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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视角解读文本 指导学生个性化阅读
———以鲁迅的小说《祝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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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性化阅读不等同于完全自由的阅读，个性化阅读也需要得体得当。因此，教师在个

性化阅读中所起的引导、点拨、铺垫等作用不容忽视。有效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可以从多元

视角解读文本方面入手。围绕文本，从社会学、美学、民俗学等学科视角解读文本，有助于开拓学

生的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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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不乏《雷雨》《祝福》《老人

与海》等世界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文学作品。对

于这些篇目，教师的教学重点就是让学生体会课

文本身的文学内涵，提升文学素养，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个性化的解读。如何才能达到上述教学目

标？笔者认为，多元视角解读文本的方法是一条

有效途径。笔者将以鲁迅的《祝福》为例，探索如

何指导学生运用多元视角解读文本，促进个性化

阅读。

一、多元视角解读文本

鲁迅的《祝福》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第一

单元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小说的主题大

有不同。但是，无论小说的主题是什么，祥林嫂的

悲剧形象都是深入人心的。究竟是什么使祥林嫂

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下面从三个视角对祥林嫂

的悲剧成因进行分析。

1.民俗学视角

从民俗上看，祥林嫂触犯了节日禁忌。在鲁

镇，祝福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一天，未来一年的好

运气都取决于这一天的祭拜，尤其是在鲁四老爷

这样的大户人家，祭拜更为重要。但是，在这样的

节日里是有节日禁忌的。一般来说禁忌包含两方

面的意义：“一是对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

因为这种神物具有‘神圣’或‘圣洁’的性质。随便

使用是一种亵渎行为。二是对受鄙视的贱物、不

洁、危险之物，不许随便接触。违反这种禁忌，同

样会招致不幸”[1]。祥林嫂之所以触犯了节日禁

忌，是因为她的身份——寡妇。“寡妇俗称孤矜，又

称鬼婆，人咸目为不祥人”[2]。也就是说，在封建社

会，寡妇被视为不祥不洁之人，所以当她触碰祭器

的时候，被四婶慌忙地喝止。祥林嫂作为鲁镇一

员也想迎接福神，交到好运气，但是，一句“你放着

罢，祥林嫂！”使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不洁不祥的

烙印是无法抹去的。她承受着无尽的精神压力，

直至被这种愚昧的习俗观念所压垮。

总之，从民俗学视角看，祥林嫂的悲剧是由封

建礼俗文化，以及在封建礼俗文化下积淀的麻木、

愚昧、野蛮的国民性造成的。

2.美学视角

人生命运的美学表达是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要

的方面。命运对于人来说是极其残酷的，但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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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其背后所展现出来的美学意义也就越深

刻。在表达命运的美学意义时，我们不得不将人

物的性格纳入研究范围，因为性格往往对命运具

有重大的影响。悲剧人物通常都具有致命的弱

点。对于祥林嫂来说，她的性格弱点就是过分执

着于“人的尊严”，也可以说是过分执着于对封建

文化的不自觉守护。悲剧的构成与价值很大程度

上是由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决定的。当祥林嫂被逼

再嫁的时候，她一头撞在了香案上，她想平反为正

常人，所以用尽一生心血去捐门槛。我们从祥林

嫂的行为可以看出，她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她只

想做一个大家心目中的正常人，洗刷掉不洁不祥

的罪名，她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与命运努力抗

争。但是，她越是抗争就越表现出自己对于封建

思想的不自觉地维护，而与时代发展规律相违背

的东西必然是要毁灭的。祥林嫂的死是命运，也

是必然，这就是作者传达的美学意义。

总之，从美学视角看，祥林嫂的死是她的性格弱

点，即过分执着于对封建文化的不自觉守护造成的。

3.社会学视角

《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当时社会里有一个与其

他妇女不同的身份——寡妇。“寡妇”一词本义是

指没有丈夫的妇人。这本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在

中国封建男权社会中，人们对寡妇是有偏见的。

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视角对祥林嫂的

悲剧成因进行分析。

女权主义者认为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

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在中国封建

男权社会中，不能守节和再嫁女子是遭人鄙视

的。而这种对于寡妇的形象设置与定义是根据男

性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建构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

身心上的摧残。祥林嫂是寡妇，且有改嫁的经历，

她因贞节破坏而被当时社会的民众视为不洁不祥

之人，打上了罪恶的烙印。祥林嫂想摆脱这种不

洁不祥的身份，所以即使花掉所有积蓄，她也要捐

门槛，希望通过“千人跨，万人踏”洗刷掉自己的

罪，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与认可。但是，那句“你

放着罢，祥林嫂！”使祥林嫂突然醒悟，自己永远也

不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她在绝望中死

去。试想，如果在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里，祥林嫂

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总之，从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视角看，中国封建

男权社会的贞节观念和对女性的歧视使祥林嫂丧

失了自我主体性，最后酿成了悲剧。

二、多元视角解读文本方法的运用

对《祝福》教师可以从多元视角进行分析，对

其他课文也可以从多元视角进行分析。如何将从

多元视角分析文本的方法传授给学生？笔者认为

可以从补充与本节阅读课相有关的学科的资料与

由教师提供分析视角逐步过渡到学生自主探究两

个方面入手。

1.补充与本节阅读课有关的相关学科资料

语文课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从教育学

看，语文是教育学科之一，而从语文阅读的人文性

看，供学生阅读的文本则属于文学之列。文学创

作自然与社会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以及心理

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补充相关学科的资料对于开

拓学生的视野尤为重要。教师在对某节阅读课进

行备课的时候，可以先广泛查阅资料，并结合自身

的阅读经验，提炼出与文本相关的学科视角，并找

出此视角对应于此节阅读课的内容，然后在课堂

上将补充资料分发给学生。例如，在阅读《祝福》

一文时，教师可以给学生这样的资料：其一，“任何

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都会形成一种特

殊的、与其文化相适应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

格，也就是其文化经过内化过程而形成的民族的

文化心理结构。”[3]其二，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

在其《第二性》一书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

何生理上、心理上的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

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

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在阅读完这些材

料并经教师适当的点拨后，学生就会找到一种探

索文本意义的依据，并依相关理论到文本中找实

证，这样学生不但开阔了解读视野，而且解读有理

有据，增强了阅读的创新性与科学性。

2.由教师提供分析视角逐步过渡到学生自主

探究

相关学科复杂的理论体系对于刚刚接触多元

视角解读的高中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教

师在教授学生运用此方法的初步阶段，要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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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一定的解读视角。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教师

只是视角提供者，文本的解读还需要学生自主完

成，学生的自主解读是不可替代的。半学期左右

的时间后，当学生的视野已经开阔并掌握了这种

解读方法时，教师便可以放手了，让学生进行自主

探究。例如，在学习《祝福》时，教师提供了社会

学、文化学、民族学和美学几个解读视角，在学习

《红楼梦》时，除这几个解读视角之外，教师还可以

再补充哲学视角。这样，通过不断的积累，在学习

沈从文的《边城》时，即使教师不再提供解读视角，

学生也能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以多种视角

与文本进行对话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可以看

出作者对于农业文明逐渐消失沦丧的哀叹；从哲

学视角分析，可以体会到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万物平等的思想；从美学视角分析，可以发现

小说中的人性美和生态美；从心理学视角分析，可

以发现作者对内心深处压抑的本我的释放。这些

视角与解读是教师的预设，而在实际阅读教学中，

学生可能会找出更多的解读视角。这时教师要对

学生的个性化创造给予鼓励，对于遗漏的地方加

以指导。最终，学生会在知识的不断积累与视野

的不断开拓中形成自己的认知风格与解读方式，

形成个性化解读文本的能力。

三、指导学生个性化阅读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抓住多元视角的核心内涵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复杂的理论体系。教

师要把握好传达给学生的内容与方向，不可面面

俱到，本末倒置。例如，在阅读《祝福》的时候，教

师只需把焦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民俗对国民

性的体现，女性主义关于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对

待的观点，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文化等。与篇章分

析无关的内容要果断剔除，否则会增加学生的压

力，导致学生抓不住视角分析的重点。多元视角

分析文本是一种手段与方法，不可将其与阅读教

学内容混为一谈。

2.注重积累，循序渐进

语文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生

持续不断的积累。多元视角解读文本中的“视角”

是科学的、系统的视角，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教

师需要注意的是，抓住视角核心，将有关内容传授

给学生，切不可囫囵吞枣。而学生则要经过积累、

消化，在自己的脑中架构起知识结构，这样学生才

能具有清晰而开阔的视野，才能进行个性化解读。

3.尊重学生的自主性阅读，教师不可干预过多

阅读教学是学生、文本、教师与作者的多重对

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学生与文本对话，并形成学生自己的

阅读体验，其次是学生与学生对话，通过思想的碰

撞启发思维、交流情感。在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对

话中，教师起引导与点拨作用。任何时候，教师都

不能替代学生阅读，要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开放

性、创新性。教师要做的，就是给予学生思考的视

角以及视角的核心内涵，在学生理解有偏差的时

候加以点拨，文本的意义还是需要学生自己去探

索。

综上所述，多元视角解读文本对于促进高中

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具有积极作用，这是一种深层

次挖掘文本意义以及开拓文学视野的有效手段。

教师在教学实践尝试运用此方法促进学生的个性

化阅读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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