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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前期文学升降盛衰原因

吴 志 达

如果说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

好象是个马鞍形
,

那么单就明前期文学的发展趋势来

看
,

则呈现出一个陡坡形
。

即从 14 世纪中叶元明之际出现新的文学高潮之后
,

急剧地跌落到

低潮
,

文学冗沓不振达百余年
。

形成这种升降盛衰现象的原因何在 ?

一
、

大动荡的时代呼唤文学的变革

元明之际出现的文学高潮
,

是与大动荡的时代特征 密切相关的
。

风云激荡的时代
,

唤起

了作家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
,

促使文学发生变革
。

第一
,

元末的暴政
,

逼使人心思乱
,

揭竿而起
,

而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
,

除了农民起义

军的反元战争以外
,

各路起义军之间也互相攻伐
。

元朝末年
,

政治更加腐败
,

吏治愈益黑暗
,

连职掌纠察百官的肃政廉访使也成了搜刮银钞的市侩①
,

赋役繁重
,

民不堪命 , 元军
“

所 经 之

处
,

鸡犬一空
,

货财俱尽
。 ”

② 反元谣言四起③
,

终于爆发了农 民起义
。

14 世纪 50 年代
,

反元

大起义进入高潮
。

方国珍
、

韩山童
、

刘福通
、

徐寿辉
、

郭子兴
、

朱元璋
、

张士诚等相继起义
。

群雄竞逐
,

天下大乱
。

人们的思想也从传统的儒学束缚中解放出来
。

朱元璋
、

张士诚幕府
,

都聚集着一批才智之士
,

尽管他们的思想状况不尽相同
,

但就社会思潮的主流而言
,

是犯上

作乱
,

变革现实
,

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
。

以仁易暴
,

摧富益贫
,

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

徐寿

辉的天完政权
、

韩林儿
、

刘福通的龙风政权
、

朱元璋渡江初期的江南政权
,

就是这种时代精

神的体现
。

但因有的农民起义军战略上的失误和内部的互相残杀
,

以及拥元地主武装还相 当

强大
,

龙凤政权
、

天完政权被筱灭
,

张士诚
、

方国珍则受了元朝的
“

招安
” ;
朱元璋与陈友谅

、

张士诚之间
,

都曾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
而为朱元璋所吞并

。

当时现实斗争的复杂形势
,

与历

史上的某些事件
,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

敏感的文学家很自然地会触发联想
,

借历史故事或

民间传说
,

反映现实的斗争
,

成了小说
、

戏曲创作的风尚
。

这对于我们理解《 三国演义》之类

厉史小说
、

特别是像《水浒传 》这样的英雄传奇为什么能够在这时产生
,

以及它们复杂的思想

丙容
,

都是有帮助的
。

当然
,

这也不只是时代精神的激荡
,

还有文学内部发展规律
、

文化积

淀等原因
。

第二
,

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
,

涌现出具有雄才大略
、

智勇兼备
、

欲回天地的

英雄人物
。

时代需要英雄
,

时代也造就出一批英雄人物
,

堪为领袖
、

谋士
、

大将
。

朱元璋不

愧为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
,

冯国用
、

李善长
、

刘基等人是足智多谋之士
,

徐达
、

常遇春
、

傅

有德
、

蓝玉
,

皆是能征惯战的猛将
。

朱元璋采纳谋士的建议
,

取龙盘虎踞的金陵为根本
, “

倡

仁义
,

收人心
,

勿贪子女玉帛
”
④

,

并以布衣天子汉高祖为榜样
, “

豁达大度
,

知人善任
,

不嗜

杀人⑤
,

’

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久乱思治的心理
, “

拨乱救世
” ,

以安天下⑥
。

又采纳朱升
“

高筑

絮



靖
,

广积粮
,

缓称王
” ⑦的战略方针

,

先后以武力削平南方群雄
,

随即于 1 3 6 7年冬命徐达
、

常

遇春率师北伐
。

在北伐橄文中⑧
,

虽然含有大汉族主义思想
,

但是旨在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

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

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
。

因而势如摧枯拉朽
,

很快推翻 了元 朝 的 统 治
。

1 3 6 8年
,

建立了明帝国
。

随后
,

次第平定了盘踞在边远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或地 方 割 据政

权
·

全国重新得到统一
。

这时出现的一批历史小说和英雄传奇
,

尤其是像《三国演义》这样以

描写儿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主
、

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的长篇小说
,

尽

管有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学遗产作依据
,

但是
,

明王朝创业过程中产生 的英雄传奇故事
,

现实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
,

为创作这部史诗性的伟大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借鉴⑨
。

第三
、

传统文化的复苏与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
。

在元朝
,

知识分子很少有建功立业

的机会
,

因而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儒学
,

乃至法
、

兵
、

农诸家之学
,

不同程度地遭到影弃
,

其地位远不如释
、

道
。

作家的审美心理是畸形的
、

被扭曲的
,

往往借历史题材抒发内心的郁

结
,

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 , 或从才子佳人
、

神仙道化
、

田园山水中
,

求得 精神 的 寄

托
、

心理的平衡
、

自我价值的表现
。

文学如此
,

绘画艺术也大致类似
,

以苍郁
、

狂怪
、

野逸

等不同意象
,

表现各自的个性
, “

而不兢兢以工整浓丽为事
”

L
。

到了元 末群雄竞起之际
,

在斗争实践中促使传统文化复苏
。

才识之士
,

往往儒法相因
,

王霸兼施
,

合纵连横
,

兵农表里
,

各尽其才
。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较快地成功
,

在相当程度上
,

是得力于一 批传统文化素养较高的
“

智囊
” 。

儒学的核心
“

仁
” ,

得到发扬
,

对照元朝的暴虐来

说
,

它有极 大的凝聚力
,

不嗜杀掠
,

纪律肃然
,

释放甚至使用俘虏或降官
,

既为人民所拥护
,

又起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
。

忠义坚贞等传统道德规范
,

重新受到重视
,

这也是朱元璋集团

能够克敌制胜的精神因素之一
。

伴随久乱思治的社会思潮
,

审美心理结构也产生显著的变化
。

人们特别推崇创业之主及

其辅冀
,

赞赏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
。

齐桓
、

晋文
、

汉高
、

昭烈
、

唐宗
、

宋祖以及历史上的一

些谋臣猛将
.

,

被注入新的生命
。

既崇尚勇武刚烈
、

粗犷豪放
、

雄健昂扬
、

气势磅礴的壮美
,

也颂扬俊逸濡雅
、

潇洒调倪
、

舒卷自如
、

刚
;
柔兼济之美

。

崇拜运筹帷握
、

纵横挣网的才能
,

超群拔萃
、

力敌万人的武艺
。

褒奖仁义忠信
,

贬斥暴虐奸伪 , 歌颂善
,

批判恶 ; 称赞明智
,

谧责暗昧
, ;
态度极其鲜明

。

如果我们把《三国演义》
、

《水浒传》与宋元时代同类题材的话本
、

杂剧作一比较
,

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不同时代
、

不 同作家的审美心理
,

是有很大差异的
。

前者

雄浑庄重
,

给人以壮美之感 ; 后者风雅幽默
,

喜剧性效果较强
。

王冕
、

杨维侦
、

刘基
、

宋潦
、

高启等人的诗文
,

具有激越豪放
、

雄奇质朴之美
,

与所谓元代四大家的虞集
、

杨载
、

范柠
、

揭俱斯等人高雅温润
、

柔弱纤细的风格相比
,

审美意趣也大相径庭
。

表现在绘画艺术上
,

元

末画家
,

笔墨更加简逸
,

甚至用
“

干笔擦皱
,

浅绛烘染
” ,

凭意虚构所画对象
,

用笔传神
,

不

重形似
, “

纯于笔墨上求神趣
”

@
,

这是文艺思潮的一大解放
。

元季诸家虽画法有别
,

或笔势雄

伟
,

或幽淡简劲
,

或奇崛苍茫
,

而其共同特点
,

是简淡高古
,

洗却南宋院体一派工整巧丽之

风
。

这与元明之际出现的长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用夸张性的
、

粗线条勾画的笔法
,

侧重人物

神态风度和韵致气质 的表现
,

而少作外貌真实细致的描摹与心理的刻画
,

是颇为近似的
。

二
、

以古典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离潮

元末明初大变革的时代风云
,

把一大批封建文人卷入了生活的激流
。

面对严竣的现实
,

思索社会变乱的原因
,

探求由乱致治的方法
,

适应时代的潮流
,

展现自己的人牛价值
。

尽管



他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学体系
,

却不象程朱理学那样迁腐板滞
,

空谈
“

存天 理
,

灭 人

欲
”

之类的唯心主义教条 , 他们的代表人物
,

大都是务实通达的
,

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较强
,

思想不受某种僵化的模式所羁绊
,

在变革现实的斗争中
,

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

其中有一

部分人既是变革现实的政治家
、

战略家
,

也是文学家
。

例如朱元璋的重要谋士
、

诸葛亮式的

人物刘基
,
就是功业显赫

、

文名卓著的才识之士
。

伟大的小说家罗贯中
,

固然不一定自己
“

有

志图王
” ,

但当天下纷扰之时
,

又何尝不怀有
“

龙虎风云际会
”

之想
,

不过所遇张士诚非贤明之

主
,

未能展其抱负 ;施耐庵的生世虽尚难考定
,

但与罗贯中有密切的关系
、

有一段共同的经历
、

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
,

则是可 以肯定的
。

有的作家虽然书生气较浓
,

缺乏斗争实践
,

甚至对

元朝曾经抱有幻想
,

但是到了元朝统治已经天崩地解之时
,

对于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

家
,

却是满怀热情的
,
高启就是这样的诗人

。

有的作家不愿与元朝统治者合作
,

有感于世态

人情的浇薄
,

想借助于文艺的特殊功能疗治社会病态
,

并表示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

例如高明及

其《琵琶记 》 。

这些复杂的因素和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
,

都促使新的文学艺术高潮的形成
。

社会的剧变和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状况
,

使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呈现出新的风貌
,

其基

本特点是
:
改变元后期文学创作上曾经出现的典丽纤巧

、

雕琢堆砌
、

内容贫乏的形式主义倾

向
,

崇尚质朴自然
、

遒劲奔放
、

雄浑豪健的艺术风格
,

壮美
,

或者说阳刚之美
,

是该时期文

学的主要审美风尚
。

题材广阔多样
,

或取材于历史
,

或直接反映现实 ; 有写几个政治集团之

间矛盾斗争的历史小说
,

也有以写农民起义为主的英雄传奇 ; 有表现重大题材的
,

也有表现

家庭生活
、

儿女情事的 , 神魔世界的题材亦己有所开拓
。

由于作家大都经历了社会的变革
,

观察和体验生活较深刻 , 或在与元朝统治集团的矛盾冲突中遭到排挤
,

对社会的弊端及其危

机
,

有较清醒的认识
,

因而作品的内容充实
,

且有思想深度
。

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功利观念
、

社会责任感较强
,

爱憎分明
,

很少有吟风弄月
、

无病呻吟
、

发泄个人情绪之作
。

作家的个性

与群体意识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

既扩大了文学的社会意义
,

也提高了文艺的审美价值
。

特别值得注意的
,

是文学样式的多样化
。

在元代已趋衰落的传统文学样式诗文
,

这时有

所回升
,

诚如《明史
·

文苑传》所云
: “

明初文学之士
,

承元季虞
、

柳
、

黄
、

吴之后
,

师友讲贯
,

学有本原
。

宋镰
、

方孝孺以文雄
,

高 (启)
、

杨 (基 )
、

张 (羽 )
、

徐 (责 )
、

刘基
、

袁凯以诗著
。

其

他胜代遗逸
,

风流标映
,

不可指数
,

盖蔚然称盛 已
。 ”

尤其是王冕
、

杨维祯
、

宋潦
、

刘基
、

高启等人

的诗文
,

真实地反映了大动荡时代的现实生活
,

艺术上在仿古中而有所创 造
, “

一洗元季之绮

靡
,

作者各抒所长
,

无门户之见
”

诗歌成就最突出的是乐府歌行和古体诗
,

显得挥洒自如
,

雄

健态肆
,

豪放奇崛
,

具有旷放磅礴的凛然侠气
。

王冕《 劲草行 》
、

《 吓蟆山》
,

杨维祯《鸿门会 )),

刘基《走马行》
、

《二鬼 》 ,

高启《青丘子歌 》
、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
、

《醉歌赠宋仲温 》 ,

颇有唐

人气概韵致而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 近体诗如刘基《古戌 》
、

高启《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 省 陕

西 》等
,
固不失为名篇佳什

, 《水浒传 》中英雄好汉所吟唱的歌谣
,

在豪放粗犷之中更带有几分

野气
,

表现大动乱时代所特有的风貌
。

宋谏《龙 f l 子凝道记 》
、

《燕书》和刘基《郁离子》中的某

些寓言体杂文
,

笔锋犀利
,

讽刺辛辣
,

寓意深刻
,

切中时弊 , 杨维祯
、

宋镰
、

高启的人物传

记
,

叙事紧凑自然
,

写人妙 肖如生
,

语言浑朴精炼
,

表现 出对英雄志士
、

奇人异事的赞赏之

情
。

虽然他们大都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
,

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
,

统治阶级内部

矛盾也更加激化
,

末代皇朝的黑暗和腐朽
,

彻底暴露
,

以至引起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或正义感

的文人的愤感与优虑
,

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

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革新政治的 理 想
, 《二

鬼 》诗还以神话的形象体现了作者重整乾坤的愿望与才能 , 在明王朝建立之初
,

歌颂祖 国 河
,
一

;
、

、
·

止的统一
,

抒发民族自豪感
,

更是发自内心的真情
。



长篇章回小说的产生和南戏传奇剧本的勃兴
,

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
,

并对后来古

典小说和戏曲的发展
,

具有深远的影响
。

长篇章回小说的出现 , 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事
,

是

民族文化厚积薄发的结果
。

.

《三国演义扳 《水浒传》等长篇小说
,

以其宏伟的结构
、

丰富而有

现实意义的内容
、

众多的艺术形象
、

鲜明的民族风格
,

.

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审

美价值
,

标志着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它不再仅仅是

“

说话
”

艺人的蓝本
,

而是专业作家的文学创作
。

它汲取了历史
、

传说
、

有关的话本和杂剧的某些成果
,

而经过施

耐庵
、

罗贯中等伟大作家的再创作
,

成为具有统一的主题和严密艺术构思的杰作 ; 塑造出一

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
,

从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描写中
,

真实
、

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某些本

质方面
,

体现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

在正面形象中
,

蕴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 ;古典现

实主义 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
,

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
。

它们奥定了古典

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

以及小说艺术表现技巧方面的特色
。

例如采取章回体的形

式
,

故事性强
、

首尾完整而富于悬念
,

艺术上对壮美的追求
,

人物形象塑造侧重于动态描写

和对话
,

绘声绘色
,

而纯心理刻画
、

静态描写很少
,

某些人物有类型化倾向
。

这些特点的形

成
,

既与先秦汉魏六朝的史传文学
、

宋元讲史话本等传统文化有关
,

也与题材本身的特殊规

定性
、

民族的审美习惯
、

大动荡时代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分不开
。

戏曲由南戏逐渐取代了北杂剧的正宗地位
,

使这次古典现实主义文学高潮更为绚丽多彩
。

“

荆
、

刘
、

拜
、
杀

”

四大传奇和《琵琶记》的出现
,

标志着南戏由民间的草台戏向文人创作大型

南曲传奇剧本的过渡
,

在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

体制趋向规范化
,

扩大剧本的容量
,

提

高了戏曲的艺术水平
。

但因作者把戏曲视为宣扬封建礼教
、

拯救世道人心的有效手段弓使剧

本带有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
,

其中以《琵琶记 》最为突出
,

而它又有高度的艺术性
,

因此受皿

朱元璋的赞赏
。

《拜月记 》以金末兵荒马乱的历史为背景
,

写人民悲欢离合之情
,

恰与元末大

动乱的时代特征相似
,

且无封建说教意味
,

真切感人
,

本色天然
,

’

有其艺术魅力
。

赞扬赵孤

大报仇的《赵氏孤儿记》
、

歌颂苏武民族气节的《牧羊记》等南戏剧本
,

是与反元大起义的时代

精神一致的
,

曲辞质朴而事悲壮
。

苏复之《金印记》 ,

写战国时苏秦合纵反秦而佩六国相印
,

则是当时知识分子想乘时建功立业心理的反映
。

杂剧虽 已衰落
,

但投身于变革潮流的作家
,

仍能写出有强烈时代感的剧本
,

如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杂剧
,

借宋朝开国君臣风云际会的

故事
,

抒自己之胸怀
,

与《金印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

总而言之
,

在元明之际大变革的社会思潮
、

文化传统
、

审美心理变化等原因的作用下
,

加上作家经历时代剧变的感受
、

政治理想及美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

推动了以古典现实主义

为主流的文学高潮的出现
,

在诗文
、

小说
、

戏曲等多种文学领域
,

都产生一批优秀或较好的

作品
。

这次社会大变革
,

`

虽然 以农民起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

但是又因为历史的局限性
,

基本

上是在保持封建制度情况下的改朝换代
,

而作家的世界观仍属儒学体系
,

间杂法
、

道诸家思
想

,

所 以
,

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倾 向和审美意识
,

也较 为复杂
。

三
、

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低潮

明 王朝建
·

立不久
,

文学发展情况起了变化
,

即在一个高潮之后
,

.

急骤地趋向低潮
’

。

发人
、

探思的一个现象
,

是在明初经济发展之时
,

文学艺术却显得萧瑟贫乏
,
出现物质生产与精神

生产的不平衡状态
。

这与明初统治者所采取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
,

以及由此

而 引起的社会意 识
、

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
,

有着密切 ;关系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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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身贫苦
,

’

且在灾荒岁月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
,

青年时代参加 了 农 民 起

义 , 因此
,

对人民的疾苦及其愿望有较深切的理解
,

对元朝兴亡的原因
、

农民起义的伟大力

量
,

也有所 认识
。

在他称帝以后
,

由于受传统的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

不可

能建立农民政权
,

但是
,

对农民也确实作了让步
,

以缓和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阶级矛盾
。

他曾

经说过
: “

夫步急则颇
,

弦急则绝
,

民急则乱
,

居上之道
,

正当用宽
,

但云宽则得众
,

不云宽

之失也
。 ” L 在长期战乱之后

,

他采取让人 民
“

安养生息
”

的方针
,

在农业
、

手工业和商业方面
,

实行许多旨在解放生产力
、

发展经济的措施
。

永乐
、

洪熙
、

宣德三朝
,

经济上继续推行洪武

年间的有利生产发展
、

社会安定的政策
,

出现经济繁荣
、

国力强盛
、

四境稳固
、

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都较缓和的
“

盛世
”

局面
。

明初近 70 年间
,

是物质生产发展较快的时代
。

可是在文学艺术方面
,

却由元明之际的高

潮跌落下来
,

处于贫困化状态
,

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呈逆反态势
,

并没有象唐代那样出现文

化上的
“

盛唐气象
” 。

长篇小说在《三国演义》
、

《水浒传》等名著之后
,

直到《西游记 》出前之前

的百余年间
,

几成绝响
。

文言小说虽有所复苏
,

瞿佑《剪灯新话》
、

李祯《剪灯余话 》在文言小

说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

但就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而言
,

传奇体小说也是遭到封建卫道

者非议
,

甚至被禁止的
。

杂剧则趋 向宫廷化
、

贵族化
。

宁献王朱权
、

周宪王朱有嫩
,

先后成

为剧坛霸主
,

他们的创作
,

在杂剧体制方面有所突破
,

北杂剧曲谱的整理和理论探讨
,

颇有

贡献
,

但其剧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

已远不及元人杂剧
。

朱有嫩的《诚斋乐府》 ,

大都是

歌功颂德
、

点缀升平
、

宣扬封建伦理或宗教迷信之作 , 他所写的水浒戏
,

已与元人同类杂剧

的意趣大相概悟
,

对义军多有诬蔑之词
,

鲁智深
、

李逛等梁山好汉的性格亦被歪曲
。

南曲传

奇有八股化倾向
。

景泰
、

成化年间
,

邱溶撰《伍伦全备记》
、

邵灿撰《香囊记》 ,

迎合封建统治

的需要
,

上承《琵琶记》说忠劝孝的传统
,

下开
“

以时文为南曲
”

之风
,

戏曲成了宣扬道学的工

具
, “

非酸则腐
” ,

破坏了戏曲艺术的美学特质
。

诗文方面
,

永乐
、

宣德时期
,

出现 以杨士奇
、

杨荣
、

杨溥等台阁重臣为代表的
“

台阁体
” ,

是歌颂皇恩
、

粉饰太平
、

应诏酬答的贵族文学
。

与科举制度相结合的八股文
,

更污染士林文风
,

并影响南曲传奇的创作
。

为什么在社会经济由恢复趋向繁荣的时代
,

文学却从高潮跌落到低潮呢 ? 这种物质生产

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现象
,

显然不能用上古时代想象丰富奇妙的神话艺术与极其低下的生产

水平之间的不平衡规律来解释
,

它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

文学艺术创作是最高级的精神生产
,

良好的物质条件
,

对于长篇小说
,

大型戏曲的创作
,

固然有促进作用
,

但是
,

与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关系更密切的
,

是需要有比较开明宽松的政治

环境
,

有创作自由的文化思想背景
。

当然
,

作家的主体意识
、

审美心理结构和艺术素养
,

也

至关重要
。

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环境
,

以程朱理学 为主导的僵化的文化思想
,

热衷于追求功

名富贵的儒生意识
,

以及雍容冗沓
、

四平八稳的审美心理
,

正是扼杀文学艺术生命
、

导致文

艺创作贫乏不振的根源
。

首先是封建专制主义恐怖的政治环境
,

作家失去创作自由的安全感
,

找害了文艺创作的

活力
。

明初统治者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
,

大力加强 以皇帝独裁为特征的封建专制主义
。

朱元璋曾严厉地指斥宰相掌大权的制度
: “

设相之后
,

臣张君之威福
,

乱自秦起
。

宰相权重
,

指鹿为马
。

… …往往病及于国君者
,

其故在擅专威福
。 ”

L洪武十三年
,

发生了左垂 相
“

胡 惟

庸案
” ⑧ ,

于是乘机废除了宰相制度
。

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

皇权高于一切
,

大权独揽 的 必

然趋势
,

是搞特务统治
,

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
,

刺探臣僚言行
,

给臣僚的心理造成一 种惶恐

感
。

被征编纂《 孟子节文 》的钱宰
,

朝罢归家吟诗日
: “

四鼓攀攀起着衣
, ’

午门朝见尚嫌迟
。

何

.

5 7
.

人脚井



时得遂田园乐
,

睡到人间饭熟时
。 ”

翌 日朱元璋上朝时对他说
:

昨天做的好诗: 但 我并没 有
“

嫌
”

你啊
,

何不用
“

优
”

字? 钱宰被吓得胆颤心惊磕头谢罪 , 国子祭酒宋呐
“

危坐有怒色
”

的神

态
,

也被特务暗中画成图像
。

永乐十八年
,

又在北京设特务机构东厂
,

与锦衣卫
“

均权势
” ,

而 以宦官担任厂卫职务
,
作为皇帝的耳 目

。

特务政治给作家的心理罩上了朋影
。

其次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背景
,

对文学艺术所起的侄桔作用
。

明初统治者在文化教育

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
,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其中严重影响文学创作的
,

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

制度
、

教育思想以及文艺政策
。

《明史
·

选举志 》: “

选举之法
,

大略有四
: 日学校

,
日科目

,
日荐举

,
日锉选

。 ·

…然进

士
、

举贡
、

杂流三途并用
,

虽有畸重
,

无偏废也
。

荐举盛于国初
,

后因专用科目而罢
。 ”

明初

百废待举
,

因此朱元璋广开仕途
,

网罗人才
,

有才识而志于仕宦的儒生
,

大都受皇帝征聘或

地方推荐
、

友人介绍入仕 , 学校生员也可径入仕途
,

八股科举又是一条做官的道路
。

知识分

子做官的机会太多了
,

对文学创作就缺乏激情
,

得意之士
,

自然很少有
“

不平之鸣
” 。

国子监

和府
、

州
、

县学
,

所学习的是《 四书》
、

《 五经 》 ,

兼及刘向《说苑》
、

御制《大谙》和律令
。

却把

《孟子》中触犯君权
、

含有民主思想的内容删掉
,

编成《孟子节文 》 。

并规定条例
, “

军民 一 切

利病
,

并不许生员建言
” ,

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奴化教育
,

限制生员干预社会现实生活
,

既僵化

思想
,

又堵绝了从事文艺创作的源泉
,

当然也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

推行八股科举制度
,

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文学艺术是个浩劫
,

带有时代的悲剧性
。

它把

一种反动腐朽的思想意识程朱理学
,

与功名利禄挂钩
,

迫使知识分子接受这种思想
。

八股文

的特点是专
,

粼四书 》
、

《五经 》中摘句命题
,

行文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疏为依 据
, “

其 文

略仿宋经义
,

然代古人语气为之
” ,

所谓代圣贤立言
,

不许自由发挥 ; 形式千篇一律
,

公式化
,

从

文章的结构
,

.

作法乃至格调
,

都有一定程式
,

而体用排偶
,

中间的四段正文
,

每段有两股对偶

文字
,

故谓之八股
。

主张
“

以圣人之文为宗
”

的宋谏
,

对这种科举制度也不禁摇头叹息
: “

自贡

举法行
,

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
,

其所最切者
,

惟四子一经之笺
,

是钻是窥
,

余 则 漫 不 加

省
。

与之交谈
,

两 目瞪然视
,

舌木强不能
。 ”

L八股科举制度培养出一批俯首贴耳
、

头脑简单

的腐儒
,

脱离生活实践
,

既没有实际工作能力
,

也不可能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创造
。

朱元璋也

认为科举所取
“

多后生少年
,

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
,

乃但令有司察举 贤 才
,

而 罢 科 举 不

用
。 ”

L停罢科举十年之久
。

但从永乐以后
,

八股科举成了选用官吏的主要方式
,

将胡广
、

杨

荣等编的《 四书》
、

《五经》和《性理大全 》颁行
,

指定为生员必读之书
,

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

想控制与科举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
。

皓首穷经
,

奢谈性理
,

哪有心思
、

精力去从事文学艺术

的创造性劳动 ?

对窒息作家艺术生命影响更为直接的
,

是骇人听 闻的文字狱
。

朱元璋既把君权神圣化
、

绝对化
,

又因其出身和经历养成忌刻多疑的个性特点
。

他虽优礼儒生
,

招 贤纳士
,

但又疑忌

他们
,

往往在他们的文字中捕捉挑剔
,

疑神疑鬼
,

神经过敏
,

酿成文字狱祸
。

他怀疑高启作

诗讽刺自己
, 因而忌恨

,

后又因高启为苏州知府魏观撰《上梁文》而被株连腰斩
。

戴良
、

张孟

兼等著名文士也因诗文招忌而被害
。

至于林元亮
、

徐一夔
、

吕睿
、

许元等人的被杀
,

只是在

替人撰写的表文中
,

有几个字眼在读音上犯 了朱元璋的忌讳
,

如
“

作则
”

与
“

作贼
” 、 “

圣人
”

与
“

僧人
” 、 “

帝扉
”

与
“

帝非
” 、 “

法坤
”

与
“

发壳
” 、 “

藻饰太平
”

与
“

早失太平
”

谐音
,

被认为有意讽

刺
。

L类似此种文字取祸而被残杀者甚多
。

因而
,

作者往往提心吊胆
,

惴惴不安
,

丧失创作

自由的环境
,

心理上有一种惶恐感
,

这就严重地阻遏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生机
。

明初的统治者
,

直接干预文学艺术
,

朱元璋盛赞《琵琶记 》 ,
是正面提倡文艺要为封建主



义服务 , 同时又采取法律
、

诏令的形式
,

把封建专制主义的文艺政策法令化
。

在《大明律》中
,

有关于
“

搬做杂剧
”

的律令
: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
,

不许妆扮帝王后妃
,

忠臣节烈
,

先圣先贤神象
,

违者杖一百
。

官民之 家 容

扮者与同罪
。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
、

孝子顺孙
、

劝人为善者
,

不在此限
。

永乐年间
,

又诏令
: “

但有袭读帝王圣贤的词曲
、

驾头杂剧
” ,

都要烧毁干净
, “

敢有收藏的
,

全 家杀了 I
”

L

在上述封建专制主义的重重束缚与高压下
,

使元明之际一度颇为繁荣的文艺创作
,

遭到

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
。

明乎此
,
、

也就不难理解明前期杂剧贵族化
、

南曲传奇八股化
、

诗文盛

行
“

台阁体
”

的原因
。

这是就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政治环境
、

文化背景而言
。

就作者的主观因

素来看
,

是社会久乱以后
,

出现明前期休养生息
、

经济发展
、

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的盛世景象 ,

知识分子只要愿意为君王所用
,

不要触犯统治者
,

取功名利禄并不困难
, “

由布衣而登大僚者

不可胜数
。 ” L物质生活既然优裕

,

思想上也就乐于接受程朱理学的统治
。

因而知识分子阶层

的心理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
:
对民族与社会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失落了

,

而伴随封建专制主

义而来的特务统治
、

文字狱祸以及控制文艺创作的律令
,

又产生了创作的不安全感 ; 无优患

与不安全之间的矛盾
,

要求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平衡
,

表现在审美意识上
,

追求无冲突的和谐

匀称
、

雍容典雅
、

平稳工整之美
。

八股文之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
, “

台阁体
”

诗文之盛行
,

宣扬

封建礼教
、

神仙道化或歌功颂德的戏曲得以泛滥剧坛
,

宫廷画院应制的绘画艺术
,

都是这种

文化心理的表现
。

其共同特点是
:
作家的物质待遇都很优裕

,

精神上却贫乏怯懦
,

大多数都

带有御用文人的性质
,

负荷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从字文学艺术的创作
,

很难产生艺术上有生命

力的作品
。

总之
,

14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整个文学艺术创作的前进道路
,

被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

所阻遏了
,

艺术生命被窒息
。

宋元以来
,

活跃在都市中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

如小说
、

戏曲

的创作
,

受到更大的限制 , 封建统治者
,

不仅用政治力量摧残进步文学
,

而且把持了创作阵

地
,

使文学御用化
。

大多数知识分子
,

在追求仕进过程中
,

思想僵化
,

脱离人民
,

失去忧患

意识
,

却兼怀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恐怖心理
,

抑制了真正有艺术生命的文学创作
,

使文学由一

个高潮跌落到低潮
,

沉寂了百余年之久
。

注释
:

① 叶子奇《草木子 》卷 4 《杂姐篇 .))

② 《元史》卷 1 8 6《张祯传o))

③ 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2 3引 民间小曲《醉太平 》
。

④ 《明史 》卷 12 9《冯胜传 o))

⑤ 《明史》卷 12 7《李善长传o))

⑥ 《明太祖实录 》卷 3 陶安向朱元璋建言
。

⑦ 《明史》卷 1 3 6《朱升传 o))

⑧ 见《明太祖实录 》卷 21
。

⑨ 例如《三 国演义》 中描写
“

赤壁之战
”

虽有《三 国志》
、

《资治通鉴 》等史书提供的资料
,

但元末至 正 二

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都阳湖之战
,

在战略决策
、

规棋
、

战术
、

决战场面等方面
,

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感

性材料
。
《水浒传》写宋江征方腊的进军路线

,

与朱元璋 讨 伐张士诚的路线相同
,

亦非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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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
,
对一切肆意侵吞他们的劳动成果的腐败现象群起而攻之

。

假如能辅以政治体制上的成

功改革
,

他们还会竭诚推选出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
,

而毫不客气地罢免那些不愿或不能为他

们谋利益的
“

官僚政客
”

和
“

窝囊废
” 。

当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全部入了劳动者的私囊以后
,

他们虽不抗税
,

但税率也必须合

理
。

因此
,

他们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关心参与国家税政税法的研讨
、

制订及监督执行
,

·

从而使

他们成为企业和国家当家理财的主人
,

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权益
。

第五
,

能够彻底破除统一工资制
,

砸烂大锅饭
,

取消国家对消费品的不合理财政补贴
,

实现国家与个人间的明来明往等价交换
,

从而有利于分配体制和价格体制的配套改革
。

不同

的企业创造的国 民收入量是不同的
,

各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也不一样
,

如果有科学的劳动考

核和监督
,

那么不同企业的劳动者和同一企业的不同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就必然不一样
。

由

此
,

统一工资和大锅饭就难以存在
。

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下
,

国家对消费品的价格补贴使劳动

者的个人实际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
。

③这种补贴来自对劳动者个人劳动的暗中扣除
,

又暗中

归还了他们
。

真是多此一举
。

这不仅不能体现按劳分配
,

而且严重地阻碍着价格 体 制 的 改

革
。

第六
,

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

企业的生产必然迅速发展
,

国民收入量必然不断

增多
,

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定能稳定地大幅度地增长
。

总之
,

实行个人所得税制使按劳分配直接了当
,

使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主义权利和承担的

义务径纬分明而 又高度统一
。

应该说它的上述六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

我们可以从农业生产责

任制体系中的那种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大包千分配方式的强力效应中得到间接而有说服力的佐

证
。

、

注释
:

① 《解放军日报
·

周末增刊》 19名6年 12 月 13 日
。

②③ 胡逢吉《关于非按劳分配因素及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研究》 198 4年第 10 期
。

关 由于不同的企业存在生产条件的差别和价格的不合理等
,

因此
,

社会主义企业还存在着级差收益
,

由此国民不一定是工人活劳动的真实凝结
。

为了分析的简便起见
,

这里将这一现实状况抽象掉
。

* 对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来说
,

是否完全实现了按劳分配
,

还要取决于对他们劳动的科学计量
。

* 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程度
,

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

按劳分配作为他们物质利益的实现
,

对于傲发他

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毫无疑义的
。

娜阳
.

叫卜川卜叫归喇卜 叫卜叫卜
, 朋户明卜叫卜峭卜峭卜叫卜峭卜川卜 叫卜叫加

. , 朋户叫归
.

川卜 门阴卜 口响卜 叫加叫加 州朋脚 叫卜叫卜川卜叫卜州即
.

峭卜 明 M户叫卜 叼卜
.

叫卜 叫卜 叫阳
,

峭卜叫卜
.

峭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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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 引自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
。

0 黄佐《南 . 志》卷 10 《漠训考协下
。

O 《蜜坡集》卷 7
。

O 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 32(( 明初文字之祸机

0 《明太祖实录 》卷36
。

O 《明史 》卷 3 0 8 《胡惟庸传》
。

LL《明史 》卷 7。《选举志》
。

O 顾起元《客座赞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