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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文 学 教 学 漫 谈

泛 汶

(-—-)

据一位曾去日本访问的教育代表团的成

员介绍,日 本中学语文课本中所涉及的外国

作家约有八十个之多。这个数字确实使我们

有点儿吃惊。

想想我们这里,在 “四人帮”猖獗为害

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中几乎绝迹

了。堂堂高中毕业生,除 了 知 道个 《国 际

歌》和高尔基的 《海燕》之外,对于世界文

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和作品大都一无所知。就

是对于《国际歌》,也仅仅知道一半;你如果

向他说 《国际歌》一共有六段,他一定会目

瞪口呆的。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

水平极大下降的一种表现。

而今,外国文学作品正在中学语文教学

中逐渐获得它应有的地位。目前每册语文课

本中都有一、二篇外国文学作品,看起来还

有增多和加深的趋势。于是,一个问题随之

而来:怎样教好外国文学作品?由 于较长时

期以来很少教这类课文,很少研 究 这 个 问

题,就使得它成了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中的-
项须予注意的问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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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颁 《语文教学大纲》中规定, 课本

“入选的外国作品,要有 进 步 的 思 想 内

容”,这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 “应当尽量

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

的借镜
”

这一指示,并且也适应青年学生特

点的。

从现行课本所选外国文学作品思想内容

的性质来看,主要是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

级文学两大类 (另 有个别篇目属于资产阶级

以前的文学。如选自 《天方夜谈》的 《渔夫

的故事》)。 通过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教学,

可以对学生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这是

毫无疑义的。那么资产阶级文学是否也具有

教育作用呢?

有一种曾经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资产

阶级文学对于我们来说, 只具有 “
认识价

值”,而没有教育作用。我以为这种观点带

有片面性。以中学语文课本所选作品而言,

《最后一课》不是可以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

祖国、学好本民族的语言么? 《西里西亚的

纺织工人》不是可以对学生进行工人阶级的

斗争传统教育么?——无论我的看法是否正

确,这个问题都很有辩明之必要,因为它是

关涉到外国文学教学目的是否明确的一个重

要问题。

除了思想教育之外,通过外国文学作品

的教学还可以扩大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

见识,使他们了解-些国家的历史、现状、风

土、人情,并能配合政治、历史、地理等科

的敬学,为之提供-些感性的材料。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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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中所选莎士比亚的 《威尼斯商人》是早

期的资产阶级作品,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

郎台》和马克·吐温 的 《竞选州长》等 ,属
中期的资产阶级作品;高尔基的 《母亲》等

则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作品。

把它们连贯起来,便可以使学生从不同的侧

面形象地认识资本主义由上升、发展直至逐

步衰落的这数百年来的历史。

按照现行课本,学生在中学阶段所学的

外国文学作品,只有二十篇左右,这在世界

文学的沧海之中,充其量只是一滴水罢了。

然而,作 为敖师,应尽力让学生从这一滴水

中,品尝出外国文学优秀作品的味儿来。囚

此,我认为在高年级教学中除了讲好课文以

外,还可以适当向学生简单介绍课文所涉及

的外国文学中各种流派和创作方法等一般常

识。渚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批判现实主

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就

绝大多数中学生而言,毕业后不会升入大学

中文系学习,不可能比较系统地学习外国文

学史的知识,因而,在中学阶段应尽可能地

为学生在今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奠定

一个基诎。如果不这样作,就可能造成他们

知识上的一个终生空白。

(E≡三)

无沦是莎士比亚还是巴尔扎克,是鲍狄

埃还是高尔基,他们的作品都非常丰富9要
全部介绍给学生是不可能的。但是,教师却

可以而且应该在教某一篇作品的同时,引起

学生阅读这一作家的其它作品的兴趣。要做

到这-点,在介绍作者时就不能不有所考究

了。

作若介绍应该是生动活泼的。作家的意

义深刻的名言,富有特色的轶闻趣事,刖人

对作家的得到公认的评价,这些有血有肉的

的活材料9往往比一些干巴巴F勺 死材料更能

使学生对某一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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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关 于 《二六七号牢房》的 作 者
——捷克斯洛伐克优秀的元产阶级革命家伏

契克,可介绍他在 巛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用

鲜血和生命发出的最后呼声: “生活里是没

有旁观者的⋯⋯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

要警惕啊!”

又如海涅,可以介绍他晚年写的 《决死

的哨兵》一诗的最后一节 :

一个岗哨空了——饬田裂开。

一个人倒下了,别人跟上来——

我的心摧毁了,武器溲有摧毁。

我。倒下了,升 溲有失攸。

这是诗人时自己一生所作的总结。

关于巴尔扎克,可以介绍法国作家雨果

在著名的 《巴尔扎克葬词》中对巴尔扎克的

卜F价 : “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 而 是 饱 满

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关于莎士比亚,可以引用法国作家大仲

马对他的赞誉: “
莎士比亚是上帝之后创造

得最多的一个人。”

对于欧仁 ·鲍狄埃,除了列宁对他的评

价之外,还可介绍在他葬礼的第二天,法国

工人党机关报 《社会主义者周报》社论中的

话: “鲍狄埃的诗歌象元数支利箭,把屠杀

劳动人民的刽子手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与此

同时,他的天才主要表现在用革宙的韵律闸

述了社会科学的理论。”

这样介绍,不会占用过多的时间,却可

以使学生对作家有较多的了解 和较 深 虍1∷

象。

介绍作者也忌千篇
一

律,而 须 灵 活 掌

握。譬如对 《筑路》一课的作者奥斯特洛夫

斯基,就不一定由教师来介绍。可以在课前

数周布置学生课外阅读 《钢铁是 怎 样 炼 戍

的》这部小说,由 此i雨使他们了解作者。

介绍作者,应视学生程度、作品内容和

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定其详略、深浅。

对初中一年级学生介绍小抹多軎二,就立与

时初中二年级学生介绍契诃夫有所风别;而



介绍契诃夫又应不同于介绍莎士比亚和巴尔

扎克。如果不看对象,不加区别地抄录一些

资料灌给学生,其结呆对教学未必有助,对
学生未必有益θ

(迈口)

目前中学课本中所选的外国文学作品,

许多是长篇的节选。分析这类课文,就有处

理好原著与节迭之问的关系问题。教学中以

节选部分为主,这是肯定的;但同时又须兼

顾原著的全貌,否则就很难把节选课文讲得

深透。

就故事情节未说,节选课文只能是原著

情节的片盱,而佶节是有连贯性的,因而分

析节选部分屿倩节,就不能不对它的来龙去

脉加以介绍。就人物形象iiσ言,节选课文中

所出现的只是原著中人物形象的局部,因而

也薷要在教学中对完整的人物形象作简略介

绍,以使学生能准确地把握人物 的 性 格 特

征。譬如讲 节 选 自 《欧也圮 ·葛郎台》的

《守财奴》一课,分析课文之前就需要先介

绍欧也妮囚把自己积蓄的全部金币给了她所

钟云的茯弟查理,而与葛郎台老头形成的严

重对立,以 及在父女于盾之问她 的母 亲所

处的地位,然后再进
``对

冻文的分析;分析

之后9再简略介绍欧也妮的最后结局。至于

葛郎台老头的性烙9节选部分突出了f匝 的吝

齿和贪婪,为 了使|t生对这一形象的典型意

义有完整的理解,可在分析中结合介绍他性

格特征中的9j一方画:狡 滑。

在介绍原著的恬节和人物时,还需要对

节选部分在原著中的圯位予以适当的注忘。

如 《火烧故军司令部》属于 《青年近卫军》

的序幕部分; 《筑路》在原小说中具有i曷 示

主题的作用; 《成尼
。
;i商人》的节选部分是

原剧的高潮等等。弄清了节选部分在原著中

的地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理

解作品的意义。

(五 )

对课本中所迭的许多作家作品9无产阶

级的革命导师部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些可

以作为我们分析作品、讦价作家的指导。

马克思曾在 《致斐·拉萨尔》中提 出 过

戏剧的 “莎士比亚化”问题。恩格斯则在给

拉萨尔的信中提出: “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

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

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i性和

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

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 戏 剧 的未

来。”这里不但指出了 饬
清节的生动性和丰

富性
″是莎士比亚剧作的一大特点,而且把

它作为未来戏剧的一个必各条件。这对我们

分析 《威尼斯商人》的艺术特点,无疑地会

有很大的启发。

马克思说 “巴尔扎克喾对各色各样的贪

婪作了透仞的研究″ (C资本芘)笫一忿》)。

思格斯称赞巴尔儿克 “在 《人丨i廴 苷∫刂刂》里给

我们提供丁一部法国
‘
社会

’
特 别 足 巴 黎

‘
上流社会

’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

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丈1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

1816年至18娃 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

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 l日 画的

四月,他汇集了法国让会的全部历史。我从

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 (如 革命
"后

动

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
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仝部东西还要多。”

(《玫玛·冶克奈期iD)马、恩的这些论述不仅

使我们对巴尔扎克的整个创阼有了仝而的认

识,而且对我们具体分析葛郎舍 老 头 的 性

袼,也具有仅大言′j指导意义。

思抬i;亍 在 《共产主义在德国 的 迅 速 进

展》一文中对诗人海涅作了热恬的介绍9他
说: “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 。海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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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f色出版了一本政治诗

集 ,其 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

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之歌》的作者¤⋯⋯我

只指出了一点,那就是这首诗歌暗中针对着

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 ‘
国王和祖国

与上帝同在
’

。这种叫#从那时起就是保皇

党人心爱的口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段

话是对海涅这首著名诗歌的最权威的评价。

列宁曾说高尔基的 《母亲》是 “
一本非

常及时的书。许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

地参加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 《母亲》

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高尔基8C同忆

录选D)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高尔基 的 《母

亲》及其节选章节,提供了一把钥匙。

当然,引用革命导师的论述并不是为了

装点门面。在教师深入领会这些论述的基础

上,把它们与课文紧密联系起来,才对教学

有所裨益。

(;尹

`I)

从今天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来看资产阶

级作家的作品,它们必然有着时代的与阶级

的种种局限,分析这些作品时,实事求是地

指出其局限所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 ,一个

作家政治思想方面的局限性,不一定在他的

每一篇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因此,对这个问题

也只能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某一
既

定的概念出发。譬如海涅的 《西里西亚的纺

织工人》,塑造了觉醒的早期工人阶级的集

体形象,唱出了工人群众反抗阶级压迫的心

声。政治上是革命的,艺术上是成功的。对

这样的作品,难道一定要讲出它的局限性来

么?还有的作品本来有某些局限性,但在选

入课本时作了删改,如选自 《天方夜谈》的

《渔夫的故事》,节选到渔夫用智谋把魔鬼

关进瓶子里为止,后面渔夫与魔鬼言归于好

的情节都已删去。囚此,对选入课本的这部

分来说,就无须乎讲它的局限了。过去,不

讲 “局限性
”怕犯

“
政治错误”,干是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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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尾巴∴贝占标签。其结果,教师言不由衷,

学生在思想方法上则受害无穷。但愿这种现

象已经永远成了历史。

(t)

有比较才有鉴别。对课文中某些有共同

之点的形象,进行适当的比较,以培养学生

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是可取的。

如:把高尔基笔下的 “母亲”与小林多

喜二作品中的 “母亲”
加以比较,分析她们

思想、性格的异同。

又如: 《威尼斯商人》中 的 夏 洛 克、

《守财奴》中的葛郎台、 《泼留希金》中的

泼留希金,都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吝啬鬼的

形象。引导学生对这三个形象加以比较分析 ,

也颇有意义。简单说来,泼留希金是俄国农

奴制度面临崩溃时期靠残酷压榨农奴为生的

农奴主(地主)的典型。他贪婪、吝啬、猥琐、

无能,作者用这个形象来揭示农奴主阶级经

济上的破产和道德上的堕落。夏洛克生活在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是

个高利贷者;高利贷是中世纪留下的封建社

会经济形态中的一种剥削方式,因而他是一

个封建剥削势力的代表人物。他贪婪、吝啬、

凶狠、愚蠢,作者把他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

对立面即 “恶”和 “
不人道”的象征。葛郎

台是资产阶级已从经济上摧毁了封建势力,

正在确立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的一个商业资

本家,他的发财致富主要靠商业投机。他贪

婪、吝啬而又十分狡猾,在做生意上可以说

非常精明能干。作者通过他与家庭中其他成

员的关系,揭示了 “金钱主宰一切”这个资

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三个形象中,

泼留希金和夏洛克都是悲剧的结局,只有葛

郎台是成功的 “
英雄”。从对他 们 的 比 较

中,既看到了他们剥削阶级的共同属性,又

看到了他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

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形成的不同特点。学

会在比较中分析,能使学圭多宥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