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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李泽厚，捧起专业书
——— 大学生30年阅读变迁记
本报记者 吉祥

前些年，李泽厚到大学校园讲课，学生们看着公示栏里的名字有点陌生，以为是李泽楷来了。

时光回到 30 年前，这位美学家来到北京大学时，曾在食堂引发了万人空巷的围观热潮。那是一

个属于美学的时代，属于文学与理想的时代。

李泽厚走了，李泽楷来了。这一看似巧合的误会，显示着近 30 年来大学生阅读与社会思潮的变

迁。当理想逐渐远去，现实的压力加诸曾经的天之骄子身上，阅读竟然变得奢侈了。

1980年代：李泽厚热潮下，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是美学家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去北

大哲学系座谈，结束后来到学校
食堂就餐，成千上万的学生发现
了他，纷纷赶来围观这位美学
家，北大食堂成了最拥挤的课
堂。

回到30年前，李泽厚是众多
大学生阅读时无法绕过的代表
性人物。李泽厚曾非常自豪地
说，198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一个
不是受他的影响成长的。话虽有
点夸张，但也可见他在大学生中
的影响力。

学者徐友渔说，1980年代文
化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学热，
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是美学家，或
者说是美学爱好者，大学生对宗
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

《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
康德述评》津津乐道。“大家关心
的都是一些比较形而上的、比较

虚无缥缈的东西，都是审美情
趣、怎么做人、终极关怀这些东
西。”

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些挤
过高考这座独木桥的大学生，成
为几代被“文革”蹉跎的青年群
体里的幸运儿。肩负着家国使
命，并带着找回失去时间的信
念，他们构成了当时中国最为重
要的阅读群体。

学者吴重庆指出，这一时期
的青年群体阅读又不可避免受
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改革开
放后，人们一时间丧失了精神寄
托，此前确立的人生意义被认为
是错误的，这对敏感于追寻生活
意义的青年一代造成严重的精
神断裂与意义危机。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事件
是“潘晓的追问”。1980年5月，《中
国青年》刊出了潘晓的来信，信

中追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
越窄？”潘晓在信里面说，“我整
个人生的寄托方向及支点没有
了”。

围绕潘晓追问的讨论持续
了大半年，而人生意义感的失落
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
人的共同问题。“在这样的背景
下，李泽厚的书，特别是《美的历
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一
定程度上对应了潘晓提出的问
题，部分地满足了年轻一代的精
神需求。”吴重庆解释。

而在走过了文艺创作“假、
大、空”时代后，写作也在这一时
期进入个性化叙事年代，与哲学
热、美学热相伴随的是诗歌热，
北岛、顾城、尼采、叔本华、歌德、
康德成为大学生茶余饭后热烈
讨论的话题。

这是一个全民关注文学、关

注阅读的年代。由一个广为流传
的例子可见当时全民对阅读的
饥渴感。据说，那时的女青年下
班，自行车的车筐里放着的是李
泽厚的《美的历程》和西红柿，连
公交车上中学生的书包里，都有
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到了1985年前后，港台一批
作家的作品进入内地大学校园。
琼瑶的言情小说红遍大江南北，
成为女生的首选，而金庸、梁羽
生、古龙的武侠小说则成为男生
的最爱。

如今，很多人在谈及充斥于
1980年代大学生中的文学热与
理想情怀时，也对他们所处的环
境羡慕不已。这一批大学生被认
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大学生
数量少，用人单位有的是，他们
不必为饭碗发愁，因为美好的未
来都被国家承包了。

1990年代：名著依然盛行，功利化阅读开始抬头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外名

著、言情、武侠依然在大学生中
流行，与80年代大学生阅读饱含
理想色彩不同，应用类书籍的升
温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1990年，汪国真的第一本诗
集《年轻的潮》出版，他也迅速被
推向全国。汪国真的诗歌积极向
上，诗句中的很多问题反映了那
个年代年轻人的挫折与困惑，他
的诗中往往蕴含稍带哲理又比
较超脱的解答，给年轻人提供了
心灵慰藉。很多年后，当时阅读
汪国真的一些大学生依然记得
他的诗句，比如“既然选择了远
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此前在接受记者专访，谈及
1990 年到 1992 年这段风靡全国
的“汪国真热”时，这位诗人将其
归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1990年到1992年有强烈的时代
特征。商品经济突然闯入人们的
世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现实世界变化太快，人们的
精神世界也许就跟不上了。”

另一个被大学生广泛阅读
的作家是王朔，无论是《动物凶
猛》，还是改编成电视剧红极一
时的《编辑部的故事》，到现在仍
然被津津乐道。在一个处在裂变
的时代中，王朔用作品嘲弄崇
高，契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理。

伴随着余秋雨《文化苦旅》
的走红，到了1994年，国家教委
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
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
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
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
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

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
择业。这一时期的大学生逐渐从

“天之骄子”的神坛走下，上大学
需要交不菲的学费，毕业得自己
去找工作，就业形势虽没有那么
严峻，但也出现了“僧多粥少”的
情况。

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浓
厚的经济氛围，反映在大学生阅
读上便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
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健
说，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读
书逐渐变得市场化、功利化。

始于1998年的高校大规模
扩招，让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凸
显，兴趣阅读开始让位于应用类
书籍。一位1996年入学的大学生
记录了当时图书馆的情景：同学
们几乎清一色地都在看英语四
六级、托福、雅思、计算机、经济、

法律等应用类书籍。那时，中国
即将加入 WTO，“出国热”持续
升温，计算机越来越普及，IT 业
及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大家都在
忙于考研、考证、考公务员、考出
国英语……很多同学学习的时
间远远超过看课外书的时间了。

在社会思潮领域，李泽厚退
出历史前台，徐友渔列举的 20世
纪 90 年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是
孙立平，他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
分层》，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
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矛盾，甚至出
现了社会阶层的冲突，而且这种
分层已经严重恶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随着国力的提升，民族主义思想
膨胀，《中国可以说不》在1996年
推出后，一度在大学生中非常流
行。

当下：“微阅读”下，大学生还看书吗？
步入 21 世纪，各类考证培

训的讲座广告充斥海报栏，这注
定已经不是属于李泽厚们的时
代了。据传，前些年李泽厚去大
学讲课，有学生误把告示上的

“李泽厚”当做“李泽楷”。
另一件此前引发舆论关注

的事情是，一批作家到高校任教
后，经常出现与学生难以沟通的
情况。比如，执教中国传媒大学
的王刚，当他在第一节课上向学
生谈起契诃夫的小说、帕斯捷尔
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文学经
典时，台下竟然沉寂一片，“他们
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处于一种
半死不活的状态”。

后来，王刚赴外地招生，问起
考生读过哪些书时，他们纷纷报
出《安娜·卡列尼娜》、《变形记》、

《老人与海》等经典小说的名字，
但王刚稍加追问便发现，这些学
生几乎没有读过原著，都是从培
训班那里背来的“参考答案”。

作家王跃文日前到一大学

讲座，借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学
生们礼貌地坐了近两小时，但王
跃文看出来他们毫无兴趣，声明
觉得没意思的可以告退。事后组
织者告诉他：“‘90 后’的孩子跟
不上您讲的东西。”事后有人问：
到底是谁落伍了？王跃文解释
道：“有时候你停下来，或者往后
走，就是进步；而那些被潮流裹
挟着狂奔的人，反而是在退步。”

媒体在总结这些作家遇到
的尴尬时，如此评论：这是一群
刚跨过题山又跌入课海，业余时
间献给了学生会或网游，接受知
识习惯于清晰的条文和明确的
结论，甚至连个人阅读也得依靠
他人“培训”的学生。这正是进入
校园的作家们所面临的客观环
境。

在人大文学院任教的阎连
科有过这样的感慨：“在最可以
读书、最需要读书的时候，他们
在应付考试。”

进入新世纪，大学已不再是

象牙塔，高校大规模扩招带来的
就业压力，让始于上世纪 90 年
代的功利化阅读愈演愈烈。多家
机构针对大学生阅读的调查显
示，“没时间读书”、“不习惯读
书”的学生占据了很高的比例，
一家调查机构显示的数据更是
超过一半。

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阅读
日，多家媒体走访了大学图书
馆，了解到的情况是来图书馆的
学生只有少数是阅读的。他们中
的大部分，都是带着各种复习资
料而来，即便是少有的几个读书
的，也十有八九读的是专业书
籍。济南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证实，身边
的很多同学将多数时间用在考
研、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考
试、公务员考试上面，很少会看

“闲书”。
技术的发展改变着大学生

阅读的形式与内容，现在已经很
难归纳出大学生阅读的主流与

支流。《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谈
及大学生“微阅读”的趋势，文中
列举了“大学生微博使用情况调
查报告”中的一组数据：42 . 11%

的人认为阅读过于“微”化，会让
大家形成阅读惰性。

本报记者在对济南近 100 名
大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有近
20 人表示不怎么看书，在有阅读
习惯的学生中，以阅读专业书、
励志类书籍、网络小说为主，阅
读经典著作的大学生只占很小
的比例。

这一现象引起了多位知识
分子的担忧，武汉大学老校长刘
道玉便提醒，网络阅读不能代替
读书，他同时对大学生的功利化
阅读提出警醒。“中国人与西方
人在读书上是有差别的，中国人
强调‘学以致用’，而西方人则更
强调‘学以致知’。当然，‘学以致
用’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学
以致用’上就不够了，应进一步
深化境界。”刘道玉说。

《美的历程》
李泽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本书凝聚了作者的
多年研究，是中国美学
的经典之作。

《美学散步》
宗白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是宗白华美学
论著精品中的精品，曾
影响过几代学人。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著
赵复三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该书是冯友兰先

生哲学与思想熔铸的结
晶，其中充满睿智与哲
人洞见。

《朦胧诗经典》
北岛、舒婷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汇聚了北岛、
舒婷、顾城、食指、芒克、
多多、林莽等朦胧诗人
代表作。

《存在与时间》
海德格尔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这是海德格尔的代
表著作，影响了此后多
种重要哲学流派和重要
哲学家。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凭借山水风物
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
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
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
人格构成。

《动物凶猛》
王朔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

本书写出了北京城
的变迁，表达了对历史
文化的伤感与无奈。

《王小波全集》
王小波 著
译林出版社

这套书汇聚了王小
波的经典著作：《黄金时
代》、《白银时代》、《青铜
时代》等。

大学生阅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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