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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经典的本质是“成熟”
张汝伦

“经典”一词古已有之。《汉书·孙宝传》载汉末大臣孙宝之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
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这里的“经典”，就是现在一般对“经典”的理解：具有永恒意
义、堪为后世典范的著作。而刘知几的《史通》则更直截了当地说：“自圣贤述作，是曰经
典。”
不过，我们对“经典”概念本身，就像对其他许多重要概念那样，还没有深入的开掘和阐发。西
文中相当于汉语“经典”的有两个词。一个是Canon，另一个Classic，前者原指基督教的教规，延
伸为指一般的规范和准则，和公认的原著，尤其是经典原著。Classic的意思是第一流的、堪称
典范的、有持久重要性的著作。这些意思在中国的“经典”一词中也已包括。“经”和“典”都有“常
道”“准则”的意思，“典”还有“制度”“法则”的意思。如《尚书·尧典》中有“慎微五典，五典克
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有“有典有则，遗厥子孙”。
现在有些人往往就根据这些定义来论述何为经典。例如，有人提出，经典必须具备如下四个特

点：一、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二、经典应该具有实质的创造性；三、经典应该具有时

空的跨越性；四、经典应该具有无限可读性。这些定义当然都不错，但略显肤浅，未及经典内

在的本质。

西方学者对“经典”的概念，有比较深刻的探讨和抉发。英国诗人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
中写道，“假如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词，它能最充分地表现我所说的‘经典’的含义，那就是成
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
产物。赋予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的心

智”。艾略特用“成熟”来标志经典的特征，首先使我们想起了康德对启蒙特征的规定也是成
熟：“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但康德这里讲的成熟还只是人
心智的成熟，而艾略特用来定义经典的“成熟”却不仅指心智的成熟，还指文明的成熟和语言的
成熟。的确，这样多方面的成熟，不但是经典的标志，也是经典得以产生的条件。

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类经验的高度总结，这样它才会对后世有持久的指导性意义，它才能

成为超越时空的教诲和训导。文明倘若不成熟，人类就没有足够的材料去总结。心智如果不成

熟，人类就无法进行这样的总结。语言如果不成熟，人类就无法表达这样的总结。经典一定具

有丰富的内涵，它必然“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而这种永恒的丰富
性，只有文明成熟之后才有可能。同时，也只有成熟的心智才能把握这样其实相当复杂的丰富

性，或者说，质量皆具的丰富性。当然，也只有成熟的语言，才能曲尽其妙地表达这种永不枯

竭的丰富性。经典之所以对世世代代的人类都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总是包含了深刻的思想。

而深刻的思想，只有在文明成熟之后才会产生，也只是成熟心智，才会有深刻的思想。简朴粗

陋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深刻的思想。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同意艾略特对经典的定义：经典意

味着成熟。

（摘编白《文汇报》2017年5月15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汉书·孙宝传》和《史通》中的“经典”含义相似，都是指具有永恒意义、堪为后世典范的
著作。

B. “有典有则，遗厥子孙”中“典”有“制度”“法则”的意思，这和西文中Canon意思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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