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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核心，整個貫注在「語文改革」

上，目的在扭轉舊有以文字為中心的哲學，造成「典

範」的轉移，建立新傳統。然而在具體實踐的層面，

卻逐漸導致文言與白話、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白話

文」一詞便具有矛盾的性質，實際上無論是文言文、

語體文都是文，終究都是書面語。常久以來在中文領

域的課程設計中，往往亦陷入語言的二元論神話，編

輯的教材，都以文選的形式為主。本文的目的冀望能

提供中文教學者，能跳出舊的框架，打破文言與白話

的迷思。論文主要共分為四個部份進行：一、文學革

命的歷史意義、二、白話文學史觀的探討、三、「新

語言」的誕生、四、中文教育的迷思。 
 

關鍵詞：白話文、文言文、文學革命、語文教學 
 

1. 前言 

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六）「諭停科舉」，中

止了六百年以八股取士的制度，中國開始艱苦的向現

代邁步。為了揮別舊時代，新文學運動熱烈展開，近

百年來，白話文教育首次進入了語文教學的範疇。但

時至今日，文言文的問題卻一直困擾著所有的國文教

師，一來要面對學生對文言文的排拒感、二來常要回

答同學質問學文言文的功用何在？學習文言文的教

材，除了有利於繼承傳統文化外，在語言訓練和人文

素養的提昇上，都具有一定的幫助。只是在現實生活

中，整個是白話文的環境時，如何提供良好的白話文

訓練，以應現實生活所需，似乎是學生們更迫切的需

求。 
本文的撰寫目的，即在試圖彌縫語文教育的這個

落差，這個落差是文言與白話的對立?雅與俗的對立?
還是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本文首先從文學革命的歷史

意義談起以明暸白話文興起的歷史因緣。其次討論胡

適的白話文學史觀，辨明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特質所

在。「新語言」的誔生一節，則分析文言文與白話文

的 文學美感質素。最後提供語文教學者在思考課程

設計時的一些思考方向，希望能有助於拓展中文教育

者的視域。  
 

2. 文學革命的歷史意義 

一九一七年，《新青年》先後發表了胡適的〈文

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兩篇文章，

此兩篇文章，可說是文學革命運動初期的重要宣言。

胡適提出的「八事」，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見

《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四月）中修正為「八不主義」
1，明白宣示白話文學成為新典範的要求。胡適的「八

不主義」與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中所提的「三大主

義」2，胡適以語言形式的改革為主，陳獨秀的重點

放在思想內容的改革，雖各有偏重，但其立意改革的

精神實無二致。總體而言，文學革命的要求是多方面

的，在文學的形式上需從文言的文體轉換到白話的文

體；文學的內容要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要關照

人民的現實生活，不但題材上要進行改革，觀點上亦

需以民主科學等現代化的思維出發。文學革命所針對

的是文學的全面改革，並非專對著文言文而發動的改

革運動。但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除了八不

主義外，同時倡論，中國二千年來文人所使用的是「死

了的語言文字」寫作，所以「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

學」等等觀點，逐漸將文學革命的改革目標集中在以

白話代替文言的論題上。至此，文學革命運動，便成

為世人所熟知的白話文運動了。 
崇尚文字的傳統，形成了「文」即事實即真理的

誤解。而文學革命所要革的，就正是這樣的一個傳

統。白話文學史觀欲以「口語」為中心，以扭轉舊有

以文字為中心的哲學，目的即要造成「典範」的轉移，

徹底的顛覆掉以文字為中心的世界觀。繼而導致新傳

統的建立，其所造成的影響是： 
 

文學革命則扭轉了以文字為中心的哲學，打

破了中國整個文化傳統的核心，對中國文化

進行一次「解構」：文的優位性喪失了，錢

玄同要將中文改成拼音文字、傅斯年認為中

國字野蠻。文雅與鄙俗的區分消逝了，鄭振

鐸作《俗文學史》、顧頡剛研究民俗。文與

                                                 
1  此八不主義內容為：（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

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

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2  此三大主義內容為：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貴族文學，建

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

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

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暸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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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關係斷了，宗經徵聖載道，被視為對文

學的扭曲；禮樂文教，是與文學無關的政治

事務。由文字文學到文化，全面地質疑、瓦

解、顛覆。從批判文言，到對傳統的全面棄

絕背反，而逐漸由以語言為中心，達到「全

盤西化」。3 
 

文學革命所導致的結果，是對於「傳統」的「全面棄

絕背反」，細繹其間的發展邏輯，周志文曾精闢的指

出：白話文學運動初期的理論，僅可視為反文言運

動。而反文言的理論，也甚少純就文學的觀點出發。

它和二十世紀初期階級意識覺醒後的文化活動緊密

結合，形成了一種混淆、駁雜且極具反叛力量的思想

形態，文言文與小腳、鴉片、「吃人的禮教」成為反

抗者怒視的圖騰，一種集邪惡之大成的幖幟。因為文

言曾凝聚過數千年傳統中國人的思想活動，它必須代

替陳腐的「封建勢力」受過、受罰。4 
從生存面與生活面的功利考量點出發的文學革

命運動，影響深遠。數十年來白話文對教育普及、民

主觀念的提昇、社會的現代化等所起的作用不容否

認，但是白話文運動所製造文言、白話的對立，確也

形成了許多負面作用。尤其是文言與白話的對立，往

往造成在語文教學者許多內外在的質疑與矛盾，所以

釐清文學革命的歷史因緣，應能對教學者在掌握教

材、教法與訂定教學目標上更有定見。 
 

3. 白話文學史觀的探討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初稿作於一九二一年至一

九二二年之際，一九二八年推出新版，內容分為第一

編唐以前及第二編唐朝(上)，從漢初到白居易共計十

六章，約二十一萬字。胡適《白話文學史》的撰述動

機，明顯的是為白話文學運動提供理論上的基礎，以

及提供許多史料為證據。文學史的撰寫者，常因自身

的視野與史觀，為史料重新編定秩序。在多元共生的

今日，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文學史論述的發聲。在女性

主義者撰寫的文學史中，我們見到從性別與個體出

發，可以挖掘出許多新的文本；研究現代小說史的專

家，在不耐感時憂國為現代小說的最高評價時，亦可

倡導諷刺喧閙的作品，方是能達成小說虚構特質的典

範。胡適在《白話文學史．引子》中對文言文與白話

文，定下「死活」之分，明白宣示了他的文學史觀： 
 

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這

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學家

的文學，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

                                                 
3  龔鵬程。〈典範轉移的革命—五四文學改革的性質與意

義〉。《傳統‧現代‧未來—五四後文化的省思》。台

北：金楓出版社，1989 年 4 月，9。 
4  周志文。〈信念與迷思──初期的白話文運動〉。《國文

天地》第十二期(1986 年 5 月)：19。 

大段最熱閙，最富於創造性，最可以代

表時代的文學史。「古文傳統史」乃是模

倣的文學史，乃是死文學的歷史；我們

講的白話文學史乃是創造的文學史，乃

是活文學的歷史。5 

 
胡適這種「文言必死，白話必活」的思維邏輯，曾引

發不少質疑。質疑者往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舉出胡適在其所舉證的史料中，不能自圓其說之處。

例如胡適稱贊王勃的〈滕王閣序〉與駱賓王的〈討武

曌檄〉，之所以能稱誦一時，作法後世，正是因為這

兩篇文章是通順明白的駢文。但能傳誦一時、作法後

世的駢文是活文學，卻顯然不是白話文學。6胡適曾

自嘲說，他自己那一輩人都是從古文裏滾出來的，對

古文下過死工夫，所以究竟還留下一點子「鬼影」，

不容易完全脫胎換骨。所以對於這些責難，論者實應

從寬看待胡適對死文字與活文學的界義。 
以「死活」來論文學，這種過份擬人的修辭手段，

對視文言文為珍寶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直接將他們

心目中鮮活瑰麗的文言文判死刑，實在不易心服，一

批留美的學者如梅光迪、吳宓等人，力主「創造新文

學，必以古文為根基」，在一九二二年，創辦《學衡》

雜誌，即是白話文運動的忠誠反對黨。時至今日，文

學的「死活」，仍是文學理論家熱心處理的問題。如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S/Z》中，討論作

品與文本之間的差異時，認為「作品」指的不再具有

生產性的文本，也就是死亡的文本，而讀者可以再進

行書寫，賦予新意的文本則是具有生產性的文本，即

活的文本。在巴特的理論中，文學的死活，又有了另

一種迷人的判斷。 
  總體而言，在革命的浪頭過去後，平心而

論，文言與白話果真勢同水火嗎？周有光將文

言與白話的界義描述得十分清晰： 

 
什麼叫做「文言」？文言是以古漢語為

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最早根據口

語寫成的書面語中可能就已經有了加

工。加工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省略。古

代書寫工具笨拙，書寫十分費勁，下筆

省略，注重簡潔，是必然的趨勢。另一

種是美化。書面語要求寫得整齊、寫得

                                                 
5  胡適認為在中國舊的文學史中，做文的只會模倣韓柳歐

穌，做詩的只會模倣李杜蘇黃：一代模倣一代，人人只

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了。要想

尋找代表的時代文學，則應去尋找那不「肖子」的文學。

像寫《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老殘遊記》的劉鶚、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的吳趼人，即是不同於方苞、

姚鼐的「不肖子」。參見胡適。〈引子〉。《白話文學

史》。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 年 9 月，14~15。 
6  參見林正三。〈評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東吳中文

研究集刊》創刊號(1994 年 5 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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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經過省略和美化的書面語，跟口

語就有距離了。…… 

什麼叫做「白話」？白話是以現代漢語

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白話也要

加工嗎？是的，有兩方面的加工。一方

面是：寫共同語（普通話），不寫方言。

方言也有書面語，那不是通用的書面

語。另一方面是：對口語要作語法修辭

的規範化加工。規範化的作用是擴大共

同語的流通價值。7  

 
文言與白話，實際上皆是一種書面語，不同的是從甲

骨文至今三千多年，口語已歷經多次變化，而書面語

的變化較小，所以文言文與口語的距離愈拉愈大，所

以學習困難。加上如四六文、八股文的出現，使得文

學形式的格式更加束縛，也耗費了讀書人的無數精

力。所以當百年前開始進入「傳聲技術」的時代後，

文章不僅要求「看」得懂，更要求「聽」得懂，加上

民主的呼聲提高，將文章口語化的需求遽增，所以文

體口語化的情況，就是將原由極少數人壟斷文字的局

面結束，改為學習容易、能夠有多數人學好的白話，

以期大多數的國人能以文字為交際工具，來表達現代

生活與思維。8  
  自文學革命至今已達八十餘年，其實有意

識的提倡白話文，更可上溯至一八六八年黃遵

憲〈雜感〉一詩中：「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

即今流行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

古爛斑。」百餘年來，白話文已取得了文學正

宗的地位，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觀，在其中扮演

的關鍵地位由此可知，白話文在現代生活的各

個領域中，業已發揮了極大的效用。 

 

4. 「新語言」的誕生 

文言文與白話文既然皆是以漢字組合而成的書

面語，那麼白話文，何以稱得上是「新」語言，又怎

能以「誕生」名之？以《小太陽》斐聲文壇的作家子

敏在《陌生的引力》序文中開宗明義一段話是：我用

這本書來表達我的一個文學意念：文學是「具有個別

意義的聲音」的「令人驚喜的組合」。9子敏所審視

的是「現代文學在聽覺上的存在」這個課題。何謂「令

人驚喜的組合」呢？ 
 

一個現代作家，如果不懂得運用現代語

言裏的一組一組「具有個別意義的聲音」

來做他的「文學單位」，如果仍然用「有

                                                 
7  周有光。〈白話文運動 80 年〉。《語文建設通訊》第五

十六期(1998 年 7 月)：1。 
8  同上註，2。 
9  子敏。〈新鮮多汁的水蜜桃──《陌生的引力》的序〉。

《陌生的引力》。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 9 月，7。 

很多同音字」的一個一個單獨的漢字來

做他的「文學單位」，那麼，無論是在詩

裏或者在散文裏，都是一種疏忽。換句

話說，我們不要光講究「字面好看」，我

們要更進一步，考究那「聲音」對現代

人 是 不 是 具 有 明 確 的 「 聽 覺 上 的 意

義」。…… 

一篇好的文學作品，或者一個好的文學

句子，應該新鮮多汁像成熟的水蜜桃。

文學當然不能「不明不白」，但它追求的

是「多采多姿」，並不永遠停留「明明白

白」的水平面。他要鼓動翅膀，離地起

飛，在距離「日常語言的大地」一個適

當的高度上作水平飛行。10 

 
由上可知，「新語言」指的是現代文學中的白話文，

指的是日常語言的「昇華」，一個現代文學作家，只

有在運用真實語言「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後，才有

希望創造「新語言」──那是一種「文化」日常語言

的才能。11  
在子敏對白話文的議論中，除了對新語言抱持深

切期許外，亦對文言文的性質做出說明，他認為以文

言文寫作的古典文學作品，是用「非真實語言」來寫

的，所以它的「意義」與「妙境」最適合用視覺去捕

捉，如果要照字讀音和人分享他創造的喜悅，則很可

能會失望，因為聽眾極難在那聲音中捕捉到「意義」，

所以具創造性的句子，在聽覺中就消失了。子敏認

為：只能靠視覺捕捉的文學是殘缺的。嚴格的說，這

樣的文學並不具備完全的文學條件。文學的妙境，應

該是可以用視覺，同時也可以用聽覺來捕捉的。12 
白話文側重聽覺，文言文依賴視覺，此一觀察大

體屬實。但視文言文為殘缺美，是否公允呢？葉維廉

在〈中國古典詩中的一種傳釋活動〉中，有很精闢的

分析，他認為文言文常常可以保留未定位、未定位關

係的情況。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就沒有

決定「茅店」與「月」的空間關係；「板橋」與「霜」

也絕不只是「板橋上的霜」。沒有定位，作者彷彿站

在一邊，任讀者直現事物之間，進出和參與完成該一

瞬間的印象。在理解文言文時，很多時候並不控制讀

者的觀感活動： 
    

為了達成這一瞬間實際活動狀況的存

真，詩人利用了文言特有的「若即若

離」、「若定向、定時、定義而猶未定向、

定時、定義」的高度的語法靈活性，提

供一個開放的領域，使物象、事象作「不

涉理路」、「玲瓏透徹」、「如在目前」、近

                                                 
10 同上註，8~9。 
11 子敏。〈作家跟語言（二）〉。《陌生的引力》。台北：

麥田出版社，1997 年 9 月，89~90。 
12 〈新鮮多汁的水蜜桃──《陌生的引力》的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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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電影水銀燈的活動與演出，一面直接

佔有讀者（觀者），美感觀注的主位，一

面讓讀者（觀者）移入，去感受這些活

動所同時提供的多重暗示與意緒。所以

我們的解讀活動，應該避免「以思代感」

來簡化、單一化讀者應有的感印權利，

而是設法重建作者由印認到傳意的策

略，好讓讀者得以作較全面的意緒的感

印。13 

 
從葉維廉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明暸，文言文的文學美

感，來自於一種空間的經營，而白話文則是一種時間

性的經營，要達到時空並存的狀況，或許只有類似王

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詩句，才能符合視

聽雙享的標準了。 
現代是新語言的時代，是白話文的時代，以文言

文做為書寫工具的時代業己走遠了，然以白話文創作

的現代詩與現代小說，常常出現較古典詩或古典小說

更為文人化，離群眾更遠的文句。是多媒體的時代來

臨，將文學邊緣化造成的，還是我們應該放開心胸將

流行歌詞、電影對白，也納入文本的行列，這則是下

一步值得再繼續探討的課題。 
 

5. 中文教育的迷思 

鄭國民《從文言文教學到白話文教學》14一書中，

對中國近現代的語文教育的變革歷程有著相當的研

究，從甲午戰後，語文的變革就已展開，白話報出現、

白話教科書開始編制，一九一九年商務印書館的《新

體國語教科書》為第一部現代語文教材。一九三二年

新課程標準公布，一九三五年，新課程標準正式開始

實施，白話文教育由此展開。 
翻看中華民國教育部二００二年五月修定的四

年制科技校院(一般科目)國文教學綱要中，其能力指

標為以下五項： 
（一）傳授固有文化，啟迪時代思想，增進倫理觀念，

激發學生對真、善、美的追求。 
（二）促進學生思考、論辯、質疑、組織、創造、想

像、研究之能力。  
（三）指導學生閱讀、賞析古籍，以提升其語文表達

之能力。  
（四）陶冶學生人文素養，促進人際關係之和諧，並

提升職業道德。  
（五）指導學生研究主題式之課外讀物，以開拓更深

廣之人文視野，並培養終身閱讀  之習慣。 
這五項若能達到，相信確實能大幅提昇學生的人文素

                                                 
13 葉維廉。〈中國古典詩中的一種傳釋活動〉。《當代台

灣文學評論大系．文學理論卷》。台北：正中書局，

1993 年 5 月，220~221。 
14 鄭國民。《從文言文教學到白話文教學》。北京：北京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 

養，然其中的第三項，希望藉著指導學生閱讀與賞析

古籍，以提升語文表達能力的目標，似乎提供了一個

亟待國文教師思索的空間，那就是如何藉賞析古籍，

提升其語文表達之能力。每當學測過後，慨嘆學生作

文程度低落之聲，不絕如縷。從上文分析中，我們發

現，文言與白話雖非全然對立，然而其間的語文訓練

確應有著不同的教材與教法。今日所要提昇的是學生

的白話文的表達能力，那麼我們就要問，賞析古籍是

否足夠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常聽到國文老師準備與教

授文言文教材時，可以十分充裕；反之，面對白話文

時卻往往捉襟見絀，理由安在？主因應是中文教師的

養成訓練中，缺乏白話文的鑑賞課程，但近年來現代

文學領域已逐漸培育出許多學者，相信應能逐漸提昇

白話文的教學。但在理論基礎上，則應加強對白話與

文言特質的認識，從打破文言與白話的迷思入手。 
教育家葉聖陶曾提出，作文應當改為「寫

話」。文章，即是文彩彰明燦爛之意，要寫好

一篇「作文」，感覺上實非易事。然而「寫話」

則是我手寫我口，從最基本的層面，帶領學生

寫明明白白的話，再循序漸進的學習語法修辭

的的規範化加工。再者在教材的分配上，文言

文的教材因有利於傳統文化的繼承，在技職院

校的教材編法上，可以主題式設定單元，環繞

主題，兼重文言與白話之範文，另外，加入現

代應用文書的練習及作文的各種基本表達手法

的寫作。  
 

6. 結語 
我很喜歡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語文教學的困境。

我在淡江大學大二開設的「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程

中，問一百四十位同學：「請舉出一首你最喜愛的詩。」

結果，有九十六位同學最喜愛的是李白的〈靜夜思〉。

這個答案，有不出本人所料之感，但又不免為中國無

數的絕妙好辭覺得遺憾。我想唯一能解釋這個結果的

理由，便是「床前明月光」很白話、能理解，於是就

成了離開考試壓力後的少數記憶，那麼從小讀過的無

數美辭都到那兒去了呢？在東吳大學近五年的大一

國文課程教學中，遇到百分之九十的同學都說不喜歡

國文，因為除了背還是背。其實在這些小例子中，在

在足以彰顯我們語文教育的難度及所要面臨的挑戰。  
上述的例子，從樂觀的角度來看，我們似乎可以

十分確定白話文的魅力。長時間以來，我以現代文學

為研究對象，在教學與研究的時刻，我常自問一個問

題：「什麼才是好的現代文學呢？」投入這個問題的

思索後，發現其牽涉的層面極廣。白話文運動，絕非

純粹的語文改造運動，其與整個思想典範的轉移有著

千絲萬縷關係，沒有經過對於白話文運動歷史的徹底

了解，是很難在心中為「好的白話文」立下標準的。 
但是反觀國內的語文教師，在學校的課程中，卻

鮮少了解白話文的成因，尤其在初等教育中，許多家

長與老師要小朋友背唐詩、宋詞、成語等，荒謬的以



 
 
 
 
 
 
 
 
 
 
 
 
 
 
 
 
 
 
 
 
 
 
 
 
 
 
 
 
 
 
 
 
 
 
 
 
 
 
 
 
 

 

淺析新語言與中文教學 

43 
 

為只要能搖頭晃腦的吟詠，享受音律，就達到了語文

教育的目的。殊不知，在小朋友尚沒有足夠的人文素

養去理解這些美文時，這些中國的美辭，形成了強大

的「背書壓力」，這種壓力，有時大到令人對語文教

材敬而遠之。中文系的學生往往無奈的接受「背功一

流」這種「謬譽」。盼望未來在語文教學中，能一貫

的啟發並保護學生對語文的興味。針對語文教學的理

想，我提出以下藍圖，主要希望達成三個目標： 
（一）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清楚認識 
（二）閱讀的建立 
（三）表述的建立 

以下分別述之： 
（一）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清楚認識 

在中國新文學史、台灣新文學史的歷史基

礎下，對白話文的歷史成因做一清楚了解。例

如明白胡適等人的深心外，亦需了解反對者如

「學衡派」的立場，對民國初年的種種語文改

革背景徹底了解，幫助學生思考文言與白話的

差異所在，以奠定理論基礎。由此希望達到的

學習效果，乃為語文教學者在心中立下一把

尺，以便未來能針對教學對象，選擇最適合的

語文教材。 

（二）閱讀的建立 
除了不傷害閱讀者的興趣外，培養閱讀的

興趣，是在教學現場的老師的努力重點。課外

讀物的補充，亟需老師的費心，選擇適合教學

對象的讀物，為班級建立小藏書室等。 

（三）表述的建立 
幫助學生做語文發表，是十分重要的一

環，寫作之外，亦應學習聆聽與口語表達的能

力。語文教學者必需先熟練基礎寫作技巧，如

抒情文、記敘文、議論文的技巧，並學習修辭

學、編輯及出版的知識，盡量啟迪對語文課程

的興趣。我們從事語文教學時，若有能力指導

學生做發表的活動，相信定能為彼此留下生命

中彌足珍貴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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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the New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 is 

to change the language, words and old concepts. It was 
the old philosophy that regarding words as the center, 
but the new concept is changing the language as the 
center instead of word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it caused gradually contradiction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In fact,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are both written words, they are 
not opposing. For a long while, when design and edit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he teachers cannot 
avoid this contradiction thinking and sometime fall into 
this opposing trap. The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is to help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ers jump out of this trap and 
break the contradiction myth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This thesis contains four parts: Firs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Seco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for 
Vernacular Literature; Third, the birth of "New 
Language"; Fourth, the myth of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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