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筆者這份《大學國文科課程研究》書稿，是一九八三年的一項課題結項報告，從寫作時間

上看，是中國大學語文百年第一種專題著作，當時未及出版，現經「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同

仁推薦，認為有出版價值。書稿分正文與附錄兩大部分，正文又分三章：第一章「大學國文

科的歷史沿革」，從清朝末年起，述及「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至現在」等幾個歷史階段大學國文學科的發展過程。第二章「大學國文科教材」，

詳細介紹了有代表性的三十六種大學國文教材，並略加點評。第三章「大學國文科課程檢討」，

研究了設置本科的意義、教學目標、課程設計等重要問題。書稿又有三種附錄，所附資料既是

筆者撰寫書稿之所本，亦可為讀者及後來研究者提供方便。書後附《大學國文課程百年變遷與

新世紀的挑戰》一文，雖是後來的寫作，卻正是前期書稿研究的拓展性成果。

作者簡介

楊鍾基，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生於香港。學歷：一九六七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榮譽文學士。

一九七二年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博士課程畢業。職歷：一九七三年至二○一四年任教於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先後任副講師、講師、教授。行政職務及校外服務舉要：聯合書院

通識教育主任、語文自學中心中文部主任、香港考試局中國語文科科目委員會及考試委員會主

席。學術著作：《詩集傳輯校》等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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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一 
 

譚  帆 

 
 
 
 
中國的大學語文課程是一個整體，開設學校包括大陸高校，也包括港澳

臺高校。在大學語文理論研究方面，港澳臺至今沒有一種專著，所以香港中

文大學楊鍾基教授的《大學國文科課程研究》書稿有一種拾遺補缺的價值。

書稿是在 1983 年完成的，其時香港尚未回歸，在一個殖民地性質的區域，而

有和大陸共同的研究，這說明大學語文作為中華母語教育具有強大的凝聚

力。該書稿還是在參加了『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首屆年會（南京 1982）之

後有感而著的，更是我們『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的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

特此推薦。 

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會長  譚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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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何二元 

 
 
 
 
中國的大學語文課雖然已有一百多年歷史，但是學科理論研究滯後，直

至 2007 年才有第一種專著，其後以一年一種的速度緩慢遞增，至今也才有

十幾種。然而，在 2017 年年底，我有了新的發現，我在方克立等主編的《中

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下卷）一書中，讀到香港中文大學楊鍾基教授的《大

學國文課程百年變遷與新世紀的挑戰》一文，其中提到：「筆者曾在 1983

年制定研究計劃，考究大學國文科的歷史沿革及在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

實施情況，並搜集民國以來的大學國文教科書，加以敘錄及評論，撰成 12

萬字的研究報告。」這則信息一下子就吸引住我，假如這篇報告已經出版，

那才是百年大學語文第一種專著，而且把已知第一種專著的時間整整提前了

二十四年。我開始託人查尋，香港浸會大學珠海學院的王琴，正在澳門大學

學習的劉文菊等人都幫我託人輾轉查尋，甚至已經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查

到了該書的索書號，但是架上無書，管理員也說不清原因。中文大學中文系

何志華主任得知此事，乃轉告早已退休的楊鍾基教授，此時已是 2018 年，

在 2 月 12 日晚我收到了楊教授的第一封電郵： 

二元教授賜鑒： 

承何志華主任轉來閣下大函，拙作研究報告幸蒙垂注，不勝感銘。查該

份三十餘年前之研究報告當時並未付梓，僅有手寫原稿及影印本各一。影印

本存於圖書館，手寫本則輾轉借供講授大學國文之同事參考，印象中最後似

存於中文系資料室。退休後多次遷居，藏書多寄於倉庫，印象中庫中並無此

份報告，則相信已為佚籍矣。回思當日作此研究之時，所據兩岸三地之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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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遠不及今日之完備，而大學國文課程在本人退休前後屢有重大變革，

而大學國文教育史，實有全面研究之價值。若有來者從事於此，則當日草創

蕪篇，散佚絕不足惜。知關錦注，耑此奉聞，並頌研祺 

楊鍾基敬覆 

讀罷茫然，遺憾如此重要的資料竟成「佚籍」。我從退休以後即專心研究

大學語文，尤其是大學語文百年史料，多次為史料難尋或佚失感到惋惜，譬

如在張瑋瑛王百強等主編的《燕京大學史稿》中看到燕大國文系 1936 年曾出

版兩期《大學語文》月刊，卻查無所獲；又譬如現在大家論文論著中都輾轉

引證的那份「教育部大學語文教學大綱徵求意見稿」，竟然也是「確有其事，

查無實證」。此次楊教授的書稿，想必也是如此了。 

不料僅隔一天，忽然又收到楊教授的第二封電郵： 

二元教授賜鑒： 

前日奉覆大函，其後昔年學生黃念欣教授偶檢大學圖書館目錄，竟然重

見此報告。立即託其制作 pdf 圖檔，謹隨本函奉上。少作佚而復睹，更蒙方家

垂顧，實乃望外之喜。懇請不吝斧正，以匡不逮。耑此敬頌年禧。 

楊鍾基謹啟 

電郵並附清晰的電子影印版，這真是柳暗花明，喜悅的心情難以言表，

這天是 2 月 14 日，舊曆 2017 年除夕的前一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美國作

家歐‧亨利的那篇《麥琪的禮物》，儘管這只是中國的新年，這個比喻未免不

倫不類，但是我想不出別的更好的比喻來說明此時的心情。其後幾天裏，我

都沉浸在捧讀這份書稿的喜悅中，越來越感覺到，這對於大學語文研究工作

來說，確實是一份最最寶貴的禮物。 

楊鍾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系教授，曾任中文系語文科教學委員會主席、

香港考試局中國語文科科目委員會及考試委員會主席、香港考試局中國語文

及文化科科目委員會及考試委員會主席等職，1982 年，他和中大兩位同行一

起來到南京參加「全國大學語文教學研究會」首屆年會，提交了《香港中文

大學「大一國文」科教材檢討及小組導修簡介》論文，回去後，即著手撰寫

此份報告，並在 1983 年完成書稿。或許作者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部書稿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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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才會以手稿的形式擱置至今。如果不是他後來收入《中華文化與二十一

世紀》書中的那一篇《大學國文課程百年變遷與新世紀的挑戰》偶而提及，

恐怕再也無人知道還有這樣一部書稿存在。那麼，這部書稿究竟有什麼樣的

價值呢？筆者試從以下幾點加以說明。 

第一，中國大學語文百年，很長時間裏一直沒有產生理論專著。本來八

十年前（1938 年）葉聖陶先生差點寫成第一部大學語文專著，當時是抗戰時

期，葉老應聘遷址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教大一國文，他躊躇滿志，給夏丏尊

寫信說：「弟現在不只作初中國文教師，且作大學國文教師，……若教了一年

半載，實際經驗一定不少，……可以編一部國文教學法的講義矣。」﹝註 1﹞然

而葉老在武大受一些守舊派的排擠，沒到一年，就離開了這所學校，大學國

文教學法講義云云自然也就不再提起。從此整個民國時期再也無人問津。歷

史又過了整整四十五年，才有楊鍾基先生的這部書稿，可惜完成之後沒有出

版，真所謂束之高閣藏之名山了。歷史又過了二十四年，大陸高校才正式出

版了第一種大學語文研究專著。﹝註 2﹞從這三個歷史節點看，大學語文研究專

著從計劃撰寫而未果，到完成撰寫而未出版，到終於能夠出版，倒也符合學

術研究從無到有的規律，只是這歷史的跨度實在太大，令人不能不珍視其中

每一跨步的歷史價值。 
第二，該書稿寫作時間是 1983 年，其時香港尚未回歸，還是一個殖民地

性質的地區，這說明作為中華母語高等教育的大學國文（內地叫「大學語

文」），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穿透力，這是一種語文回歸和文化回歸，推動了

香港地區的主權回歸。這也鼓舞我們，對於目前尚未統一的臺灣地區，只要

我們民族共同的母語教育還在，還開設著相同的大學國文（大學語文）課程，

就一定能成為國家統一的推動力量。這也是這部書稿在學術之外的重大政治

價值。 
第三，該書稿填補了大學語文教育史上的一段空白。大學語文在民國年

間是高校一門公共必修課，1949 年後中國大陸高校漸次停開了這門課，直至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才在匡亞明、徐中玉等人的呼籲倡導下重新開設，因此

人們常說 1949 年至 1979 年這三十年是大學語文的空白期。但是這個說法是

不準確的，從兩岸三地一個中國的立場看問題，大學語文一百多年來從未有

                                                      
﹝註 1﹞ 《葉聖陶集》第 24 卷（第二版），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4，第 132 頁。 
﹝註 2﹞ 彭書雄《大學語文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武漢：崇文書局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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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間斷，楊教授的書稿就證明了這一點。書稿詳細介紹了三十六種大學語文

教材，其中有十九種就是 1954 年至 1980 年間的港臺高校教材，這就用事實

材料填補了大學語文教育史上的這段所謂的空白。 
第四，該書稿寫作態度非常嚴謹，收集資料極其詳盡。作者敘述收集資

料的過程說：「曾經親訪或託人查閱之圖書館計有：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

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館、臺灣政治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加

州伯克萊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書稿對收

集到的資料又做了大量細緻的研究整理工作，書後的三個附錄構成全書重要

組成部分，其中「附錄一大學國文科研究論文目錄」和「附錄二本書參考書

目」，為後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線索，尤其是港臺方面的研究資

料線索。「附錄三大學國文課本選文索引」則更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將三十

多種教材中的一千六百多篇選文按照歷史年代和作者進行編排，分別標注出

某一篇目曾由某幾種教材選用，這可以成為後來者編寫教材和撰寫論文的重

要參考資料，假如不能正式出版，實在是太可惜了。 
第五，書稿具有縱向與橫向的宏觀理論視野。在縱向軸上，書稿第一章

「大學國文科的歷史沿革」包括四個歷史片段：（一）清朝末年；（二）一九

一二至一九三六年；（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四）一九四九年至現在。

尤其是把大學語文學科的源頭上溯到 1898 年的京師大學堂，具有正本清源

的史料意義。須知直至今日，大陸的一些研究者（包括一些領導）仍然把大

學語文視為後起的補課性質的臨時課，所以作者的研究是有超前意識的。橫

向方面，作者研究港臺高校大學語文，自然是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他

也不忽視港臺與大陸的橫向研究，譬如關注到 1950 年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編委會編寫的兩部教材，關注到 1982 年「全國大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的成

立及徐中玉主編的教材。作者還注意到即使大陸高校停開大學語文期間，也

有學校以「習作與欣賞」之類的形式實際承擔著這門課的教學任務，所以他

認為大陸高校中斷大學語文教學的時間只有十五年，這是非常獨到的眼光。 
第六，該書稿雖然沒有發表，但是據楊教授給筆者的信中介紹，當時有

影印本和手寫本兩個文本，「影印本存於圖書館，手寫本則輾轉借供講授大

學國文之同事參考，印象中最後似存於中文系資料室」，這也必定在小範圍

內發生過影響。至於作者自己，在經過了這樣的系統研究之後，再寫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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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乃至主持香港考試局中國語文教育的工作，必然是更加胸有成竹、

駕輕就熟。1983 年，作者在此份研究報告的基礎上，作為第一主編與「大一

國文教學小組」其他成員合編了《大一國文教材》，並由香港華風書局出版

發行。此後，楊教授又撰寫過多篇大學語文研究論文，僅筆者看到的，就有

《從中大經驗看語文能力提高計劃的分工與配套》（1997）、《「大學語文」科

的規劃和實踐》（1998）、《就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的困局探討語文自學中

心的角色》（2001）、《從因材施教到學以致用探討大學語文自學中心的發展》

（2001）《從聯合書院的歷史看書院在通識教育的角色》（2002）、《香港中六

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文化部分的教學與測試》（2002）等，

尤其是洩露書稿信息的那篇《大學國文百年變遷與新世紀的挑戰》（2000），
更是鴻篇佳構，假如沒有前面書稿寫作的基礎，相信是很難寫得出來的。 

第七，這部書稿的出版，即使遲到了三十五年，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價

值，書稿中提出的種種觀點，對今天的研究仍有指導意義。尤其是香港高等

院校一直沒有中斷大學語文課的開設，相比大陸高校具有某種超前的經歷，

他們在三十五年前所經歷的、所遭遇的，恐怕正是大陸高校今天正在經歷

的、正在遭遇的，譬如高等教育擴大招生後大學生母語水平下滑的現象，譬

如英語教育衝擊母語教育引起的危機，譬如商品經濟衝擊下語文教育的實用

化趨勢，以及如何通過開展通識教育、開設「語文自學中心」等措施，應對

和解決這些問題等，相信今天的大陸同行讀來，都仍會有醍醐灌頂之感，所

以筆者真誠向同行們推薦這部書稿，並期待書稿早日出版。 

（注：何二元為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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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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