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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理论    课程教案 

编 号：      05       

授 课 题 目 文学象征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第 2 学期第 2 周 学    时 1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标： 

1．素质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贯注中华文化血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知识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

的根据，理解文学象征的美学特征，掌握文学象征的分类。 

3．能力目标：通过本教学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文学象征的特

征，掌握运用文学象征的技巧和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 

（1）文学象征提出的依据 

（2）文学象征的美学特征 

2．难点 

（1）文学象征的美学特征 

（2）文学象征的分类 

课程思政： 

1．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在讲授华夏民族悠久的象征艺术传统时，激发学生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

情，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意识。  

2．预期成效 

（1）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2）引导学生抵制“以洋为尊”的错误行径和“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想。 

教学方式和手段： 

1．教学方法 

启发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2．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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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导入：（3分钟） 

《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诗歌

以南山之岩石起兴，南山上巨大的岩石恰好是赫赫权势的象征，诗人对权势赫赫、祸国

殃民的“师尹”非常憎恨，用诗来谴责。可见，起兴已具有象征艺术的特征，说明象征

艺术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源远流长。  

主体部分： 

一、文学象征 

文学象征是以表达观念和哲理为目的、以暗示为基本艺术手段、具有荒诞性和审美

求解性的艺术形象。 

（一）文学象征提出的依据（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5分钟） 

象征艺术是人类古老的艺术形式，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象征艺术传统，《周易·系

辞》最早阐释了“立象以尽意”的原理。《系辞》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

之意，岂可不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段

话的意思是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所以，圣人才创立卦

象来表达心意，设制卦象来反映事物的真实与虚伪，使用系辞来表达他要说的话。 

那么卦象是怎么创设的呢？古人的方法是“观物取象”。 

《系辞传》记载：“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

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包羲氏（也叫伏羲氏）统治天下，向上则观看日月星辰的变化，

向下则了解地面上多种生物的变化规律，察看大自然中鸟兽的花纹及大地的合宜，近处

择取自己的亲身体验，远处择取观察到的事物，于是，根据这些情况创设八卦，用来传

达神明的心意，类推万物的规律。也就是说八卦不是凭空创设的，而是包羲氏根据他对

自然现象与生活现象的观察创设出来的。 

八个卦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有乾卦、坤卦、巽卦、震卦、坎卦、

离卦、艮卦、兑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巽代表风，震代表雷，坎代表水，离代表火，

艮代表山，兑代表泽。八卦就像八只无限无形的大口袋，把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装进去了，

八卦互相搭配又变成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例如，这个晋卦，卦形是坤下离上，也就是，地在下，火在上，这个卦象是我们的

老祖宗观察了太阳从东方大地上升起、篝火从野地上熊熊燃烧这一类现象后创设的，它

象征了一切处于上升阶段的事物，比如人的成长、事业的发展、国家的兴盛都可以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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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来表示。 

又如，这个革卦，卦形是离下兑上，也就是，火在下，水在上。这个卦象是我们的

老祖宗观察了火把水煮沸腾或者水把火浇灭这一类现象后创设的，象征了一切处于变革

阶段的事物，比如正在改革的企业、正在合并的高校等等。 

再如，这个谦卦，卦形是坤上艮下，也就是，地在上，山在下。这个卦象是我们的

老祖宗观察了山顶上有平地这一现象后创设的，象征了一个人到了最高处，就要平实，

要平，要稳，不要自鸣得意，不可一世，一旦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就没有下山之路可

走，就会走向绝境。同时也说明，凡是德行很高的人，都是不炫耀、不张扬的谦逊低调

之人，我们谓之谦谦君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六十四个卦象可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道理，因

此，周易的“立象以尽意”是文学象征提出的最初依据。 

受《周易》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象征艺术。 

◆五大瑞兽 

1．白虎 

象征着威武和军队，所以古代很多以白虎冠名的地方都与兵家之事有关，例如，古

代军队里的虎旗和兵符上的白虎像。 

2．龙 

自古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有帝座的寓意，有神武、力气、出色、掌财的象征。 

3. 凤凰 

几千年来，凤凰在我国国民的心目中，一直被视为漂亮、吉祥、仁慈、安静、有德、

自然、顺天道、尚人文、致太平、向光亮的象征。 

4. 龟 

龟背的纹理宗密，中国人一直信任，龟暗藏着天地的机密，因此它也成为一种神秘

而储藏着丰盛的文化内涵的动物。同时，更是由于龟寿命极长，所以成了长寿的象征，

人们多用“龟龄”喻人之长寿或与“鹤龄”联合称“龟龄鹤寿”和“龟鹤齐龄”。自古

以来人们信任其能带来祥瑞之气，龟已成为先行先知的灵物，摆放玉龟可以化阴补阳，

调节室内阴阳平衡和自然磁场，能补运气旺财位，用玉龟镇宅可平平安安，吉祥富贵。 

5．麒麟 

麒麟与貔貅、凤、龙、龟并称为“五灵”，麒麟为“五灵”之首。传说中麒麟性情

温良，不履生虫，不折生草，头上有角，角上生肉，是有德行的仁兽，因此，历代帝王

都爱麟，把它的呈现视为国之奇瑞，以示自己皇威显赫，诏示清明。人们视麒麟为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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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传说中凡麒麟踩过的处所，都会给那里的人们带来好运，故有“麒麟吉祥”。在传

统文化中，麒麟是祥瑞的象征，古来就有“盛世出麒麟”的说法，同时民间也笃信麒麟

是消灾解难，驱除邪魔，镇宅避煞，催财升迁的吉兽。 

再如，我们今天很多建筑前面都有两头狮子，可以辟邪纳福，这两尊狮子颇有讲究，

一般来说是一雄一雌、成双成对的，而且，位置是左雄右雌，左侧的雄狮踩球，代表脚

踏环宇，是权力的象征；右边的雌狮脚下是小狮子，象征子嗣绵长。 

除此之外，先秦儒家比德式思维方式等，是古代文学象征的明证。像孔子讲“知者

乐水，仁者乐山”，用水来象征智者的周流无滞，用山来象征仁者的厚重不迁，就是早

期的文学象征。 

这种文学象征并非孔子独创，而是对《诗经》创作手法的承袭，《大雅·崧高》篇

便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的嵩山象征周代重臣甫侯和申伯的敦厚持重，《鲁颂·泮

水》以泮水象征鲁僖公的通达灵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学象征都有其深植的文化土壤，我们要真正理解文学象

征，就要回归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社会主义文艺不仅要

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抛

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我们自己的精神命脉。”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贯注中华文化血

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以洋为尊”的错误行径，反对 “去中国化”的错

误思想。 

（二）文学象征的特征（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2分钟）  

1.暗示性 

文学象征所具有的非直接的表义特征。 

黑格尔：“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的“意义的表现”。 

例 1：梅特林克《青鸟》  

《青鸟》是一部六幕梦幻剧，该剧描写了樵夫的孩子蒂蒂尔和米蒂尔在圣诞节前夜

受仙女之托为邻家生病的女孩寻找青鸟的经历。他们到了了思念之国、夜之宫、森林和

墓地，又来到了幸福王国和未来王国。他们找到的青鸟不是改变了颜色就是死掉。最后，

他们发现，自己家的斑鸠就是青鸟，它治好了女孩的病，并且飞走了。兄妹俩也在这一

次历险中领会到了幸福的真谛：原来青鸟就在自己家里，而幸福，就在身边。只有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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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幸福给别人，自己才会感到幸福。作者通过两个孩子寻找青鸟的故事，象征人类对幸

福的渴望与追求，青鸟就在身边暗示了我们的幸福就在身边。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培养学生的知足常乐的心态，用心去感受、珍惜身边的幸福；同时，引导学生积极

主动帮助他人，奉献社会，在帮助他人和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体悟人生之乐。 

例 2：臧克家《老马》  

诗歌描写的是一匹在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供人役使的老马形象。它负重前行，头颅

低垂，脚步沉重，常受鞭打，老马的辛苦、劳累及其对苦难生活的沉默态度、对前途命

运的无望无助等，暗示了旧中国人民饱受欺压，忍辱负重，但又看不到出路的生活状态。 

2.哲理性 

文学象征表达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事物的哲理性观念、意念或者说是一种哲

理性的思考。 

例：卡夫卡《变形记》  

《变形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

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格里高尔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

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

虫，丧失了劳动能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

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

厌弃他。最后，格里高尔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死去，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

他的父亲萨姆沙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则“带着忧伤的笑容”。格里高尔变成

大甲虫后遭家人嫌弃最后孤独死去的过程，传达了“他人即地狱”的哲理。 

3.荒诞性 

（1）形象的荒诞性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刑天在头被砍掉后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战斗，埃及狮身人面

像是人与兽的嫁接，华沙美人鱼铜塑是美女与鱼身的组合等，这些都是现实中不可能有

的事物，具有形象的荒诞性。 

（2）生活情理上的荒诞性 

我们再来看生活情理上的荒诞性，例如，尤奈斯库的剧本《秃头歌女》，该剧本讲

述了这么一个故事，马丁夫妇应邀到他们的朋友史密斯夫妇家去做客，到达史密斯家的

客厅后，这对以夫妇名义而来的男女竟然互不认识，他们礼貌而谨慎地对话，发现彼此

有很多相似之处：来自同一个地方、坐的同一列火车、有一个同名并长得同样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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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还住在同一张床上。整个情节非常荒诞，不符合生活情理。 

4.多义性 

文学象征蕴含多重意义空间。 

例：李商隐《锦瑟》  

有人说是写给令狐楚家一个叫“锦瑟”的侍女的爱情诗；有人说是睹物思人,写给

已故妻子王氏的悼亡诗；也有人说是诗人感怀晚唐国势衰微，政局动乱，怀才不遇的自

伤身世诗；还有人认为中间四句诗可与瑟的适、怨、清、和四种声情相合，从而推断为

描写音乐的咏物诗。以上多重理解，不能肯定谁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锦瑟”象征什

么，“五十弦”象征什么，“沧海珠泪”暗示什么，“蓝田玉烟”寓意何事等等，可以

引发读者无穷的想象。 

（三）文学象征的分类（教师讲授、案例分析与学生讨论相结合，12分钟）  

1.寓言式象征 

通过一则故事象征或暗示出某种哲理和观念。 

例 1：《城堡》（对终极意义追求的绝望） 

小说主人公 K应聘来城堡当土地测量员，他经过长途跋涉，穿过许多雪路后，终于

在半夜抵达城堡管辖下的一个穷村落。在村落的招待所，筋疲力尽的 K遇到了形形色色

的人，它们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其中有招待所的老板、老板娘、女招待，还有

一些闲杂人员。城堡虽近在咫尺，但他费尽周折，为此不惜勾引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人，

却怎么也进不去。K奔波得筋疲力竭，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城堡是某种理想的象征，

虚无缥缈，K想方设法进入城堡的努力象征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寻，K的失败是作者

对人生及人的存在价值的否定。卡夫卡想通过主人公 K的故事来表现人在世界上荒诞感、

孤独感和绝望感。 

例 2：《椅子》 

《椅子》讲述一对年过九十的老夫妇，老头子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有些人生真谛要

讲给亲戚朋友听，老太太鼓励他这么去做。于是，他们邀请了很多宾客来。接着，这对

老年夫妇便一个劲地往屋里搬椅子，等待宾客的到来，就这么搬呀搬呀，直到搬得满屋

都是椅子，却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后来，老夫妇一起跳海自杀，场上只剩下一个代表老

夫妇宣讲他们临终重要讲话的演说家，可是，这个演说家却是一个哑巴，说不出话来，

在黑板上写下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符号。尤奈斯库通过荒诞的剧情设计来表现当时西方社

会很多人人生的荒诞感和人生意义的虚无感。老头子自称发现了人生真谛，他自己却自

杀了；他委托的演说家竟然是个哑巴，说出来的是无意义的音节，写出来的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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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老头子在孤岛上过了一辈子，做着同样的事，说着同样的话，毫无意义地过了一

生，人生的荒诞和空虚，正是老头子对人生真谛的真正发现。 

2.符号式象征  

不具有情节性的整体形象或单个形象，它们象征或暗示着某些哲理或观念。  

（1）抽象符号式象征  

找不到适当的自然物的名称去命名它。  

例：第二十二条军规  

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理论，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

请，但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证明你是一个正常人，还是在劫难逃。第二十二条军规还

规定，飞行员飞满 25 架次就能回国，但规定又强调，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要不就不

能回国。因此，上级可以不断给飞行员增加飞行次数，而你不得违抗，如此反复，永无

休止。“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残暴和专横的象征，是灭绝人性的

官僚体制、是捉弄人和摧残人的乖戾力量。它虽然显得滑稽可笑，但又令人绝望害怕。 

（2）具象符号式象征 

可以用自然物的名称命名的象征。  

如减克家诗中的“老马”、王维诗中的“红豆”、闻一多诗中的“死水”、郭沫若

诗中的“骆驼”等。 

课堂小结：（教师总结，3分钟） 

文学象征都有其深植的文化土壤，我们要真正理解文学象征，就要回归博大精深的

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拓展延伸：（以学生为中心的研讨，课后线上讨论） 

《追风筝的人》讲述 12岁的阿富汗塔利班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

追风筝是他们经常玩的游戏，然而，在一场追风筝的竞赛后，哈桑因为种族卑视而遭到

当地少年的欺侮，阿米尔本该不顾一切上前救助哈桑，但他此时却作壁上观。以至于凄

惨不堪的一幕发生。这件事令阿米尔感到自责和痛苦，他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

随父亲迁往美国，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凉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他

再度踏上暌违二十多年的家乡。而此时的家乡正处于混战中，哈桑已经被枪杀，同时，

阿米尔发觉了一个惊天谎言，哈桑竟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

哈桑的儿子同样地困在当地极端分子的魔爪中，备受凌辱与折磨。于是，阿米尔把索拉

博带到了自己的身边，进行自我救赎……请谈谈你对作品中象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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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文学象征的特征 

（1）暗示性 

（2）哲理性 

（3）荒诞性 

（4）多义性 

2．文学象征的分类 

（1）寓言式象征 

（2）符号式象征 

 

思考题、作业： 

1．请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文学象征的特征。 

2．请结合实例分析寓言式象征和符号式象征的区别。 

3．请谈谈你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艺术。 

参考资料： 

1．严云受，刘锋杰.文学象征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2．赵黎明. 兴与象征：新诗象喻理论对中西文学资源的整合[J]．中国比较文学，

2015（02）． 

3．刘淮南. 中西象征主义之比较[J]．中国文学研究，1999（03）． 

4．王加华. 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释[J]．文史哲，2018（03）． 

5．王颖. 基于“比德”视阈下的古代松柏君子人格象征考论[J]．江淮论坛，2015

（03）． 

教学后记： 

注：待课堂教学完成后再撰写，主要内容包括老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对专业

知识点和思政映射点融合度及其效果的测评，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个方

面突出优点的总结，对本次教学中不足之处的反思，对后续教学改进和提升措施的设计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