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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国批博士生导师（1993），四
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2018
年3月3日，当选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
士。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国家级教学
名师（200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比较文
学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CSSCI 辑刊
《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国际英文刊物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劳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主编。在国内外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
作《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
异学》《跨越异质文化》等30余部。主编
《文心永寄：杨明照先生纪念文集》《东方
文论选》等。《南橘北枳》入选“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

2021年，封面新闻名人堂推出
“师说”栏目，将镜头对准“传道授业解
惑”的师者。

当代，学者专业化是知识生产的
产物，学术体制要求研究者在其专业
领域内追求知识的创新，但这也让学
术知识离大众越来越遥远。面对这种
情况，一些学者开始进行面向大众的
杰出通识写作，输送精神营养。

身为大众媒体，我们理应关注那
些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把他们的思
想、思考带入公共讨论。2021年，封面
新闻期待沉下心来，努力搭建一座打通
象牙塔和街巷民间之间的桥梁。

传统经典的益处，还不光体现
在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它还会积极
参与到对国民的人格塑造中。

现在年轻人得抑郁症的不
少。在曹顺庆看来，症结跟教育
有很大关系，“除了美学教育不
够，生命教育、全人教育也严重不
够。解药依然可以从传统去找。”

自古以来有成就之人，都不
是平平顺顺的。他们都是将遭遇
化解为艺术。比如苏东坡，他一
生碰到很多挫折，比如被流放到
岭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光
是他的诗词，连带他这种豁达的
精神，也是值得现代人汲取的营
养。“有助于他对人生有一个全面
认识。此外，我们的古人有一个
说法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
毁伤。此孝之始也’，这就是一个
生命教育。我相信，对传统文化
中的精髓有一个了解，大概率会
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美的教育如此重要。那从何
做起开始培养？“向传统学习”，曹
顺庆再次提到“传统”，“传统里有
很多东西值得学习。现在很多人
有一种态度，我很不认同：看都没
看，就说人家是糟粕。比如一提
到《孝经》《三字经》就摇头。其实
他看都没看。”

很多人一提到“礼”，觉得它
对人是一种约束，规范。其实并
不完全如此。“礼”的不少规定，其
实也是美的规定。比如我们讲话，
怎么表达得更优雅、得体、讲究，这
是需要遵循一定的“礼”的。但今
天，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徐语杨
实习生 罗一致李昊南 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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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曹顺庆：

美的教育，在当下非常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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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考曹顺庆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考题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
典籍的，不仅涉及经史子集，涵盖面极广，竟然还有大量的填空、古文断句、翻译等纯识记的客观
题。也就是说，你需要有这方面知识的“硬功夫”。

如果闯关成功，成为曹门博士生的你，还将面临另一个挑战——背诵古代经典文论。曹顺庆
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背诵包括《文心雕龙》、陆机《文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李
贽《童心说》，要系统学习“十三经”。一部部学下来，用最原汁原味的中华书局影印阮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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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有时候学生会
叫苦不迭，但曹顺庆坚
持此举，不容通融。为
什么？“回头看看钱钟书
等学术大师，几乎人人
都能背诵古文。我的导
师杨明照先生，上《文心
雕龙》课，先背诵。今天
的学生，基本不能背诵
作品。在各种概论和空
论大行其道的大环境
下，实实在在的经典阅
读太少。我的用心，就
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
尝试，让同学们直接进
入元典文本，获得实实
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
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
虚。博士生应该能直接
阅读古代典籍原著，以
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
深厚的古文基础。”

2006年，川大“中国
古代文学教研室”编写
的《中国文学》四卷本出
版面世。跟大多数古典
文学书籍不同，川大版

《中国文学》使用繁体横
排，每个专题皆以经典
文本选段为主，辅以少
量注解。目的是让学生
回归文本本身，从经典
中领略古典文学精髓。
这背后就跟曹顺庆的大
力推动分不开。

近几年，教育部关
于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中，提到实行书院制是
可探索的人才培养模式
之一。对此，曹顺庆很

高兴，认为这个决策非
常英明，“书院制是打下
学问厚实基础的摇篮，
传统书院都是要背诵经
典的。”

现在我们经常会听
到人说，当代人创新能
力下降。以及还存在着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

浸 润 学 术 圈 几 十
年，曹顺庆有自己的细
致观察和深度思考。他
犀利指出，由于缺乏对
元典的足够敬畏和文本
细读，“很多学术研究，
都是二手学问，甚至是
伪创新。放眼比较文学
学界——当然也包括其
他人文学科领域，大多
数研究成果都是人云亦
云，缺乏创新能力。造
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
是不重视基础，学风空
疏，对中国的东西没学
好，对西方的东西又没
真正吃透，所以创新乏
力，只能去跟风模仿。
这也就是我曾撰文批评
过的令人痛心的中国文
论‘失语症’现象。”

曹顺庆给出的一个
解药是“回归传统，细读
元典”，“传统经典里有
最本真和核心的中国哲
学、文艺理论甚至科学思
想。如果想要进行真正的
学术创新，一定要从元典
开始读起。否则很可能成
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真正的学术创新，一定要从元典开始读起”

在高校从事文科教育几十
年，曹顺庆深深感受到，“我们的
高校，目前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
育为主，视野比较狭窄。尤其是
在对人的美学教育方面，是非常
缺乏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有机会有条
件上各种才艺班，学习这琴那
琴。大学中文系里也有相关美学
课。但在曹顺庆看来，这离真正的
美学教育还比较远，“大多是被父
母逼着的，不是发自本心。而且很
多人上了中学以后，为了备考大
学，很多艺术项目都放弃了。”

美育的缺乏，在曹顺庆看来，
还是跟传统文化的断裂有一定关
系，“中国古代培养君子，要求修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我们
现在远远做不到。”细数历史上，
很多有成就的人物，都是多方面
发展的全才。比如孔夫子和苏东
坡。孔子也不是天天只会讲仁
义，他是很懂美的。他经常带着

弟子到处去春游。孔子很喜欢音
乐。《论语》中说孔子在齐听《韶》
三月不知肉味。还有苏东坡，更
是诗词书画样样精通。”

一个人有纯正的审美能力，
在曹顺庆看来，不仅仅是会审美，
更关乎一个人生命的整个存在，

“人存在，不是仅仅为了工作，
为了吃饭，为了功利。我很喜欢
海德格尔那句话：诗意的栖居。
诗意的栖居，就是美好的存在
方式。”

那么，美在哪里呢？能感触
到美，是一种特别需要培养的能
力。“除了表面上的美丽、好看、舒
服，美还需要一种内在的东西。
今天缺乏的就是内在的美。在生
活中我们也发现，一个人不惊不
惧，气质都不一样。这种身心和
谐其实也是一种美。人与人之间
和谐相处，更是一种美。这种美，
如果失落了，我们会看见，现实中
好多与美相反的东西。”

“中国人不知道‘十三经’，是非常不应该的”

犹太人被称为最聪明的民族
之一。曹顺庆接触过不少犹太
人，他个人感觉，“仅仅就智商，他
们并不比中国人高多少。但是，
他们有一个汲取智慧的秘诀：非
常重视学习他们民族的经典作
品。”让曹顺庆感到担忧的是，我
们呢，当今的青年人中，有几个能
明确说出来，十三经是哪十三
经？作为中国人，不知道这些元
典，是非常不应该的。”

当代的白话语言体系拉大了
我们与古代语言的距离，读元典，
对于很多人包括相关的博士研究

生，都显得困难。但曹顺庆认为，
这不是问题，“如果从小就培养，
形成阅读习惯，就不会觉得困
难。我们现在认为阅读古典文学
艰涩。其实这都是因为人们离元
典太远，产生一种敬而远之的先
入之见。其实许多典籍，诸如《史
记》《左传》等，故事性较强，知识
丰富，一些叙述也通俗有趣，非常
好看。而且，好多典籍是白话的，
就《诗经》而言，其实你仔细看，它
其实不艰涩。“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什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在唱歌嘛！其实不艰涩。”

“缺乏美育，跟传统文化断裂有一定关系”

“年轻人，你为何如此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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