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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学经典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
———兼论《岳阳楼记》中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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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善美、生存、爱情、尊严、正义、自由、幸福，这些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思考

和命题。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直达读者灵魂

深处，承续传统文化，传递时代精神。这是经典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原因。《岳

阳楼记》蕴含着无媚气有志气的独立精神、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和“我将无我”

的牺牲精神，以及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阅读《岳阳楼记》等文学经典，可以培

养大学生的独立精神、理性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潜移默

化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大学生成长为一个有

理想信仰、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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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

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责任，要深入挖掘各类课

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

程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觉

悟［１］。文学经典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道德情

操，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宝贵的

教育资源。当前，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学者及成果较多，但从文学经典角度对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探讨的较少。鉴于此，本文

拟以《岳阳楼记》为例，深入挖掘文学经典所蕴

含的时代精神和道德情操，探讨文学作品对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以期为进一步提高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参考。

　　一、文学经典何以历久弥新

　　真善美、生存、爱情、尊严、正义、自由、幸

福，这些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思考和命题。伊拉

斯谟说过，愚蠢是一种公共危害；但丁笔下的浮

士德穷其一生在不停地追求知识、爱情、美；哈

姆雷特的经典发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

问题”等等，都是对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在

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步伐，社

会进入一个庸俗、浮躁、娱乐化的时代。碎片化

的信息和图像、快餐式的娱乐产品充斥着大学

生的生活，经典被逐渐忽视。文学作品的阅读

不同于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阅读，读者面对的

是虚构空间以及虚构空间下的人物和故事情

节。文学作品通常使用隐喻、拟人、比喻、类比、

夸张、讽刺等修辞手法使作品文本陌生化。心

理学家Ａ．Ｂｏｗｅｓ和 Ａ．Ｋａｔｚ在一项实验研究中

发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和充满文学色彩的语

言可以提高读者的认知共情能力［２］。文学经典

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直

达读者灵魂深处，承续传统文化，传递时代精

神。这是经典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原因。

　　二、《岳阳楼记》简析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传

统文化精品在当下中国弘扬家国情怀的氛围中

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这其中令人振聋发

聩、荡气回肠的瑰丽名篇，首推范仲淹的《岳阳

楼记》。这篇具有诗词魅力的散文名篇使后人

推崇之至的是其坦荡博大的胸襟和忧国忧民的

家国情怀。北宋之后，历经南宋、元、明、清、民

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岳阳楼记》被世人颂

扬，历久弥新，其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艺术造诣、

人格魅力和政治抱负使其成为“上下千年唯此

一文”。

《岳阳楼记》全文由六段组成。第一段，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用时间、地

点人物起笔；“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属予作文

以记之”，以事起兴，用“事”字诀。第二段则高

屋建瓴，浓墨重彩地描写洞庭湖的气象，借大好

河山来表达诗人恢弘的志士之气，用“形”字

诀。接下来两段，寓情于景，气势恢宏，文采飞

扬。诗人用高度浓缩的语言，借用天地花鸟数

十种不同意象，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一悲一喜

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第五段，突然拔高，以哲

理发文，“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

这一精华妙语，将范公忧民报国之志跃然纸上；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环境变化改变心

情，不因个人得失动心移志；“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宠辱不惊、忧国

忧民的家国情怀感天动地；然后，笔锋一转，自

问自答，“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何时个人

才能享受到快乐呢？回答则是千古绝唱“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天下，情

系苍生，用的是“理”字诀。这里既是文章的高

潮之处，又是全文的主题所在。“先忧后乐”、

大公无私是新时代的道德、政治文明，是中华民

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范仲淹“立德立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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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理性之美，造就了千古不朽的《岳阳楼

记》。本段结尾处由“理”回转到“情”：“噫！微

斯人，吾谁与归？”高处不胜寒，知我者何人？

独怆然而涕下。第六段，妙笔一转回到记事，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完美收官，余音绕梁。

　　三、《岳阳楼记》所蕴含的时代精神

和道德情操

　　《岳阳楼记》既蕴含有丰富的时代精神，又

蕴含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１．《岳阳楼记》所蕴含的时代精神

（１）无媚气有志气的独立精神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焉介如石，可

裂不可夺”，体现出诗人的高风亮节、铮铮傲

骨。据历史记载，范仲淹曾三次被贬。第二次

被贬至杭州桐庐，汉朝严子陵曾隐居桐庐，他是

刘秀还未称帝时的好友。东汉刘秀称帝后，严

子陵坚决归隐不做官。范仲淹在桐庐时，为纪

念严子陵，为他修建了一座祠堂，并做文《严先

生祠堂记》，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赞扬了其“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精神品质。范仲淹在第三次被

贬、途经狄仁杰的祠堂时，又为狄仁杰写下：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不

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訫大

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

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３］这段文字掷地有

声、刚不可摧、方不可变，正是范仲淹自身秉性、

人格、气质的写照。

范仲淹身世凄苦，出生的第二年其父就过

世了。范仲淹的母亲带着他改嫁朱氏，他也改

姓朱。范仲淹年少读书都是借宿附近庙里，头

一天晚上煮一小锅粥，第二天粥凝固后切成四

块，早晚各吃两块，佐少许咸韭菜。“断齑划

粥”这一成语就是由此而来。他的朱氏兄长，

不用功读书，挥霍无度，他好言相劝，却被朱氏

兄弟羞辱道：“你在我们朱家寄人篱下，哪有说

话的资格。”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发誓期以

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有志者事竟成”，

只用了五年时间，范仲淹就在大中祥符八年

（１０１５年）中进士，做官后，他就将母亲接到身

边，重新恢复范姓。

（２）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

亚里士多德曾对其师柏拉图说：“吾爱吾

师，吾更爱真理。”具有求真、独立精神的人，在

政治上就不容易动摇。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封

建社会，范仲淹的求真务实精神尤为可贵。做

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

对八荒”。范仲淹一生为官，从不随波逐流，人

云亦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以国家利

益为重，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可见，凡成大事

者，首先应在人格上独立，理性处事，敢于牺牲。

（３）“我将无我”的牺牲精神

“不以己悲”，是抛却个人利益，不患得患

失，为官不滑，为人不奸。范仲淹道德标准是：

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可以牺牲自己。

１０３８年，宋、夏战事不断。１０４０年，宋仁宗

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

赶赴前线。此前，朝廷曾任命数人，但无人前去

赴任。此时已年届 ５２岁的范仲淹挺身而出。

他虽文人出身，从未带兵打仗，却最终领兵获

胜。这固然彰显了他的文韬武略，但尤为可贵

的却是体现了他“国有难，舍我谁”的国士

精神。

范仲淹与滕宗谅（即岳文中的滕子京）的君

子之交，也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真实体

现。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也是一个热血

报国的忠臣。滕宗谅在边防效力，招兵买马，犒

赏将士，重振旗鼓，但却被人诬告谋反，险遭杀

害。范仲淹立排众议，据理力争，方使其保住了

性命，但被贬到岳阳，这才有了后来的《岳阳

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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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岳阳楼记》所蕴含的道德情操

《岳阳楼记》所蕴含的道德情操主要体现

在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１）忧国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国强则民富，国

盛则业兴。《岳阳楼记》写道：“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忧君即是忧国。范仲淹的忧国情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敢说真话，犯颜

直谏；二是大胆改革，付诸行动；三是宠辱不

惊，不忘初心；四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２）忧民

《岳阳楼记》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国家、政治的本质就是管理社会、服务百

姓。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是政治运作中的根

本内容［３］。忧民的本质在于官员的公理心、奉

献精神。范仲淹认为，君要“爱民”“养民”，要

轻徭役、重农耕。范仲淹从中进士到入京任职

前，为官地方１３年，这１３年炼就了他的忧民之

心。范仲淹的忧民之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

面：一是为民办事。范仲淹有很多突出的政绩，

其中的一项是修筑海堤。１０１２年，范仲淹在泰

州做官，负责管理盐仓。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

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当时，范仲淹只是一

个盐场小吏，海堤之事并不由他负责。但范仲

淹看到百姓为此深受其苦，国家为此每年也遭

受重大损失，于是多次建议朝廷修复海堤。后

范仲淹任职受灾地区兴化县的县令，他制定了

海堤修复规划，身体力行，亲自监督，三年时间

海堤修筑大功告成。海堤修好后，兴化县的经

济逐渐恢复，朝廷盐利增收，离家在外的百姓重

新回到故乡。老百姓为了感谢范仲淹，将此堤

命名为“范堤”，甚至有人改姓氏为范姓，引以

为荣。“景范希望小学”就是人们为纪念范仲

淹而建的，我国现在共有３９所这类小学。二是

为民请命。１０３３年，地方蝗灾、旱灾盛行，已入

京做官的范仲淹上书朝廷赈灾，见未有回复，范

仲淹冒杀头风险质问皇帝宋仁宗：我们在上面

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

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

的怎能熟视无睹？宋仁宗自知理亏，顺势派范

仲淹前去赈灾。到了灾区，范仲淹立即开仓放

粮，救济百姓，同时大力恢复生产。他统筹兼

顾，未雨绸缪，为预防灾后疫情，广设诊所，并亲

自参与研制出了抵御传染病的药丸。返回京城

时，范仲淹特意将灾区百姓吃的“乌味草”带给

宋仁宗，让其了解百姓疾苦，并建议仁宗皇帝传

诏：杜绝宫中奢侈浪费行为。

　　四、文学经典对青年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启示

　　研究表明，阅读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对

个体心理和认知的确会产生不同的影响［４］。短

时间阅读文学作品虽不一定能够提高个体的心

理素质，但长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一定可以提高

人们的认知水平。经典的确立并不只是单纯的

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政治命题，经典构成一

种制度化的文学知识体系［５］。因此，文学经典

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今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世界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特别是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暴发，使我国在政治、经济上都遇到了重大压力

和风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

挥和领导下，我国率先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

胜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可。同

时，也有各种不利声音在网络上传播，试图抹黑

我国的形象和转嫁矛盾。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

的一大活跃群体，容易受到虚假言论的迷惑。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既要上好自己的专业课，更

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岳阳楼记》作为文学经典的优秀代表，具

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意义。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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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国力增强的同时，坚定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尤为重要。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精神，

需要我们重温经典。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在青

年大学生中进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形

成崇尚国学、流传经典的良好氛围，达到享受经

典、润物无声的境界，应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

铁肩道义、责任担当。

《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传诵的经典名篇，其

所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

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家国情怀，一千多年来赢得了亿万人的赞颂和

推崇，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跳动着民族的脉搏，

成为所有志士仁人的思想价值体系的重要基

石，更是今天日益富强文明和谐美好的中国所

蕴涵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利用和发挥优秀文

学作品的育人功能，将文学经典融入当代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领学生重温经典、领悟经

典、崇尚经典，让以天下为己任、胸怀祖国、心系

人民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润物无声地根植在学生

的心中，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担当和使命。

《岳阳楼记》这一千古绝唱之作，为当下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贵的精神食粮。教

育工作者深谙此文，艺术性地把此文的精神境

界和道德情操融入课堂思政，既能活跃课堂气

氛，又能把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传

统文化精髓传播开来，做到相得益彰，润物无

声。阅读《岳阳楼记》等文学经典，传递和弘扬

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可潜移默化地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大学生成长

为有理想信仰、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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