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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化
”

的范围
、

等级及其他

李 希 贤

.

典型化
”

的范围
、

等级及其相关 问 题
,

本 是
“

典型化
”

创作中应有的命翅
,

却在典型化研讨中
,

出现了相当一致而又是极不准确的见解
。

揭示
、

正

视这一研究中的弊端
,

对欢方面的传统见解有所反

思
,

会有助于创作论的更新
。

扩了、
毛 飞
傲耐耐护

迄今为止
,

虽然不见有文章直接

论述
“

典型化
,

的范围问题
,

却又可以

由人们对
“

典型化
”

概念的规定性中悟

现
。

有的论文认为
: “

典型化的过程
,

就是概括化和

个性化统一的过程
,

而这一过程的全部奥秘
,

则在

于创造
`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 。 , 《文学的 基本 原

理》也肯定
. “

典型化的过程
,

也就是典型形 象 的创

造过程
。 ”
又由于把典型化匡定在叙事性文学典型创

作范围内
,

所 以该教材只讲了对
“

叙事性文 学作 品

典型化的墓本要求
” 。

作为电大教材的《文学 概 论四

十讲》
,

用了第十九讲这一整讲的篇幅专谈
“

典 型 化

的墓本规律与方法
, ,

其墓本观点也不外乎强调
: “

典

型化
,

就是把来自生活的素材经过提炼
、

加工
,

使

之成为艺术典型
。

所以
,

典型化的过程
,

就是典型

形象的创造过程
。

典型化的基本规律
,

也就是创造

艺术典型所必须遵循的墓本 规 律
。 ”

国 内 唯 一 用

《文学理论》命名的教材
,

虽然用了一章 的 篇 幅 谈
一

典型的创造
” ,

却 也 是 用 典 型 化 来 统 贯 各 节

的
。

这些有代飞性的见解证明
,

在我们当代的典型

化研究中
,

其主旋律是
:

把
“

典型化创作
,

与
“

典型创

作
” 、 “

典型化的过程
”

与
“
塑造典型的过程

, 、 “

典型

化的规律
”

与
“

典型创作的规律 , 相提并论
、

互相取

代以至混为同一
,

而又往往限定在叙事性文学范围

内
。

这样
,

人们实则已经从艺术领域内部的艺术分

类
、

体裁等方面
,

为典型化的对象和范栩 做 了 界

定
。

对他们的界定
,

可作如下的总括 . 典型化主要

适用于叙事性文学典型创作这一范围
,

即
“

化
”

人物

为典型人物
, “

化
”

情节为典型情节
, “

化
.

环境为典

型环境
,

而以典型人物为中心 目标
。

这个几乎成了定论的观点值得辩析 ,
而 科 学 的

辩 析 只 会 得 出 与 流 行 见 解 相 反 的 结 论

。

这 个 结 论

是

: “

典 型 化

”

的 范 围 涵 盖 面 大 于 典 型 创 作

,

并 与 文 学

— 艺术总合系统的创作范围等同
。

首 先

,

从 概 念 关 系 上 讲

,

旧 说 陷 入 自 相 矛 盾

。

也 就 是 说

,

人 们 对 典 型 化 概 念 的 规 定

,

同 他 们 对 典

型 化 范 围 所 作 的 界 定 相 悖 离

,

却 与

.

文 学 和 艺 术

”

的

外 延 相 契 合

。

因 为

,

根 据 流 行 的 见 解

,

即 依 据

“

典

型 化 是 概 括 化 和 个 性 化 的 统 一

”

概 念
,

依 据 典 型 化

的 内 涵 无 非 是 选 择

、

集 中

、

级 合

、

改 造 等 等 因 素

,

那 我 们 同 时 就 应 当 肯 定

,

典 型 化 是 社 会 生 活 信 息 与

文 艺 作 品 之 间 的 一 个 中 介 环 节

,

其 职 能 和 功 力 在 于

造 成 审 美 意 象

,

继 而 组 建 艺 术 形 象

。

这 样

,

典 型 化

所 具 有

、

所 要 求 的 东 西

,

并 未 包 含 超 过 一 般 创 作 的

特 殊 内 容

,

非 文 艺 创 作 中 偶 发 的

、

个 别 的 现 象

,

而

恰 恰 是 各 门 艺 术 生 产 所 不 可 缺

、

塑 造 艺 术 形 象 所 不

可 少 的 东 西

。

换 一 个 角 度 讲

,

根 据 现 今 流 行 的

“

典 型

化

”

概 念

, “

典 型 化

”

只 能 指 生 活 素 材 和 艺 术 形 象 之 间

的 包 容 思 维 和 表 达

、

内 容 和 形 式 的 实 践 性 环 节

,

指

作 者 用 于 反 映 的 对 象 和 企 求 的 艺 术 目 标 之 间 的 能 动

性 的 艺 术 中 介

,

是 和 现 今 创 作 论 中 另 外 两 个 支 柱 性

的 概 念

“

形 象 思 维

”

和

“

艺 术 形 象

, ,

既 紧 密 相 连 又 互

有 区 别 的 通 用 名 词

。

由 此 可 知

, `

典 型 化

”

现 今 概 念

的 内 涵 及 内 容 的 质 素 决 定 了 该 概 念 所 反 映 的 对 象 的

总 和

,

也 就 是 整 个 艺 术 的 外 延

,

而 决 不 仅 仅 适 用 于

某 一 种 艺 术

、

某 一 种 体 裁 某 一 类 创 作 方 法

。

否 则

,

在 概 念 的 逻 辑 关 系 上 也 是 说 不 通 的

。

其 次

,

如 果 将

“

典 型 化

”

概 念 同 持 该 概 念 的 人 们

对

“

形 象 思 维

”

和

“

艺 术 形 象

”

的 见 解 联 系 起 来 审 察
,

他 们 也 没 有 理 由 把 典 型 化 的 范 围 限 制 得 那 么 窄 狭

。

他 们 一 般 都 认 为

,

文 艺 的 特 征 在 于 形 象

,

而 形 象 则

是 形 象 思 维 的 产 物

。

或 者 说

,

文 学 和 艺 术 是 用 形 象

来 反 映 社 会 生 活 的

,

这 种 反 映 不 是 照 相 式 的 反 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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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此

,

就 应 当 进 一 步 承

认

,

创 作 中 的 形 象 思 维

,

既 不 是 一 种 抽 象 的 思 维 方

式

,

也 不 是 排 斥 选 择

、

集 中

、

提 炼

、

改 造

、

虚 构 的

机 械 反 馈

,

而 是 对 一 定 的 生 活 信 息

、

作 品 内 容 和 形

式 的 诸 要 素 及 创 作 目 标 的 复 杂 联 系 和 艺 术 组 合 的 辩

证 构 思

,

是 突 破 生 活 中 的 个 别 而 又 重 建 艺 术 的 个 别

的 想 象 和 联 想 活 动

,

因 而 也 是 从 属 并 体 现 创 作 目 标

的 内 导 系 统 和 外 导 系 统 的 自 组 织 性 和 相 生 性 的 有 力

保 障

。

而 形 象 思 维 的 过 程

,

也 主 要 是 凭 借 艺 术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的 法 则 塑 造 艺 术 形 象 的 过 程

。

典 型 化 从 属

于 形 象 思 维

、

支 撑 形 象 思 维

,

并 因 含 有 想 象 和 联 想

的 思 维 活 力 而 成 为 形 象 思 维 的 一 个 重 要 途 径 和 方

法

。

没 有 典 型 化 的 机 制

,

主 体 的 思 维 不 可 能 沿 着 艺

术 的 轨 迹 运 行

,

艺 术 形 象 也 无 从 诞 生

。

艺 术 形 象 则

是 形 象 思 维 的 直 接 目 标

,

是 典 型 化 的 必 然 产 物 或 叫

艺 术 结 晶

。

简 言 之

,

在 主 休 的 审 美 创 作 实 践 中

,

通

常 所 言 的 形 象 思 维 属 于 反 谈 思 维 的 根 本 方 式

,

典 型

.

化
属 于 反

馈 实 践 的
基

本
手

段

、

方 法

,

艺 术 形 象 属 于

前 两 者 的 对 象 和 所 要 趋 向 的 目 标

,

它 们 密 切 相 连

、

协 同 作 用 而 又 彼 此 制 约

,

决 不 是 互 不 相 干 的 三 个 东

·

酒

。

这 种 关 系 也 表 明

:

典 型 化 是 文 学 创 作 和 艺 术 创

作 共 同 的 基 本 法 则

,

并 非 文 学 典 型 创 作 的 专 利 品

。

再 次

,

典 型 化 观 点 的 萌 芽

、

发 展 的 过 程 也 表

明

,

以 往 的 论 者 也 是 从 文 艺 创 作 的 基 本 法 则 的 意 思

运 用

“

典 型 化

”
这 一 信 码 的

,

并 没 有 主 观 片 面 地 限 制

沦 的 适 用 领 域

。

亚 里 斯 多 德 早 在
《 诗 学 》 中 就 指 出

:

“

i寺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 已发生 的事
,

而 在 于 描 述

可 能 发 生 的 事

,

即 按 照 可 然 律 或 必 然 律 可 能 发 生 的

事

。 ”

这 实 际 上 就 是 讲 的 典 型 化 创 作 法 则

。 “

按 照 可 然

律 或 必 然 律

”

去 写 可 能 发 生 的 事

,

就 需 要 把
已 发 生

的 事 予 以 典 型 化
,
离 开 了 典 型 化 的 功 力

,

便 摆 不 脱

真 人 真 事 的 局 限

,

不 能 往 可 然 律 或 必 然 律 飞 跃

。

黑

格 尔 在 《 美 学 》 第 一 卷 中 进 一 步 强 调
: “

艺 术 作 品 所 提

供 观 照 的 内 容

,

不 应 只 以 它 的 普 遍 性 出 现

,

这 普 遍

性 必 须 经 过 明 晰 的 个 性 化

,

化 成 个 别 的 感 性 的 东

西

。

如 果 艺 术 作 品 不 是 遵 照 这 个 原 则

,

而 只 是 按 照

抽 象 教 训 的 目 的

,

突 出 地 揭 示 内 容 的 普 遍 性

,

那 么

,

艺 术 的 想 象 的 和 感 性 的 方 面 就 变 成 一 种 外 在 多 余 的

装 饰

,

而 艺 术 作 品 也 就 被 割 裂 开 来

,

形 式 与 内 容 也

就 不 相 融 了

” 。 “

普 遍 性

”
要 经 过 明 晰 的

“

个 性 化
。 , `

化

成 个 别 的 感 性 的 东 西

” ,

这 正 是 对 现 当 代 的

“

典 型 化

”

概 念 以 及

“

化

”

的 目 标 在 于 形 象

,

作 了 更 为 精 当

、

更

为 辩 证 的 表 述

。

也 只 有 运 用 典 型 化 的 功 力

,

黑 格 尔 所

,

称

道
的 艺 术

理 想

,

即 特 殊 性 与 普 遍 性

、

感 性 与 理

1

性

,

形 式 与 内 容 的 有 机 统 一 的 艺 术 品

,

才 能 兑 现

。

继 承 和 发 展 了 这 一 见 解 的 俄 国 文 艺 理 论 家 别 林 斯

基

、

杜 勃 罗 留 波 夫 等 人

,

也 从 创 作 过 程

、

从 典 型 化 的

结 果 方 面

,
.

肯 定
了

典
型

化
不

是 个 别 作 家

、

个 别 作

品 的 一 种 特 质

,

而 是 艺 术 创 作 的 一 种 法 则

,

是 与 创

作 家 的 才 能 和 称 号 连 在 一 起 的 思 维 能 力 和 表 达 能

力

,

肯 定 了 典 型 化 对 审 美 创 作 及 其 主 体 的 普 邀 意

义

。

尽 管 历 史 上 的 理 论 家 没 有 运 用 现 代 流 行 的

“

典

型 化

”

名 词

,

但 联 系 文 艺 的 性 质

、

特 征 和 功 能 对 艺 术

生 产 的 基 本 法 则 所 作 的 探 索

,

实 际 上 就 是 对 典 型 化

所 作 的 悉 心 研 究

,

是 现 代 的

“

典 型 化

”

观 的 先 导 和

历 史 积 淀

,

应 当 成 为

“

典 型 化

”

正 名 的 重 要 参 照 系

。

注 意 到 了 这 一 点 的 苏 联 文 艺 理 论 家 更 加 明 确 地 强

调
:

典 型 化 是 文 艺 创 作 的 普 逸 的

、

墓 本 的 法 则

、

手

段

。

举 例 说

,

依

·

马 赛 也 夫 在
《论 艺 术 的 典 型 化 》 中

讲 过
: “

典 型 化 是 洞 察 事 物 和 现 象 实 质 的 特 殊 方 法

,

是 通 过 生 动 而 鲜 明 的 艺 术 形 象 再 现 人 的 生 活

、

活 动

和 斗 争 以 及 表 现 人 的 思 想

、

感 情

、

感 受 的 方 法

。

典

型 化 是 艺 术 创 作 的 基 本 的 特 殊 的 客 观 规 律

” 。

可 见

,

他 并 未 把

“

典 型 化

”

所

“

洞 察

” 、 “

再 现

”

和

“

表 现

”

的 对

象

,

局 限 在 典 型 人 物 这 个 较 窄 的 范 围 中

,

却 以 文 学

艺 术 的 总 对 象 做

“

典 型 化

”

的 对 象

。

所 谓

“

艺 术 创 作

的 基 本 的 特 殊 的
”

方 法

、

规 律

,

也 是 就 区 别 于 非 艺

术 的 而 又 属 于 一 切 艺 术 共 有 的 意 义 上 而 言 的

。

与 此

大 致 相 同 的 见 解

,

也 反 映 在 例 如 六 十 年 代 出 版 的

《 简 明 美 学 辞 典 》 里
。

此 辞 典 的 《 艺 术 中 的 典 型 化 》 条

的 开 头 一 段 说
, “

典 型 化
” “

指 通 过 对 独 特 的 和 个 别

的 事 的 描 写

,

以 艺 术 形 象 来 揭 示 人 的 生 活 和 社 会 生

活 中

、

人 们 心 理 感 受 和 人 们 关 系 中 的 一 般 的

、

合 乎

规 律 的 东 西 这 种 方 法
,
艺 术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的 总 和

。 ”

象 这 样 从 社 会 生 活 与 文 艺 作 品 间 的 中 介 意 义 来 理 解

典 型 化 的 涵 义
,

较 之 把 典 型 化 与 典 型 创 作 混 同 的 说

、

法

,

更 为 有 意 义 些

。

最 后

,

如 果 用 人 类 掌 握 世 界 的 方 式 的 宏 观 眼 光

看 问 题

,

我 们 也 必 然 会 得 出 典 型 化 应 有 的 范 围 同 文

学

、

艺 术 的 总 范 围 相 一 致 的 结 论

。

典 型 化 问 题

,

尤

其 是 典 型 化 应 用 范 围 问 题
,

作 孤 立 的 考 察

,

易 失 之

偏 颇

,

陷 入 自 相 矛 盾

。

拓 宽 视 野

,

根 据 马 克 思 在
《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导 言 》 中 提 供 的 人 类 掌 握 世 界 的 不 同

方 式 的 科 擎 论 断
,

来 思 索 艺 术 与 科 学 等 的
区 别

,

便

会 认 识 到

.

典 型 化 应 是 艺 术 地 掌 握 世 界 区 别 于 理 论

的

、

宗 教 的

、

实

或 ` 精神的掌握世界的主要根据、

条 件 之 一

。

离 开 了 典 型 化 法 则

、

声
段

,

作 家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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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能 通 过 艺

术 思 维 演 成 栩 栩 如 生 的 艺 术 形 象

,

也 不 可 能 为 艺 术

地 掌 握 世 界 获 得 理 论 的

、

宗 教 的

、

实 践 一 精 神 的 掌 握

世 界 方 式 所 缺 乏 的 审 美 功 能

。

毛 泽 东 同 志
《 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 中 所 说 的
, “

文 学 作 品 或 艺 术

作 品

,

都 要 把

.

甘 常 的 现 象 集 中 起 来

,

把 其 中 的 矛 盾

和 斗 争 典 型 化

” ,

也 是 从 生 活 这 个

“

像

”

与 文 艺 作 品 这

种

“
流

”

的 相 干 关 系 上
,

从 生 活 的 集 中

、

艺 术 的 组 合

的 意 思 上

,

才 运 用 典 型 化 一 词 的

。

因 之

,

所 谓 典 型

化

,

大 体 是 相 对 自 然 形 态 的 生 活 而 言

, “

化

”

生 活 信

息 为 艺 术 作 品 的 一 种 基 本 方 法

,

是 从 生 活 出 发 而 达

到 创 作 目 标 的 思 维 一 实 践 环 节

,

因 而 也 是 人 类 认

识 和 改 造 世 界 的 一 种 特 殊 方 式

:

审 美 的 机 制 方

式

。

与 典 型 化 的 对 象

、

范 围 密 切 关 连

的 另 外 一 个 问 题

,

就 是 典 型 化 的 类 别

、

等 级 问 题

,

一 个 涉 及 创 作 主 体 性 及 创

作 质 盆 的 重 要 问 题

。 ` .

不 同 的 艺 术
门

类
和

体 裁

,

由 于 造 裂 的 物 质 材

料 奋 反 映 的 具 体 对 象

、

形 象 要 素 的 参 量 和 组 合 等 等

的 矛 盾 特 殊 性

,

所 以 典 型 化 的 规 律 也
有

所 不 同

。

典

型 化 的 类 别

,

还 表 现 在 不 同 创 作 方 法 同 典 型 化 的 不

同 的 关 萦 方 面

。

典 型 化 作 为 创 作 方 法 内 涵 里 的 一 个

较 稳 定 的 常 数

,

自 然 也 成 了 创 作 方 法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条 件

,

杏 则

,

创
作

方 法 因 失 却 塑 造 艺 术 形 象 的 功

能

,

便 不 成 其 为 创 作 方 法 了

。

同 时

,

也 需 要 看 到

,

在 艺 术 生 产 系 统 中

,

创 作 方 法 的 层 次 毕 竟 高 于 典 型

化 所 处 的 层 次

。

而 且
,

与 典 型 化 相 比

,

创 作 方 法 同

审 美 创 作 主 体 的 历 史 观

、

哲 学 观

、

艺 术 观 和 美 学 观

的 联 系

,

更 直 接 些

,

更 深 刻 些

,

而 且 在 整 个 创 作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能 动 作 用 更 全 面 些

。

这 种 重 大 能 动 作 用

的 表 现 之 一

,

就 是 不 同 的 创 作 方 法 对 典 型 化 的 容 纳

程 度 和 运 用 方 面 等

,

有 着 显 著 的 差 别

。

具 体 说

,

文

艺 史 上 那 些 符 合 艺 术 规 律 的 创 作 方 法

,

如 现 实 主

义

、

积 极 浪 漫 主 义

、

批 到 现 实 主 义

、

社 会 主 义 现 实

主 义 等

,

都 注 重 于 概
招

和 个 性 化 的 和 谐 统 一
,

古 典

主 义 和 自 然 主 义 等
,

则 视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为 不 可 统 一

的 对 立 两 极

,

只 片 面 地 凸 现 其 一 极

,

却 又 很 难 说 完

全 取 消 了 另 一 极

,

因 而 是 对 典 型 化 的 片 丙
认 识 和 低

水 平 应 用

。

可 以 认 为

,

不 同 创 作 方 法 中 典 型 化 的 不

同

,

主 要 体 现 于 水 平 和 质 童 上 的 不 同

。

此 外

,

由 于 艺 未 反 映 的 不 同 方 面
和

层 次 的 对

象

,

主 要 是 人

、

事

、

物 及 其 下 属 的 因 素

,

同 时 也 都

是 典 型 化 的 对 象

。

而 且

,

投 有 低 层 因 素 方 面 的 典 型

化

,

作 品 的 内 容 要 素 及 作 品 整 体 的 典 型 化

,

就 要 落

空

。

所 以

,

典 型 化 的 对 象 和 目 标

,

也 其 有 系 统 的 性

质

。

换 言 之
,

在 艺 术 生 产 中

,

典 型 化 还 具 有 艺 术 种

类

、

体 裁

、

创 作 方 法 和 对 象 等 方 面 的 类 别 性

。

对 这

种 类 别 性 及 类 别 中 的 分 野 进 行 界 定 性 的 研 究

,

不 仅

是 系 统 认 识 典 型 化 的 需 要

,

也 有 助 于 把 握 艺 术 种

类

、

体 裁

、

创 作 方 法 和 文 艺 对 象 的 特 性 等

。

同 时

,

又 应 当 强 调

,

着 重 从 质 t 方面对典型化

系统予以等级上的区分
,

其 意 义 更 重 大 些

。

因 为
,

典 型 化 作 为 文 艺 家 反 演 的 一 种 思 维 棋 式

、

手 段

,

它

与 生 活 的 真 理

、

进 步 的 倾 向 性 等

,

不 一 定 就 有 直 接

的

、

必 然 的 关 系

,

更 不 是 因 果 关 系

。

而 且

,

脱 离 审

美 创 作 主 体 的 作 者 谈 典 型 化

,

也 掌 握 不 了 典 型 化 的

精 神 实 质

。

一 般 的 作 者

,

即 使 凭 艺 术 的 直 觉

,

也
知

道 用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相 结 合 的 法 则

,

才 能 塑
造

出 艺 术

形 象

。

然 而

,

典 型 化 作 为 一 种 能 动 的

、

创 造 性 的 精

神 劳 动

,

是 在 富 有 个 性 的 主 体 与 一 定 的 描 写 对 象

、

创 作 方 法 和 艺 术 样 式 等 相 互 作 用 的 条 件 下 进 行 的

。

审 美 创 作 主 体 的 思 想 视 野 是 否 宽 广

,

生 活 积 累 是 否

浑 厚

,

生 活 体 验 是 否 深 刻

、

真 切

,

其 认 识 路 线 是 否

正 确

,

认 识 能 力 是 否 深 邃

,

其 艺 术 直 觉 力

、

洞 察 力

、

想 象 力

、

联 想 和 虚 构 的 能 力 是 否 高 超

,

其 艺 术 修

养

、

艺 术 技 巧 是 否 全 面

、

纯 熟

,

与 典 型 化 程 度 有 直

接 关 系

。

总 之

,

创 作 者 的 审 美 智 能 结 构 和 物 化 能 力

同 典 型 化 创 作 的 要 求

,

是 否 完 全 地

、

高 度 地 契 合

,

决 定 着 典 型 化 创 作 水 平 的 高 低

。

有 一 种 典 型 化

,

是 高 强 度 的 艺 术 概 括 和 鲜 明 独

特 的 个 性 化 的 有 机 统 一

,

与 乌 克 思 倡 导 的

“

莎 士 比

亚 化

”

的 涵 义 相 当

。

据 此 创 造 出 来 的

,

就 是 真 善 美

辩 证 统 一 而 有 深 永 魅 力 的 最 高 级 的 艺 术 品

。

例 如

,

李 白 的 抒 情 诗

,

拉 斐 尔 的 绘 画

,

贝 多 芬 的 乐 章

, “

拉

奥 孔

”

的 雕 象 群 以 及 举 不 胜 举 的 优 美 动 人 的 舞 蹈 艺

术

、

戏 剧 艺 术 和 电 影 艺 术

。

这 一 类 典 型 化 的 表 征

或 代 表 当 然 就 是 典 型 人 物 形 象

。

这 种 典 型 化 的 实 践

者

,

也 就 是 那 些 极 优 秀 的 作 家 和 艺 术 家

。

次 等 的 典

型 化 则 是 一 定 的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的 辩 证 统 一

,

它 属 于

典 型 化 整 体 中 的

“

大 多 数

” ,

也 可 当 作 典 型 化 的 标 准

水 平

。

用 此 等 典 型 化 水 平 创 造 出 来 的 形 象

,

在 艺 术

形 象 系 统 内 的 比 重 较 大

。

比 上 两 类 功 能 低 的 创 作

,

以 艺 术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互 不 协 调

、

不 均 衡 为 其 标 志

,

因 而 属 于

“

典 型 化

”

标

准 水 平 的 下 部

,

但 鉴 于 未 达 到 完 全 割 裂

、

绝 对 对 立

的 地 步

,

所 以 也 可 以 充 当 典 型 化 的 末 流

。

其 中

,

有

的 过 份 强 调 概 括

,

轻 视 个 性 化

,

因 此 形 象 显 得 抽

气 、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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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物 趋 向 类 型 化

、

概 念 化

。

乌 克 思 所 批 评 的

“

席

勒 式

” ,

思 格 斯 指 出 的

“

把 个 性 消 融 到 原 则 里 去 了

”

的

不 良 倾 向

,

就 属 于 这 一 类

j
而 把 这 一 类 推 向 高 蜂

的

, `

大 概 就 是 十 七

、

八 世 纪 古 典 主 义 的 业 绩 之 一

。

在 我 国 当 代 文 学 中

,

那 些 曾 以 图 解 人 物 的 阶 级 性 为

主 要 特 征 的 创 作

,

也 应 当 视 为 对 该 类 的 承 续 和 恶 性

发 展

。

与 此 相 反

,

有 的 则 极 端 强 调 个 性 化

,

轻 视 概

括 的 重 耍 地 位

。

这 在 左 拉 的 一 些 小 说 中

,

在 现 代 西

方 的 部 分 作 品 中

,

在 我 国 当 代 的 某 些 作 品 和 艺 术 作

品 中

,

都 有 鲜 明 的 表 现

。

该 类 的 发 展 高 峰

,

大 概 要

算 恩 格 斯 所 批 评 的

“

恶 劣 的 个 性 化

” ,

并 在 实 际 上 已

滑 到 典 型 化 的 对 立 面 上 去 了

。

按 水 平 方 向 描 述

,

典 型 化 的 实 际 等 级

,

当 然 不

只 有 上

、

中

、

下 三 种

。

但 在 比 较 中

,

作 粗 略 的 区

分

,

不 搞

“
一 刀 切

” ,

这 有 助 于 作 家 往 典
型 化 的 高 标

准 攀 登

,

对 于 典 型 化 间 题 的 探 研 和 文 艺 评 论 的 深 入

开 展
,

也 颇 有 助 益

。

在 典 型 化 饲 题 上

,

笔 者 上 述 的 见

解

,

又 是 与 另 些 原 则 性 的 分 歧 分 不 开

的

。

在 我 国 当 代 的 文 艺 学 中

, “

概 括 化 和 个 性 化 相 统

一

”

的

“

典 型 化

”

概 念

,

是 被 当 作 从 生 活 原 型 跃 入 艺 术

典 型 的 艺 术 手 段

,

而 为 文 艺 理 论 工 作 者 所 普 遍 重 视

的

。

因 此

,

人 们 是 从 审 美 创 作 主 体 的 思 维 和 表 达

、

内 容 和 形 式

、

出 发 点 和 归 宿 等 最 完 美 的 结 合 形 态

上

,

赋 予 典 型 化 以 最 高 的 审 美 性 能 的

。

与 此 有 异

,

笔 者 认 为

,

艺 术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的 统 一 的 艺 术 目 标

,

不 过 是 人

、

事

、

物 的 一 般 意 象

,

并 不 必 然 为 人 物 及

艺 术 作 品 获 得 整 体 性 的 大 容 量 的 和 高 功 能 的 艺 术 形

象

,

它 同 典 型 人 物 形 象 的 孕 生 很 难 说 是 直 线 性 的 因

果 联 系

。

坚 持 典 型 化 等 于 典 型 创 作 的 见 解

,

一 方 面

将 典 型 化 适 用 的 范 围 看 得 太 狭 窄 了

,

即 不 承 认 它 是

一 切 文 学 和 艺 术 通 用 的 创 作 法 则

,

另 一 方 面

,

又

把 典 型 化
的

效 用 拔 高 了

、

捆 升 了

,

斌 予 它 本 身 负 荷

不 了 的 高 功 能

,

降 低 了 典 型 的 审 美 标 准
,

所 以 陷 入

了 双 重 性 的 失 误

。

问 题 还 在 于

,

一 些 同 志 对 典 型 化 本 身 的 研 究 颇

带 表 面 性

。

在 这 种 研 讨 中

,

典 型 化 概 念 本 身 的 结 构

,

除 了 横 向 平 列 的

“

概 括 化

”

和

“

个 性 化

”

这 对 术 语 外

,

未 见 有 什 么 下 属 的 要 素
(包括要素 的名称

、

性 质

、

特

征

、

功 能 和 规 律 等
)

、

层 次 及 其 关 联 组 合 的 规 定

,

即

没 有 通 向 纵 深 的 关 节 点 名 称

,

未 能 为 系 统 认 识 对 象

提 供 多 维 的

、

立 体 的 信 码 结 构 或 思 维 模 式

。

于 是

,

人 们 只 有 凭 借 典 型 化 这 一 名 词 及 概 括 化 和 个 性 化 这

两 者 高 层 次 (实为 表面层次 )的
、

单 线 性 的 联 系 和 作

用

,

对 典 型 化 创 作 做 笼 统 而 含 混 的 研 究

。

而 在 探 研

中

,

人 们 的 着 眼 点 和 论 争 的 焦 点 仍 落 在 概 括 化
; :个

性 化 的 相 互 关 系 方 面
,

即 究 竟 是 从 抽 象

、

概 括 到 个

性 化
? 还 是 概 括 化 和 个 性 化 互 相 渗 透

、

循 环 往 复 ?

或 者 是 从具 体 (生 活中的个别 ) , 抽象 (艺术概 括 ) ,

具体 (艺术典 型 )或 叫个别 (众 多 的 )今一 般咔典型 ?

总 之
,

人 们 的 见 解 虽 说 有 异

,

却 又 都 依 恃 逻 辑 范 畴

的

“

个 别

”

和
“

一 般

” ,

来 诊 释 文 艺 创 作 中 艺 术 概 括 和

个 性 化 关 系 的 矛 盾 特 殊 性

,

满 足 于 逻 辑 范 礴 的 简 单

推 演

。

同 样

,

人 们 所 谈 论 的 典 型 化 规 律

,

也 是 基 于

“
生 活 原 型

”

与

“

艺 术 典 型

”

这 两 者 在 表 象 上 的 简 单 类

比

,

再 将 这 种 线 性 连 系 的 若 干 种 类 (例如
,

有 的 依 据

某 一 模 特 儿 写 出 典 型

,

有 的 杂 取 种 种 人 而 写 成 典

型 )
,

平 列 为 三 条 或 四 条

,

便 算 揭 示 了 典 型 化 的 规 律

和 途 径

。

可 见

,

典 型 化 概 念 的 这 类 简 单 构 架 及 据 该

构 架 所 进 行 的 研 究

,

当 然 不 能 深 进 文 艺 创 作 的

“

后

院

” ,

更 不 足 以 反 演 典 型 创 作 的 实 际

。

这 种 研 究 的 表 面 性

,

又 在 封 闭 式 的

、

静 态 式 的

思 维 侄 格 中 而 得 以 加 重

,

甚 至 散 发 出 机 械 论 的 气

息

。

在 艺 术 生 产 体 系 中

,

典 型 化 只 能 是 现 实 和 艺 术

品 之 间 的 一 个 生 产 环 节

,

或 者 说

,

属 于 反 映 的 对 象

和 对 象 化 了 的 对 象 的 中 介 因 素

。

这 一 确 定 的 位 咒 表

明

,

典 型 化 决 非 自 动

、

自 为 之 物

,

必 山 创 作 主 体 所

控 制

、

所 左 右

,

并 且

,

只 有 在 实 际 的 创 作 过 程 中

,

才 能 获 得 实 在 的 对 象

,

而 又 在 对 象 化 时 显 示 自 己 的

某 种 能 量 和 信 息 作 用

。

又 由 于 典 塑 化 的 真 实 过 程 的

秘 密

,

潜 藏 在 当 代 科 学 尚 不 能 完 全 描 述 清 楚 的 作 家

头 脑 的 机 制 中

,

所 以

,

除 了 可 利 用 作 家 讲 出 的 一 些

创 作 经 验 外

,

我 们 便 需 要 依 据 典 型 化 的 成 果 (艺 术

形象
、

作 品 )去研究典型化过程 中的情 景
。

因 此

,

对

典 型 化 本 身 的 研 究

,

和 对 自 动 化 的 机 械 生 产 的 研 究

根 本 不 同

,

也 就 是 说

,

研 究 典 型 化 应 当 是 以 审 美 创

作 主 体 为 前 提 的 对

“

作 家 的 典 型 化

”

的 研 究
,
又 唯 有

联 系 反 映 的 对 象 和 作 为 结 局 的 作 品
,

才 能 揭 示 典 型

化 创 作 法 则 的 实 在 内 容

。

而 作 为 典 型 研 究 的 不 可 缺

的 三 个 方 面

,

即 审 美 创 作 主 体

、

描 写 的 对 象 和 创 造

出 来 的 艺 术 品

,

其 每 一 方 面 都 可 以 视 为 相 对 的 系

统

,

并 莫 不 具 有 自 己 的 子 系 统

。

例 如 即 使 依 照 传 统

的 较 简 单 的 分 解 法

,

作 家 属 下 的

“

生 活 经 脸

” 、 “

世 界

观

”

和

“

艺 术 技 巧
, ,

反 映 对 象 里 的

“

人

” 、 召

物

,

和

“

事
, ,

作 品 的

“

内 容

”

和

“

形 式

” ,

它 们 也 各 有 统 辖 的 要 素

、

层 次 等

。

从 创 作 角 度 对 这 三 方 面 的 横 向 和 纵 向

、

之

间 及 其 内 部 的 复 杂 联 系 和 交 互 作 用

,

进 行 尽 可 能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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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 能 不 是 全 面 认 识 典 型 化 的 必 然 途

径

。

舍 此

,

典 型 化 的 丰 富 性

、

横 向 的 类 别 性

,

以 及

应 当 着 重 弄 明 的 它 在 纵 向 中 的 等 级 性

,

便 无 从 谈 起

了

。

不 必 讳 言

,

割 断 上 述 三 方 面 的 联 系

,

尤 其 是 忽

视 了 作 家 对 典 型 化 的 制 导 作 用

,

自 觉 或 不 自 觉 地 将

典 型 化 当 作 高 效 能 的 生 产 自 动 物

,

以 为 象 自 动 化 生

产 线 一 样

,

一 经 启 动 就 必 造 出 同 一 标 准 的 产 品

,

这 正

是 研 究 者 们 未 能 深 进 典 型 化 等 级 内 的 认 识 根 源

。

基 于 这 种 浮 表 而 混 沌 的 意 识

,

加 之 未 搞 清

“

典

型 化

” 、 “

典 型 性

”

和
“
典 型

”

的 某 种 联 系 和 质 的 区 别

,

不 少 人 便 将 典 型 创 作 所 运 用 的 典 型 化 与 作 为 创 作 一

般 法 则 的 典 型 化 混 为 一 谈 了

。
·

这 里

,

仅 从 部 分 和 整

体

、

t 和质的关系
,

从 全 过 程 及 艺 术 结 晶 方 面

、

就

文 学 典 型 创 作 与 非 典 型 的 典 型 化 之 间 的 区 别

,

作 些

概 括

。

从 部 分 和 整 体

、

盆 和 质 方 面 讲

,

任 何 人 物 形 象

的 典 型 化 都 要 落 实 在 人 物 形 象 的 要 素 上

。

据 此
,

.

典

型 人

物 的 典 型 化 与 非 典

型

的 典

型

化 的

区 别 主 要 有 三

点

:

其 一

,

地 位 不 同

。

典 型 创 作 以 作 品 的 主 角 为 对

象 和 目 标

,
非 典 型 创 作 的 典 型 化

,

则 几 乎 以 全 部 人

物 为 对 象

,

并 根 据 主 要 人 物 的 典 型 化 要 求 和 深 化 作

品 主 题 的 需 要

,

确 定 不 同 人 物

“

化

”

的 方 向 和 程 度

等

。

其 二

,

参 与 化 的 要 素 的 数 皿 和 功 能 有 所 不 同

。

创 造 典 型 人 物

,

一 般 要 更 多 地 运 用 人 物 要 素 的 数 里

及 其 份 t
,

同 时 必 须 斌 予 要 素 以 较 大 的 容 量

,

使 要

素 成 为 大 容 里 的 功 能 单 位

,

以 此 作 典 型 化 思 维 的 组

合 部 件

。

这 种 功 能 单 位 含 量 越 大

,

思 维 的 跳 跃 性 越

强

,

活 力 越 大

,

因 而 越 能 协 同 一 致 地 完 成 典 型 创 作

的 大 业

。

与 此 相 比

,

非 典 型 人 物

.

的 典

型

化

,

次 要 人

物 的 典 型 化

,

便 不 一 定 需 要 运 用 全 部 的 要 素 及 其 大

份 盈

,

而 二

、

三 流 的 作 家 也 往 往 无 力 把 人 物 的 要 素

变 成 大
鸯

羞 的 功 能 单 位

。

其 三

,

化 的 重 点 和 幅 度 不

同

。

典 型 人 物 的 创 作

,

强 调 以 典 型 人 物 的 性 格 重 心

的 规 定 性 作 全 部 典 型 化 的 重 点

,

又 在 鸟 瞰 全 局 的 前

提 下

,

用 典 型 人 物 性 格 重 心 的 典 型 化 带 动 情 节 和 环

境 的 典 型 化
,

用 情 节 和 环 境 的 典 型 化 推 进 性 格 的 典

型 化

,

因 而 是 在 双 向 运 动 中

,

对 典 型 人 物

、

情 节 和

环 境 的 顾 大 局 地

、

协 同 并 进 地

、

分 层 次 而 又 浓 淡 适

度 地
“

化

” 。

对 此

,

也 许 可 以 借 用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反 对

党 八 股 》 中 的 这 个 意 思
: “

化 者

,

彻 头 彻 尾 彻 里 橄 砂 卜 之

谓 也

” 。

平 庸 作 者 的 典 型 化

,

或 把 握 不 住 重 点

,

或 顾

此 失 彼

,

或 不 能 以 点 带 面

、

点 面 结 合 地 化

,

或 学 浅

才 蕊

,

化 不 开

,

化 不 深

,

总 之

,

化 不 出 典 型 形 象

。

从 过 程 及 其 结 局 方 面 讲

,

创 造 典 型 人 物 所 要 求

的 典 型 化

,

是 优 秀 作 家 在 丰 盲 生 活 经 脸 的 基 础 上

,

在 反 射 环 过 程 中
,

既 是 艺 术 构 思
,

又 是 写 作 阶 段 的

以 主 要 人 物 的 要 素 为 基 本 对 象

,

以 主 人 公 典 型 为 重

点

,

以 主 要 人 物 的 性 格 发 展 逻 辑 为 依 据

,

以 作 品 内

容 的 全 部 要 素 的 一 定 数 量 对 比 和 关 联 组 合 为 总 目 标

的

,

有 主 有 次 的

、

循 序 渐 进 的 化 生 活 为 美 的 文 艺 作

品 的 一 种 最 佳 创 作 手 段

。

它 在 过 程 中

,

表 现 为 对 主

人 公 性 格 重 心 着 重 的 观 察

、

思 索 和 写 作 的 一 贯 性

,

表 现 为 创 作 阶 段 间 的 必 然 承 续 性 和 逐 步 展 开 的 渐 进

趋 势

,

体 现 了 生 活 的 客 观 法 则 和 创 作 主 体 性 的 和 谐

一 致

。

据 此 创 造 出 来 的 作 品

,

是 以 主 要 人 物 和 其 他

人 物 的 要 素 以 及 自 然 景 象

,

生 活 景 物 等 功 能 单 位 傲

组 合 件

,

以 主 人 公 典 型 为 突 出 部 分

,

以 主 人 公 性 格

重 心 的 意 蕴 做

“

主 骨

” ,

以 主 人 公 所 处 的 环 境 为 纵 横

面

,

而 以 波 浪 式 的 情 节 作 主 人 公 典 型 和 环 境 的 纵 贯

线 的

,

有 高 低 层 次 的 立 体 性 的 结 构 系 统 整 体

,

是 最

富 于 独 创 性 的

,

具 有 高 功 能 的 审 美 系 统

。

显 而 易 见

,

这 种 高 难 度 的 典 型 化 以 及 化 出 来 的 最 美 的 叙 事 性 文

学 作 晶

,

决 不 是 一 般 作 家 通 常 的 那 种 典 型 化 所 能 奏

效 的

。

最 后 还 想 说 明

,

以 上 是 基 于 约 定 俗 成 关 系

,

也

为 了 有 共 同 的 信 码 符 号

,

才 凭 借

“

典 型 化

”

名 词 来 辩

析 典 型 化 研 究 中 的 问 题

。

在 反 思 中 更 加 体 味 到
:

我

国 当 代 的

“

典 型 化

”

概 念 过 于 贫 乏

、

空 洞

。

我 们 应 在

深 入 的 比 较 研 究 中

,

选 择 或 创 造 出 具 有 高 度 准 确

、

着 眼 联 系 的 新 概 念 或 概 念 系 列

,

来 为 沐 行 的

.

典 型

化

”

概 念 分 担

“

职 责

”

和

“

功 能

” ,

来 充 实 或 取 代 对 生 活

信 息 进 行 艺 术 加 工 的 假 设 结 构 —
“

典 型 化

. 。

J
、
J

、
J

,

J
、
J

,

J
、

J
, 、

犷
、

J
、
J

、 、
了

、

洲

、 习 ` 、 、
厂

、 J 户 J 户 J
,

J
、

J
、叼 ` 、 习 ` 勺 ` 、

J
、
J

、
J

, J户 J户 J
、
J

, 、
厂

、
J

、
J

、
J 、 J

、
J

、
J , J

、 J 户 J 户 J 户

补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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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个 人 才 能 和 雷 求 形 成 的 拼 证 法 》 一 文 在
“

李 权 时 译

”

之 后 漏 掉 了

“

于 先 幼

、

李 广 泉

”

宇 样

,

特 此

补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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