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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为什么经典值得反复品读？

编者按：
托尔斯泰不喜欢读莎士比亚，但丝毫不影响两位文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因为阅读
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掺杂着文学鉴赏的好恶，读经典亦如此。所谓
经典，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历久弥新”，有人钟情古典文学，正如有人爱听古典音乐。同一
部经典，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读，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少年读《红楼梦》，读到的
是青春和初恋，中年读，会读出大家庭关系的复杂，老年再读，也许就体会到社会发展的规
律和命运的难以抗拒。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历史起起伏伏，时代大浪淘沙，那至今熠熠生辉的，是经久不
衰的文化瑰宝，它们镌刻着民族文化，延续着民族血脉，反复阅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爱之弥深。

为什么经典值得反复品读？

①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
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②经典是说不尽的。对于经典，人们总要追问，何谓经典？哪些是
经典？经典是怎样确立的？又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这些，自然是
见仁见智了。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对经典的含义寻找出一种共识。

③在关于经典的多重含义下，我想是指那些真正进入了文化史、文
学史，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
义以及永恒艺术魅力的作品。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
文化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当
然，这不是说它们在社会认识和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只是
因为经典名著往往标志着文化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时代的最高表现
力，而作家又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形式把身处的现实，以其特有的
情感体验深深镌刻在文化艺术的纪念碑上，而当这个时代一去不复
返，其完美的艺术表达和他的情感意识、体验以至他们对现实认识
的独特视角，却永恒存在而不可能被取代、重复和超越。

经典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书”

④我们不妨拿出几部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小说文本，说明它们是
如何从不同题材和类型共同叙写我们民族心灵史的。比如，《三国
演义》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一部“权谋书”。相反，它除了给人
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启迪以外，更是一首宏大的英雄史诗。它弘扬
的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胜利之本。正因

问题式标题，唤起阅读兴趣，引
人深思。

①抓住本质特征，解释概念。

③为“经典”下定义，从情感、
表达、认识等方面阐释其价值。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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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一种深沉
的历史感悟。它作为我们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
想意识和感情心态的结晶，对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⑤看《水浒传》，我们会感到一种粗犷刚劲的艺术气氛扑面而来，
有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刚性雄
风，豪情惊世，不愧与我们民族性格中阳刚之气相称。据我所知，
在世界小说史上，还罕有这样倾向鲜明、规模宏大的描写民众抗暴
斗争的百万雄文，它可不是用一句“鼓吹暴力”就可以简单评判的
小说。

⑥《西游记》是一部显示智慧力量的神魔小说。吴承恩写了神魔之
争，但又绝不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划分阵营。它揶揄了神，也
嘲笑了魔；它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偏
于任何一方。在他犀利的笔锋下，神、道、佛从神圣的祭坛上被拉
了下来，显现了它的原形。《西游记》不是一部金刚怒目式的小
说，讽刺和幽默贯串全书，我想，只有心胸开朗、热爱生活的人，
才会流露出这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应当说，吴氏是一位温馨的富
于人情味的人文主义者。

⑦《儒林外史》在当时的小说界也是别具一格。吴敬梓在小说中，
强烈呼唤人们在民族文化中择取活力不断的源泉，即通过知识分子
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来掌握和发扬传统的人文精神；另一方
面，把沉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没有任何生命力的政
治、社会和文化形态——八股制艺和举业至上主义——特别是那些
在下意识层面还起作用的价值观念加以扬弃，从而笑着和过去告
别。

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红楼梦》一经出现，就打破了传统的思想
和手法。曹雪芹的创作特色是自觉偏重于对美的发现和表现。他愿
意更含诗意地看待生活，这就形成他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而就小说
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
曲，又是一首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红楼梦》写得婉约含
蓄，弥漫着一种多指向的诗情朦胧，这里面有那么多的困惑，那种
既爱又恨的心理情感辐射，常使人陷入两难的茫然迷雾。但小说同
时又有那么一股潜流，对于美好的人性和生活方式，如泣如诉的憧
憬，激荡着要突破覆盖着它的人生水平面。小说执著于对美的人性
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对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着
和升华了的诗意，正是作者审美追求的诗化的美文学。

⑨《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心灵自传。恰恰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生的困
境和内心的孤独后，才对生命有了深沉的感叹，他不仅仅注重人生
的社会意义，是非善恶的评判，而且更倾心于人生遭际况味的执著
品尝。曹氏已经从写历史、写社会、写人生，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
味，这就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的心灵和人性。这在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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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巨大超越。
（④⑤⑥⑦⑧⑨以五部中国古典小说为例，诠释经典的文化价值和
艺术成就，证明经典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书”。为什么。）

⑩另外，我国古典诗词，从《诗三百》《楚辞》到李杜、苏辛；散
文从庄周到韩柳；戏曲从十大悲剧到十大喜剧，其中不乏经典名
篇，几乎都是一座座永难挖掘尽的精神文化矿藏，其历史深度和文
化反思力度，特别是在精神层面的底蕴，值得我们不断品味。传世
之经典名著和所谓热门的、流行的、媚俗的畅销书不是同义语，也
绝不是在一个等次上。

在反复阅读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⑪经典的阅读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初读经典与重读经
典、浅读经典与深读经典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经典名著经过
了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本身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的不朽，
因而需要反复阅读；也不仅仅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学
修养的不断提升而需要重读、深读、精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
情感体验。这里说的经典阅读，是要从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着眼，
摒弃种种错误阅读思想的影响，不断抵近经典作品的精神本质。

⑫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冲破禁区，经典名著重印，给读书界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生气。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阅读和重读以及如何
重读经典的问题。不可否认，经典对一些读者也许只是被知晓的程
度，或只限于了解书名和主人公的名字，对作品本身却知之甚少。
即使读过，有时也只是浅尝辄止。而重读或深阅读却绝非“再看一
遍”，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可能是无用的重复。重读的境界应当
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
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
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他用这种体会来解释何谓经典，同样道出了阅
读经典的感受。它启示我们，初读也好，重读也好，都意味着把经
典名著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经典进行主动的、参与
的、创造性的阅读。而这需要的，是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
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

⑬事实是，读书是纯个体活动。我们读一本书，读得再深再透也只
是个人的视角和体验。而一部经典名著，当然不是给一个人、一群
人看的，无数人都会读它，这就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读法、不同
的心灵体验。在阅读这个领域倒不妨借用这句名言：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所以，当你跳出传统阅读的思维模式和话语圈子，你
才会明敏地发现一个个既在文本之外又与文本息息相关的事实。因
此开辟多向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自身建设性的文化性格，
是我们在面对经典时必须要有的一种健康的阅读心态。

⑩略提我国古典诗词、散文、戏
曲，正反对比，论述经典的精神
文化价值。第一部分，为经典的
阅读张本。为什么。

⑪论述反复阅读经典作品的必要
性及其目的。为什么。

⑫论述重读经典的现实意义及方
式方法。怎么做。

⑬倡导走出经典阅读的误区，培
育健康阅读心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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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的经典，则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对它的核心价值应深怀敬畏之心。
经典资源除具有培养审美力、愉悦心灵之功能以外，还葆有借鉴、
参照、垂范乃至资治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每个公民来说，经典名
著在我们以科学的现代意识观照下，其内涵必有启迪当代公民明辨
何为真善美、何为假恶丑、何为公正、何为进步与正义之功能，并
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有所进取。有位当代作家谈
到阅读名著的感受，他认为阅读进入了敬畏，便有了一种沉重和无
法言说的尊重，一种超越纯粹意义上的阅读的体味和凝思，进而有
了自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竟那样缺少骨肉
血亲的了解。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⑮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时代的喧嚣与浮躁风气，使商业因子太
多地渗入到阅读世界。人们不妨看看大大小小的书店里那“经典”
的盛况：“经典小说”“经典美文”“经典抒情诗”……可以说滥
用“经典”之名已然成风；而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解读”经典
也随风而生。这种功利虚幻症的蔓延，令人感叹。今天，我们呼唤
阅读经典，乃是一种文化上的渴望。在商业大潮和浮躁氛围下，我
们更需要精神的滋养、心灵的脱俗。文学艺术是最贴近人类灵魂
的。我们的使命是把阅读看成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阅读经典已经进
化成了我们生命的一种欲望。

来源：本文为商务印书馆“说不尽的经典”丛书总序，编发时有删
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人民日报 作者：宁宗一

【时代警语】

今天，我们呼唤阅读经典，乃是一种文化上的渴望。在商业大潮和浮躁氛围下，我们更需
要精神的滋养、心灵的脱俗。文学艺术是最贴近人类灵魂的。我们的使命是把阅读看成生
命的一部分，因为阅读经典已经进化成了我们生命的一种欲望。

【思维串联】

⑭论述经典的力量。阐明经典的
社会文化功能及对于当代公民个
体生命精神的意义。深化中心论
点。

⑮补充论述，结合当下阅读氛
围，呼吁把经典阅读看成生命的
一部分。主题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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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鲁迅凭什么坐上现代文学第一把交椅

给作家排座次，其实是个很无聊的事，因为文学这东西，首先不能强求审美标准和尺度统
一，其次也不是靠投票、靠领导就可以决定。说到底，在基本审美能力具备的情况下，文
学作为一种被欣赏的对象，完全可以由个人的好恶决定。或者说，哪怕是再有名的评论家
所认为最好的作家作品，只要是读者不喜欢，完全可以扔一边。强迫人喜欢，是一种恶劣
的霸道的病态强迫症，这话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这样说。

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为什么还滥俗地让鲁迅排名第一呢？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一种解说手段，
不必较真。

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作家，不读书肯定是不行的；一个人的家里没有几千本藏书，是不
好意思自称读书人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的家里拥有足够的藏书，（咱排除
那种只藏书不看书的极端情况）那他可能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条件。这话肯定不周
全，也谈不上科学严谨，但意思就是寻找一个基本参照系，但不去论证这个参照系具体有多
少含金量。

那么，鲁迅有多少藏书呢？鲁迅都看过哪些书呢？资料显示，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
有一万四千多册，其中涉及文学、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
学、心理学、历史学。除中文外，藏书中还有日文164种，德文和英文151种，俄文86种。

就从这一点来说，当下中国大陆的作家，应该没几人能够与鲁迅媲美。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文
学中的那些经典之作，读起来远远没有鲁迅的著作更有味道、更有深度的重要原因。

从鲁迅的藏书之丰富，可以看出他之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

例如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用古奥的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那里面的古文
学术含量，连蔡元培、郭沫若、胡适、郑振铎等都赞叹不已。蔡元培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
到，鲁迅翻译的《或外小说集》“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鲁迅“那时
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郑振铎也讲过，他收到鲁迅寄赠的半部明代版本的《西湖二集》，
“为之狂喜”不已。因为他知道这个版本非常珍贵，极难见到。

还是单说文学创作吧。比如，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多篇关于乡村人物的形态，其手法就
取自古小说和杂记；《故事新编》中，就有明显的六朝味道；众多反传统的杂文，无论思想
立意还是表达方式，都深受阮籍、嵇康的影响。这是学者们公认的。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2期 有删节 作者：商昌宝

【思考】

以一部你读过的经典著作为例，谈谈经典为什么要反复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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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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