應是語言(中文)教師訓練基本功的學科‘ 在其知識結構中所佔據的獨特位置

和功用可想而知 。從這個意義上講 ，傳統語言文字學必然是從事語言教學和研究者

的根低之學。

(二)課程的定位

現代漢語是在市代漢語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是銜接的、

溝通的關{系，而不是取而代之的關{系 。 從辯證法的角 l史看 ，如果用現代的座標去構

建古漢語教學體系，必然會違背歷史演變的順序 心因此 í 狂犬早的古代漢語教學

中 ﹒ 通過現代漢語存留的文言詞義去引導學生理解，既能以己知眉立發未知， 幫助學

生理解文言文，又能對現代漢語詞彙的含義加深認識﹒同時又可以培養學生時史傳

承的觀念 ，可謂-舉三得。 J .'\在教師的頭腦中，應該始終清晰地樹立這樣的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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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漢語的學習和現代漢語的學習不是『雙軌 .!I .而應當盡量作到 『同軌 』

以學習古代漢語， 不但不是在培養學生現代漢語能力之外增加的負擔，而且是對培

養現代語言能力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方面。 J 4二者互為表襄。 因此， 必須擺正古代

;所

漢語和現代漢語的關係 。

(三)教學方法

上注定位決定了古今溝通是古代漢語課程不可或缺的原則 。 古代漢語課程的文

字、 詞彙和語法教學，在強調古今差異的同時 ，都必須同時看到古今漢語的溝通 。

通過教學 ﹒讓學主有多方面收穫，既有理論指導 ，又有規律遵循 ，更有實用價值。

只~J . f是漢語詞彙的來源來說， 詞彙的構成因素大多是歷代詞語的積澱 。 如果

不安語言作堅2考古考察 ﹒既不能從根本上認識和解釋現代詞彙的各種現象， 也不能

弋、笠確定草莓每個詞語的意義與文化內涵 。 因此， 古今漢語的結合「 既有利於

遣送己丈夫草丟失主這一教學方法的實施， 又有利於在語言教學中樹立承認歷史、

尊重傳枝:1~三~~單:全 ﹒ 糾正把歷史和現實對立起來尸的語言觀 。

(閱)教學的應用性

語言的發要不是，三軒舊替代的方式增長 ，而是以新舊並存的方式積累而成的 。

詞彙意義是真有很強土豆喂 !生的語言要素， 而詞彙意義與民族文化又有著直接而具體

的聯繫 = 對外漢語教學實接證萌: 不同母語的人 ， 完全靠翻譯來交流，難以消除

這種由於跨又 化咒歪生封詞彙意義上的『負遷移 .!I然而， 在教學中﹒ 漢語詞彙意

義的講解如果以往~~毫無需繫地單個進行，也難以消除文化上的隔間 。 」 的漢語的

講解-- 1]面要充分子1 日月 三字的表意別詞作用 ﹒ 另一方面必須考慮詞彙系統和詞義系

- 關:主單音語素的本義和引申月后泊 ， 通過分析構詞理據和利用中國傳統

的釋義方法來弄明 白 一個宮馬漢字書有封雙音詞的意義和文化內涵，是幫助對外漢

語教學在一定程度之消除旻嘿文化 1再問最好的辦法 7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古代淒語

統 。 因此-

基礎知識與對外漢語教學可法的有機融合 c

王寧先生2006年 1 2月 I R 講價「嘻用語言學 一 課程 』

王寧{漢語雙音複台詞屬 |生研究 ﹒ 序} (北京 北京六學出版社 . 2005年第 1 f.&I ' 頁 1 ' 

王寧<訪11詰學與漢語雙音祠的結橋和意義) , {語言教學與研究〉 ﹒ 1 997: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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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古代漢語課程教學實踐

我們按照以上思路，選定了古代漢語教學專題。為了避免這門課程過分古味

兒，我們將 「古今溝通」和「 生動實用」 選作切入點 ﹒ 有意識地根據教學目的對教

材內容進行重新組合和順序的調整 ， 並對教學單元進行主題規劃 。

例如，選取 「 漢字習得與華語文教學」來學習 「漢字的結構和發展 」 一節 ， 一

方面可以借此回溯漢字發展的規律以執簡騏繁，另一方面又加強了學習的實用性，

揭示親涵在漢字構形中的文化現象。 同學們反映， 通過學習，掌握傳統語言文字方

面的有關知識，好比多了一件工真和武器，很多問題澳然冰釋、 怡然理順， 這才是

為更好地發展學生語言能力服務的「古代漢語」

我們在講 「古今詞義的異同」和 「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兩節內容時， 為了講

清楚古令差異問題， 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 ， 從現代漢語出發來講古代漢語 ， 有意

識地挑選現代漢語中一批構詞能力最強的字 ， 讓學生從中體會詞義系統和詞的組合

規律，進而培養學生學會分析語言的能力 。這種從現象出發，以已知來做發未知的

教學;丹法，力求通過恢復詞彙在語言歷史上的面 目 ， 讓學生感受它們作為一個個鮮

活的生命體在漢語發展歷史的長河襄生生不息的各種情形 ， 同時也使學生們自發地

體會到古代文獻語言對現代漢語詞彙和書面語直接而強烈的影響 。 通過學習 ， 同學

們深刻地認識到;當前現代漢語詞彙研究的貧乏﹒ 原因之一是忽略了詞彙的歷史考

察 :拋開文言詞彙， 就無法深入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更談不上對現代漢語的形成

有深刻的認識。

針對 「 古漢語語法」等章節，我們將零散的語法知識系統化，使學生感受到漢

語詞彙、語法的發展並不很是單個詞的歷時變化 ，而是整個語言系統的一種自我調

整。同時 ，一個祠的發展 ， 不是孤立要素的變化， 而是向別的詞類的滲透或加入 ，

因而必然引起原有詞彙系統的某些調整和變化， 甚至促使一些新的漢語語法範疇的

誕生主 ， 影響一 -種語言其他方面的面貌。 為此，我們組織了 「 漢語語法化專題系列 」

講座 ， 用具體、 生動的現象材料來說明抽象、枯燥的語法理論 ;並將目前語言學研

究的熱點「漢語語法化問題 」 引入課堂的討論 ，培養學生從語言的「源頭 」 和漢語

本體上來蠢測語言發展的規律 。

配合上述專題， 我們還展開了 「 漢語史的分期問題 」 、「從現代漢語看古令漢

語的溝通」 、 「漢語語法發展史 」、「中國傳統語言學與國外研究理論的借鑒和改

造 J ( 後幾個問題曾以講座的形式為應用語言學和現代漢語研究生開過選修課)等等

習題的討論。 我們之所以將特定的語言專題選作古代漢語學習的單元 ， 是想通過專

三三聖經支其相關活動，促進學生對該課程知識的認識與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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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我們還指導學生結合 「 文選」 來自學「古代漢語常識」 中有關古代的

姓氏和名號、職官 、地理、曆法等部分知識 ﹒ 使學生認識到 ，市代漢語的內容不

僅是其載體，更是中國傳統和文化的表現， 以利於在今後的漢語技能教學中 ，有層

次地開展文化教學。經過這樣的準備和引導 ， 教學效果明顯。同學們學習興趣與日

俱增 ， 課前 白覺做準備， 帶著問題來聽課 ， 每次課後甚至就餐時都會不失時機地提

問 。 很多同學還從網上給老師發郵件，談自己對古漢語知識與專業學習結合的感想

和認識 。

以上教學個案說明:祇有體現古今溝通的精神， 才能使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有

機地聯繫起來，最終使現代漢語學習與對外漢語教學進一步豐富起來 。

四、 古代漢語課程教學吾友示

通過教學實踐， 我們充分地認識到， 古代漢語課程教學的成敗， 不僅在lî~對其

準確定位，更在於課程教學實施者能否將傳統語言學與現代語言學理論善加結合 。

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 ，教學事實已經證明， 很有 「 博乎古 」方能「通于今」諒。王寧先生對這句

話作了如下注釋和引申 在古代漢語基礎上去探求現代漢語傳承、 溝通其中的變

異情況，才能使漢語研究正其源， 順其途 。 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研究，合則事丰

功倍 ， 分則兩敗俱傷 :既使現代漢語詞彙研究變10無源之水，容易貧乏、枯竭 ， 又

使 古代漢語詞彙找不到落腳點 ，很多現象發展的趨勢得不到後代的印證 ﹒ 不能與當

代接軌，顯不出生命力。 J 9 

第二 ， 從教學方法上說， 要想用已知的知識點燃學生探索未知知識的自我學

習和思考的火花，引發各種課題的討論， 一定要把理論和治學方法的傳授結合在一

起; 在討論中釐清概念 ，梳理思路， 提升認識，培養初步的語言研究能力和實際應

用能力 。 帶著理論去指導， 貫徹不憤不傲的教學原則﹒ 才能登高而博見 ， 從根本上

改變過去被動灌輸的模式 ， 讓學生樹立終身學習的門標，樹立國際漢語推廣的歷史

感和責任感﹒不斷增強運用母語能力 ，不斷提升文化修養。

8 黃季岡1)先生嘗言 r 小學者 ﹒ 即於中關語言文字巾研究其正常明確之解釋 . i告以推求其 J_E '1:且明錐之由

來，因而得其f當明確之由來， 閃而得其正當明確之肘法者也 3 所謂占脅之做鑰、 古人之 fïJ閣 . t哼乎?于

而@乎今者﹒ 悉基於此。 J (黃侃述﹒黃煒整理 {文于聲鼠目[1詰筆:iJ己 } [ 上海 上海市繪出版社 ﹒ 1983

年第 l版l' 頁 1 0 )

9 王寧{論本源雙音合成詞凝結的歷史原因 兼論古今漢語的傳承與溝通} ﹒載 {古典文獻與文化論

司基》第一輯(杭州 杭州大學出版社 . 19<)9年第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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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古代漢語的工具性和知識性 ，祇有與其人文性和基礎訓練同步體現，才

會有長達的效果。學生祇有自覺遵循語言發展的規律 ， 才能理解和消化所學到的知

識 ，並將之運用到今後所從事的華語文教學實踐中去。

經過重新定位和教學法探索 ，開設古代漢語課程的必要性白不待言 。現在值

得深思的問題是:我們的教師願意不願意每一年都這樣花很多時間來精心設計這

門課;古代漢語知識能否成為華語文教學專業師生教學能力的試金石;我們如何在

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經過教學實踐和研究﹒把最適合華語文教學能力培養的內容也

編進教材， 實現古代漢語教材的多元化與精品化......經驗和教訓共存 ，忠、素是繼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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