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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闻ulture

作为讲习班的创始
人，甘阳谈到通识教育便
回忆起自己的读书时代，

“我们这批人文革结束后
上大学，读研究生，虽然之
间可能没有明显的交流，
但却知道彼此都在接续某
一种东西，某一个传统，大
概就是那些老先生，比如
杨绛先生的传统。”但他从

美国回来之后最大的感受
却是如今传统不在了，每
一代人都自成一体。他认
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核
心就是延续传统，“假如
每天都没有延续性，都只
在诞生新的东西，那就是
没有生命意义的，生命的
意义必须要存在于某种
延续当中。”

张旭东

教我们如何打开人生大书

强世功

教学生互联网上学不到的

甘阳：你不能在空洞的微博上发现自己

新京报记者 姜妍 见习记者 江楠

甘阳在本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发表开幕演讲。 图/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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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通识教育核心是延续传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强世功谈到了大学功
能 的 变 化 ，在 一 个 全 世
界的知识都在拼命散布
的时代，大学的作用究竟
是什么？“大学的围墙已
经推倒，大学仅仅告诉学
生知识是不够的，这也是
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理念，
我们不需要告诉学生那
些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
的 知 识 ，我 们 要 传 授 的
是只有通过课堂和老师
的 引 导 、讨 论 才 能 获 得
的知识。”

而在一个教育越来越
专业化的环境中，通识教
育中共通的东西又是什
么？强世功认为这是最值
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

希望在专业教育下搭建一
个共通的平台，让不同专
业的学生奠定共同的文化
基础。”

《经典通识讲稿》一书
昨日也在讲习班开幕式上
首发，本书由前五届的授
课学者根据自己的讲课内
容写就，共计两辑十册，由
三联书店出版，内容包括
甘阳的《＜僭主奥狄浦斯
＞讲稿》、王绍光的《波兰
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
型》、朱鸿林 《＜明儒学
案＞选讲》、汪晖 的《声
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
>、<呐喊·自序>讲稿》、
王 铭 铭 的《超 越“ 新 战
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
华民族理论》等。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教授张旭东曾在第四、五
届讲习班教授课程《启蒙
的辩证法》和《史记·淮阴
侯列传》，常年的外国教学
经历让他对美国的通识教
育发展很熟悉，“在美国本
科中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常
态化、日常化的教育。”他
说，在美国初入大学的本
科生会在学者的带领下第
一次真正深入地去细读一
个经典文本，通过一学年
的课程安排与训练，不论

什么专业的学生都会透过
这种阅读为日后的学业与
思维发展打下基础。“批评
理论并不是简单的用一种
理论对一个现象进行分析
而已，而是要学习怎样通
过阅读来对周遭问题、生
活现象甚至我们所在的城
市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这
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文
本，就像我们常说人生是
一本大书一样，通识教育
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打开
这本大书”，张旭东说。

第六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开课，清华北大等校名师讲授文史哲课程

甘阳：现在的年轻人看不起父辈
“你们年轻人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

起自己的父亲，你们每天都认为自己要比父
辈高明，其实你们每天都要比前人愚蠢一百
倍。”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的
一番“重话”，成了本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
习班开幕演讲的重头发言。由中国文化论
坛和清华大学合办的第六届通识教育讲习
班昨日正式开课，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
系）、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陆建德（中
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等名
师，将在6天里陆续登上讲台。

……
我们所提倡的通识教

育课程是“中文经典文本
研读”，它当然不是唯一的
东西，但这其中有一个读
书心态的问题，就是要克
服快餐阅读心态，能够慢
下来，你才是个读书人。
你静不下来，就不会思考
自己，想的都是外在的东
西，你不能反观自身，就不
能独立思考。除去经典文
化，我觉得环境科学，地理

科学与生命科学也应该成
为共同的知识。

现在的孩子希望可以
自己做选择，但这种选择
不是在不读书的情况下所
做出的选择，不是在玩了
几年之后再进行选择，这
个选择必须是在非常严厉
的读书的要求下才能做出
的。我断言你不可能在空
洞的微博上发现你自己，
在那种极为躁动的心态下
你不可能认识自己。

有了这种通识教育，大
家才会有沟通的基础和背
景，在文化上达成共识，这
样我们的分歧和争论也才
会有意义。这样的目标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我并不
悲观，真正的变化并不需要
很多人，现在讲习班办下来
已经有 1000 多人参加了。
下届我在想可能就不做了，
有这么多人难道还不够
么？只要他们真正读书，真
正去做，就一定能够改变。

通识教育
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所谓通识，是指跨学科界限的、学生应当掌握的人文

知识与素养。2007年中国文化论坛和清华大学合办了“全国首届文化素质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此后每年都会在网上发布招生启事，凡志在推动大学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的实践者均可报名申请。

本届开设的课程有：李学勤主讲的《史记·夏本纪》、张祥龙主讲的《尚书·尧
典》、陆建德主讲的康拉德作品《台风》和《间谍》、刘小枫主讲的卢梭《论科学与艺
术》、王庆节主讲的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什么》。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
昨天下午，“代表作：TA
们来了——中间代作家
见面会”在德胜门字里行
间书店举行，作家阿乙称，
自己和其他大部分 70 后
作家被时代遮蔽，柴春芽
则抨击现代汉语很粗糙。

阿乙：70后作家
没有被重视

阿乙曾获得今年华
语传媒文学大奖最具潜
力新人奖”，他也是铁葫
芦图书近日出版的《代
表作·中间代》《代表作·
新女性》两本短篇小说
集的策划者。在昨天的
活 动 中 ，他 大 吐 苦 水 ，

“我自己写作一直到 34
岁才发表处女作，我的
第一本书出版很艰难。
跟我一起写作的阿丁比
我大四岁，他的第一本
小说《无尾狗》还是今天
才出来。所以我想，是
不是前面的人把路给堵
死了。后来一想，是整
个时代有意识地遮蔽我
们这一批写作的人，只
有冯唐孤军奋战打开了
市场。也有很多有才气
的 70 后作家，虽然写出
了很好的作品，甚至得
到了发表机会，但是从
来没有人重视。”

阿 丁 称 ，《无 尾 狗》
2007 年就已经完成，但出
版不顺，几年来遭遇多次
退稿，自己修改了七八次，

“加上编辑帮我打磨，我觉
得现在是一个相对成熟的
东西。”

柴春芽称现代
汉语很粗糙

除了阿乙和阿丁之
外，任晓雯、巫昂、柴春
芽、冯唐等人均出席了昨
天的活动，在论及各自喜
欢的作家时，6 人之间没
有重合。任晓雯称自己
喜欢福楼拜冷静客观的
写作方法和不动声色的
能力；阿丁喜欢的是墨西
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和福
克纳；柴春芽喜欢的是司
马迁、马尔克斯等。

在 现 场 提 问 环 节 ，
柴春芽回答关于对文字
好与不好的定义时称，

“我们用的现代汉语是
有毛病的……东方语言
天生不具有精致准确的
功能。我们现在进入现
代文明时代，必须要对
语言的精确、精准进行
斟酌，所以我现在放弃
了虚构的写作，而转成
了非虚构写作，希望用
一种特别精准的语言，
结合哲学的逻辑界定语
言去写作。”

中间代
作家自认
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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