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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取“三耕堂”为本文集之名者，用意大概有二焉：“三耕”乃吾陋室之名，总其吾之平生，甚而
至于祖上数辈所历所为者，不外农耕、舌耕及笔耕之事也，此其一；其二，书名虽云“文集”，不过
平时零散杂论，并未系统深入、自成一家，因用《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人于室也”之意。
　　集中选文跨时近三十年，专论三十有八篇，共三十余万言。
略分为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教学、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其间虽各有侧重，但也相辅相成、相通相容。
窃以为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教学、研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基本的治学原则；作为地方高等学府，
理所当然应关注本地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并积极参与其建设。
从这个意义说，集中所论其题材、主旨都是明确的、统一的。
　　“古代文学研究”为本书的主干部分，从《试论(诗经）自我意识的觉醒》到《冷月葬诗魂》共十
余篇，涉及先秦至明清文化、文史方面较驳杂的内容。
其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反思，有对中国文学特点和规律之探讨，有就某一作家作品个案之分析
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特质遐思》和《庄子漫议》两文，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保山师专所作两次学
术讲座之底稿。
前者原名日《我们这个民族》，是我从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回校不久作的，大略是对当时全国性“文化
热”的基本情况、主要观点的一个评介；《庄子漫议》。
也具有对文学名著的推介性质，因此对当时学术界有关论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多有吸纳。
其余文章，均为本人在长期研究中的理解和体会，力求用新视角、新方法，得出新结论。
如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侧重从诗经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周民们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问题的探讨；
对屈原的研究，又主要分析了作为教育家的屈原，其唯美主义教育理想和他倾其毕生心血和热情所进
行的教育实践的失败之因；谈论唐五代文学的四篇论文分别探讨了相关作家作品中关于文与气、比兴
寄托、艺术个性、悲剧意识等问题。
柳永词向以俚俗称，《运雅人俗、雅俗俱佳的柳永词》试图通过分析引起读者对柳词有一个客观、整
体的把握。
姜白石是南宋格律派词人的重要代表，《姜白石咏梅词评析》、《文采斐然的姜夔词序》却从姜词的
另外两个角度进行了探索。
明代文学尤其是晚明文学是笔者研究中倾力较多的，其中又以《徐霞客游记》中的“保山腾冲游记”
和晚明小品文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对该部分的作家作品的研究相对要深入一些。
　　从20世纪80年代初始我一直担任保山师专中文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其中
除了约两年时间脱产进修学习外，我始终耕耘在保山师专的三尺讲台。
其间颇多甘苦、颇多得失、颇多感慨，惜多未形诸文字。
《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谈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及其出路》、《(中国文学史）教
学中的“双基”问题简论》、《简论传统蒙学教材的文学价值》、《简论蒙学养正教育思想及其现代
借鉴意义》等文章也更多地不是从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技法上进行讨论，而主要从宏观教育
的层面进行探讨。
　　“地方文化研究”也是本书的主要部分。
保山乃哀牢古国和著名的永昌郡、府故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厚富的文化积淀，同时也是多种民族、
多种文化乃至中外文化形态交汇之地。
云南实施“大通道战略”和“走向南亚战略”，保山又得历史和区位之先机。
因之对所在地保山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是我的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学校即成立了“永昌文化研究室”，后来改名为研究所，汇集了学校一批热
心此道、学有专长的老师，本人一直忝为该室(所）负责人。
文集中有关地方历史文化的论文，是在研究室同仁的帮助支持下写成的，家正先生出力尤多。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有的文章从观点命意到篇章结构，从用词表述到注释标点，或未能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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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可能有明显的“硬伤”，还望方家指正为荷。
　　戊子年(2008年）五月二十一日于永昌三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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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耕堂文集》是作者近30年来有关古代文学及地方文化的教学、研究学术论文集。
书中收录作者撰写的论文38篇，其中绝大多数为在全国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少部分是作
者学术讲座的讲稿。
内容主要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等。
学术性、教学性、地方性结合是《三耕堂文集》的显著特点。
所收文章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供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及地方文化研究
者以及一般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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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儒，男，1957年生，云南省昌宁人，副教授，保山师专副校长。
1981年春毕业于昆明师院（保山普通班）汉语言文学专业。
二十年来，一直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先后担任“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永昌文化研究”等
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省级社垀课题多项，
参与编写学术论文集多部。
长期主持保山师专高教研究室、永昌文化研究室、建设与发展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和教务处、校办的管
理工作。
为省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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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古代文学教学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谈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及其出路关于《中国文学史》
教学中的“双基”问题——从一次古代文学考试谈起古文评注三题理想之花并不随众芳的芜秽而凋谢
简论传统蒙学教材的文学价值简论蒙学养正教育的思想及现代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遐想古代文
学研究华夏文明历史的第一个春天——试论《诗经》自我意识的觉醒语文文学发展变化轨迹的真实记
录——以《论语》《孟子》两则文字为例庄子漫议韩愈“文气”观与其“儒道”追求的悖反楚雨含情
皆有托，巧啭岂能无本意——略论李商隐诗歌中的寄托手法关于李贺诗歌的“冷艳”特色惶恐与挣扎
的变奏——冯延巳词悲剧意识初探运雅入俗、雅俗俱佳的柳永词宋诗风格的嬗变与苏轼的“以词入诗
”人生之歌的低吟高唱——读苏东坡的两首词姜白石咏梅词评析文采斐然的姜夔词序由神到人、由圣
返俗的时代性回归——晚明文学世俗化倾向散论晚明小品文繁盛的文化透视袁宏道小品文的艺术个性
论略袁中郎的“性灵”说及其小品文创作试论徐霞客之“奇”及其文化内涵冷月葬诗魂——析林黛玉
的诗化人生地方文化研究杨状元，一个永远活在保山人心中的朝廷逐臣——从保山民间传说看杨升阉
的民本思想千载有谁评战迹？
血桥关树总悠悠——邓子龙清平洞感怀诗试释试论徐霞客及其游记对保山文明史的贡献和影响徐霞客
在保山旅游考察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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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教学及其研究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有人把这种困难说成是古典文学
的“生存危机”，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不仅古典文学及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如此，我们整个古代文化，都处在一个被冷落、被
“边缘化”的困境。
大学中文系上古典文化选修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报考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寥寥无几，以致一些大学
招生人数与报考数出现“倒挂”现象；一些古典文学教师改行转业，另谋他路；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少
人问津，被尘封书架；讲授古典文学课还不得不掺进一些洋玩意和新玩意，以防止出现学生中途退场
和鼾声大作的难堪局面⋯⋯　　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有其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
其中有历史的、时代的原因，也有古典文学及其教学自身的原因。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注人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
古典文学及其教学一时适应不了这种转变，因而产生困惑、迷茫甚至产生失落感和无出路感，都应该
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我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积极热忱地探索，就会很快消除不适应性，走出古文教学与研究的困
境和低谷。
　　不过，近年来也的确存在着全盘否定我们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否定和丑化我们的民族文化成了一种时髦，谁骂得凶，骂得绝，谁的知名度就大，谁就是时代的“英
雄”。
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从事中国文化教学、研究者，要么被鄙夷地晾在一边，要么被说得一无是处。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典文学，被西洋文学这么一反衬似乎也暗淡无光。
　　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还与古代文学及其教学本身的弊病有关。
我们所使用的古代文学教学教科书，在编写思想、编写体例、作品取舍标准等方面，都还不尽科学、
不尽合理，甚至还有着较严重的缺陷和局限。
比如几部通行的文学史书，都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写成的，它基本上是照搬当时苏联教
科书的编写模式，或者说苏联模式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尽管其后又进行过许多次反复修改增删，但仍然还有着某些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因素。
如往往把今人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生硬地附会到古代作家及作品上，有的甚至按当前的政治运动人
为地给古代作家作品画线结队、评判优劣，严重地模糊、歪曲了古代作家和作品的本来面目。
在编排体例上、基本上是“时代背景、作家、作品”三大块的机械堆积。
很少对他们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作深入分析和探讨。
在对古代作家及作品的评述方面，还受着中国史家“述而不论”和解经式的传统框架的影响，要么材
料多而分析少，要么离开作家作品而凭空想象、任意发挥，要么牵强附会地生硬解读。
一些选本，繁则未能尽其全貌。
未能系统展示古文学的本来面目；简则又不能执其佳规，采摘真正具有典范性的珍品。
在取舍标准上，还是难以摆脱“非道勿论”的老观念。
这样，就使文学选本几乎成为思想道德文选，政治教育读本，而大量的具有很高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
文学明珠，就被排斥在课堂之外。
　　古典文学教学能否走出困境？
其出路何在？
下边提出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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