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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國文教學應該怎麼教？」又或者是「現在的大學生需要怎樣的國文教育？」往往成

為當今網路與資訊發達時代，一項值得深思並且是急迫解決的大學國文學習之課題。

特別的是傳統大學國文教育中，在秉持「文以載道」理念，以強化學生的語文能力，培育

其文學賞析的知能，進而從傳統文化的陶冶鎔鑄中，涵養生活歷練之正向思考完美理想下，觸

眼所及的卻是，一般非中文科系的大學生無感於深奧的國文經典，上課睡覺或者滑手機上網，

甚至國文作業與考試草草應付了事，原本高舉「文以載道」的國文教育竟逐漸成為大學生普遍

沒興趣的營養學分。

主要的核心問題恐怕是在現今電腦資訊時代，學生自幼即透過電腦工具學習，熟習圖像化

與影像化思維，相對於閱讀性思考漸行漸遠；而目前坊間經典讀本的篇幅往往過於厚重，不然

就是內容過於艱深，除非有升學或考試上的需要，不然大學生或一般讀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

主動去接觸閱讀。

由多位擁有中文博士學位並任教於各大專院校的專業國文教師所組成的悅讀經典工作室，

近來所編著的這套國文通識教材書系（包括《當代短篇小說選讀》、《左傳名句選讀》、《先

秦寓言選讀》、《聊齋誌異選讀》與《明清短篇小說選讀》共五本），其出版適合當前大專院

校學生使用的國文或人文通識課程教材，除了精選古代經典中的佳作，另外也輔以題解、注釋、

問題討論、延伸閱讀，並希望透過多元化的眼光及創意化的設計，讓莘莘學子對於古代或當代

經典文本能有更多的認識及學習興趣。除此之外，本書系在眾多浩瀚的大學國文通識教材中仍

具可圈之亮點，筆者先就本年度所出版的《當代短篇小說選讀》進行評介。

* 從選文、題解到問題討論的人生議題引導

「小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文類，在明清時期創造了輝煌的發展成就，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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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篇鉅構或是短幅小品都有令人驚豔讚嘆的傳世名作，這也將傳統文學推向了又一個高峰。

而作為大學國文通識教材，特別是跨過新舊文學交替的近代到當代小說選文上，如何選文？又

如何透過選文來引起大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進而導入生命議題，從而達到透過選文，來引導學

生思考自我與外在人生議題的思考，在本《當代短篇小說選讀》的編者序中寫到：

辛亥革命、民國肇建，象徵中國的皇權時代正式走進了歷史，傳統文化的各層面也受到更

激烈的挑戰，變革和創新成為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共識。……（中間略），胡適又於《新青年》

第四卷第四號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在〈文學改良芻議〉的基礎上提出了「八不主義」：

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不作無病呻吟的文字、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用套語爛

調、不用典、不重對偶、不避俗話俗字。從胡適的主張來看，他呼籲改革的對象是以文學語言

為主，但我們都知道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是往往互為表裡的，當其中一

方開始發生質變時，雙向強化的迴復作用也就同時啟動了。（頁 2）

序文中已點出新思潮文學革命的號角，使得當時小說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了更新的風

貌，且帶出除了形式和語言的翻新，在內容和主題上也展現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多元風貌，並反

映了不同作家所關心的社會文化切面。

從上述編者的編選理念中不只看出其著重於新舊時代觀念的轉革，也表現其選文在反映內

容形式上的重視，其特別引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八不主義」來強調作文應為實用的概念。

確實，檢視本《當代短篇小說選讀》所選文的作家與八篇代表作（分別為魯迅〈祝福〉與〈在

酒樓上〉、許地山〈解放者〉與〈春桃〉、郁達夫〈人妖〉、老舍〈熱包子〉與〈不說謊的人〉，

與另一位作家蕭紅的〈手〉），可以發現，每篇皆屬短篇小說，題解的介紹與賞析亦精簡扼要，

問題與討論則著重於目前大學生目前或未來可能遇到的生命議題作為選文後的討論切入。

例如在魯迅〈在酒樓上〉這篇短篇小說，題解對小說進行主旨要點的介紹，小說主要描寫

兩位曾經對生命充滿熱情和抱負的青年，在經過歲月各種困頓挫折的際遇後，當年的熱情已磨

盡，遠大的抱負也已消退，對於未來的人生甚至不願多想，小說結尾如此寫道：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

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

而不定的羅網裡。（頁 37）

而題解後的「問題與討論」中一題拋出理想與現實的兩難作為思考：「你覺得面對無可改

變的生命侷限或低潮，應該選擇隨波逐流，還是奮力一搏呢？」對於剛進大學的大一新鮮人而

言，雖正要懷抱理想，但本篇選文點出理想的實踐路途總難免會有考驗挫折來給予適時的反思，

也深具意義。

魯迅的這篇短篇小說比起〈阿 Q 正傳〉與〈孔乙己〉而言，不常被選入一般國文的通識教

科書中，本書的其他選文如許地山〈解放者〉、郁達夫〈人妖〉與老舍〈不說謊的人〉也同屬

不常出現於選本中的文章，但這幾篇在反映人生議題的親情、理想、愛情與社會禮俗文化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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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卻真實且不凡。

再看另一篇選文郁達夫〈人妖〉，本篇題解中介紹此為郁達夫少數採用第一人稱的小說，

情節正如辛棄疾〈青玉案．元夕〉中「東風夜放花千樹」之詞作內容，對應本文的「問題與討論」

的是：「你是可以宅在家整天不出門的人嗎？只要關在斗室就能心滿意足？或是喜歡把握出外

機會，即使只是簡單購物或是隨意閒晃而已。請試著表述自己屬於哪類人，以及如何從中獲得

生活樂趣？」透過選文的文章旨意來引導學生思考自己是否也是位忽略去體會生活的宅男。

* 結合影像思維輔助國文經典教學的不足

成長於電腦資訊爆炸時代的大學生，已慣習於熟習圖像化與影像化思維，學生每天上網時

間多於閱讀時刻，圖與影像取代文字，網路瀏覽取代紙本閱讀，此皆讓大學國文教師難以施展

所學而教。於是，如何在閱讀與書寫中建立「語文常識」與「中文應用」課程，成為是現教育

部政策與各大學國文教師在翻轉「教與學」上的著眼點。

語文教育著重於提升學生思辨、理解、創新與應用能力，但國文經典教材該如何兼顧實用

性、生活化、現代趨勢及創意動力，在本書系的各選讀本中的「延伸閱讀」皆體現了結合學生

影像思維的所需。

舉例而言，在魯迅代表作〈祝福〉這篇選文後便提供給了八部中西方電影影像做為自我閱

讀或課程教學後的延伸學習（當然也可以是教師用來教學現場的播放對應文本的思考），八部

影片中，編著的老師詳列如下：

一、電影《祝福》，桑弧執導，白楊主演，1956 年。二、電影《祥林嫂》，羅君雄等執導，

周寶奎、金彩鳳、袁雪芬主演，1978 年。三、電影《本命年》，謝飛執導，姜文、程琳主演，

1990 年。五、電影《真愛伴我行》，朱賽貝．托納多雷執導，莫妮卡．貝魯奇主演，2000 年。

六、電影《禍水》，蒂帕．梅塔執導，麗莎．雷、約翰．亞伯拉罕主演，2006年。……（以下略）

（頁 25）

大學中文課程的閱讀與書寫，對大學生而言，可以是透過國文經典教學中引導學生的啟迪，

可以是透過文章撫慰學生心靈的自我療癒歷程，也可以是例行公事般囫圇吞棗的塞給學生生硬

難懂的國文選文以應付了事，作為不得不然的課業學分要求便可。

但值得思索的是，面對大學新鮮人，在國文的教與學上，如何才能觸動他們的情感，引發

他們的學習動機？

本書的編纂嘗試以學生的成長經驗、生活感悟及實用價值相聯繫，並持續增進他們的閱讀

與寫作能力。學生或讀者翻覽本書之際，當能感受到國文經典的魅力，就如「問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國文經典便可以是滋養生命的甘泉，值得品味的人生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