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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植 根 沃 土 叶 常 新

— 评《 中国现代四作家论》

秦 新 文

《 中国现代四作家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 8 3年 2 1月 出版 ) 是陆耀东先生近四 年中所出版的第四部学 术 茸

作
。

他的另 一部专著全国高校文 科教 材《 中国新诗发展史》正在撰写 中
,

他主编的大型工具书 《中国现代文学

辞典》 即将竣稿问世
,

同时
,

他又 在为全国文科科研重点资助项 目之一 《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新 文坐理论》一 书

作准备工作
。

近年来
,

陆先生 已步入到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鼎盛期
。

《 中国现代四作家论》收录 了陆先生三十年来潜心 研究 鲁迅
、

闻一 多
、

冯至
、

柳青的论文十三篇
。

这些 沦

文大都散见于各学术刊物
,

其中有对历史疑 难课题的深入探究
,

有微观 的单篇作 品的分析
,

也有对作 家 创

作道路
、

生平经历的整体把握
,

还有 史料的搜寻与考证等等
,

由于作者强烈的主体意 识
,

这些不同时期的视

角各异 的论文又具有某些一 以 贯之的 共同特点
,

使人们能从研 究对象中发现研究者本人的身影
。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的精神创造 活动
,

那 么
,

文学研究 同样需要一种强烈的创新 意识
。

陆先生最

不满于学术研究 上的陈陈相 因和无所 创见 的重 复劳动
,

他长期搏击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
,

既不重复 自

我
,

更不因袭他人
,

他对于现代四作家的研究作 出了一系列新的发现
、

新的突破
,

从一个侧面 反映 了他富于

创造性 的学术 品格
。

早在 50 年代中期
,

当一些研究者普遍 否认鲁迅 笔下的狂 人所固有的病理特 征
,

以划分阶级成份的 方 法

取消这一形象的复杂性时
,

陆先生发表 了《关于 <狂人 日记>中的狂人 形象》的文章
,

通过对狂人的言论
、

行动和

心理特征的分析
,

认定狂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真 狂人
,

不 是假装的
,

也不是统治 者故 意给 他戴上狂人的帽子
,

更不是作者心目中的概念的化身
。

这 种论析冲破了当时批评 界庸俗社会学的偏向
,

使对 于《狂人 日 记》的 研

究真正回归 到审美对象本身
,

同时也就为后来的研究提供 了可供继续深入开掘的基础
,

因 此 该 文 发 表 后 常 被

一 些 论 者 提 及

,

被 认 为 是
5 0年 代 鲁 迅 研 究 影 响 最 大 的 文 章 之 一

。

新 时 期 思 想 解 放 之 初

,

陆 耀 东 先 生 又 涉 足

于 鲁 迅 与 尼 采 比 较 论 这 一 禁 区

,

他
1 9 7 8年 发 丧 的 《 试 谈 鲁 迅 评 尼 采 》 第 一 次 系 统 归 纳 了 鲁 迅 在 三 个 不 同 时 期

对 尼 采 的 不 同 评 价
,

理 清 了 鲁 迅 对 尼 采 认 识 的 客 观 变 化 过 程

,

同 时 又 特 别 将 鲁 迅 对 尼 采 的 认 识 过 程 与 鲁 迅

自 身 思 想 发 展 历 程 联 系 起 来 作 动 态 考 察

,

文 章 视 角 新

,

切 入 奇 特

,

具 有 一 种 内 在 的 深 刻 性 和 令 人 信 服 的 真 实

感

,

赢 得 了 学 术 界 的 普 遍 重 视

,

先 后 六

、

七 次 被 一 些 论 著 援 弓 l其观点或全文转载
,

赵 家 璧 先 生 在
《 编 辑 生 涯

忆 鲁 迅 》 一 书 中 更 给 予 高 度 评 价
,

他 说

, 《 试 谈 鲁 迅 评 尼 采 》 与 唐 达 晖 的 《 鲁 迅 前 期 思 想 和 尼 采 》 作 为 有 学 术 价

值 的 专 论 文 章
,

是 鲁 迅 与 尼 采 的 学 术 研 究 的

“

一 大 突 破

” , “

一 次 可 喜 的 大 收 获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六 十 年 来 鲁 迅 研 究 论 文 选 》 从 解 放 后 数 以 万 计 鲁 迅 研 究 论 文 中 选 录 31 篇其中就包括了这 篇 文 章
,

而 陆 先

生 则 是 该 书 60 岁以下的几位作者之一
。

1 9 8 1年 鲁 迅 诞 辰
一
百 周 年

,

陆 先 生 又 与 唐 达 晖 先 生 合 写
《 论 鲁 迅 与 尼

采 》 ,

更 为 深 入 透 辟 地 分 析 了 鲁 迅 接 受 厄 采 影 响 的 时 代 原 因

、

鲁 迅 与 尼 采 在 若 干 问 题 上 观 点 的 异 laJ
、

尼 采 著

作 对 鲁 迅 著 作 的 影 响

,

并 就 如 何 理 解 这 种 复 杂 的 历 史 现 象 提 出 了 独 到 的 见 解

。

该 文 在 《 鲁 迅 研 究 》 上 发 丧 后
,

先 后 五 次 被 转 载

。

在 千 余 篇 论 文 的 竟 争 中 选 入
《 纪 念 鲁 迅 诞 生 一 百 周 年 学 术 讨 沦 会 论 文 选 》 ,

1 9 8 6 年 又 被 收 入

中 国 社 会 科 院 鲁 研 室 编 辑 的 《 鲁 迅 与 中 外 文 化 的 比 较 研 究 》 一 朽 中
,

该 书 编 者 在 前 言 中 系 统 介 绍 了 文 章 基 本

观 点 后 指 出

,

这 篇 论 文 将 鲁 迅

一

与 尼 采 比 较 论 研 究 课 题 推 入 到 了 一 个

“

更 高

、

更 深 的 层 次

” 。

苏 联

“

拉 普

”

曾 对 中 国 现 代 革 命 文 学 产 生 过 很 大 影 响

,

但 中 国 文 学 界 长 期 以 来 并 未 从 理 论 上 进 行 认 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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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算

,

为 此
1 9 8 6

年 陆 先 生 专 门 撰 写
、

发 表 了 《 鲁 迅 与
“

拉 普
,

派
》 的 文 章

,

就 如 何 领

一

导 文 学 事 业 及 其 工 作 方 式 方

法 问 题

、

文 学 的 社 会 作 用

、

文 学 作 品 的 题 材

、

主 题 及 创 作 方 法 等 问 题

,

将 鲁 迅 与

“

拉 普

”
以 及 受

“

拉 普

”

影 响 的

太 阳 社

、

创 造 社 的 观 点 进 行 比 较 研 究

,

较 为 全 面 系 统 地 清 算 了

“

拉 普

”

左 的 思 潮 对 革 命 文 学 的 影 响 该 文 已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编 辑

、

即 将 由 台 湾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现 代 中 西 比 较 文 学 研 究 》 一 书 收 录

。

《 中 国 现 代 四 作 家 论 》 中 有 关 闻 一 多 的 《 论 闻 一 多 爱 国 诗 》 ,

特 别 是
1 9 8 8年 写 的 《 闻 一 多 的 新 诗 与 其 文 化

心 态 》 也 颇 具 新 意
。

后 者 将 闻 一 多 的 作 品 与 作 家 的 文 化 心 态 联 系 起 来 分 析

,

既 深 入 探 讨 了 闻

一

多 在 政 治 ( 爱

国 ) 与
“

纯 艺 术 气 传 统 文 化 与 外 来 文 化 之 间 的 矛 盾 心 态 对 于 诗 歌 创 作 的 影 响

,

义 从 闻 一 多 的 新 诗 去 探 寻 其 复

杂 的 文 化 心 理 结 构

,

由 此 不 仅 对 闻 一 多 的 意 识 而 且 对 闻 诗 的 发 掘 都 有 了 一 种 新 的 进 展

。

而 对 于 另 一 诗 人 冯 至

,

因 考 虑 学 术 界 对 他 的 研 究 不 深 入

,

更 缺 少 全 面 整 体 性 把 握

,

于 是 陆 先 生 撰 写 了
《 冯 至 评 传 》 ,

有 意 填 补 了 这 方

面 的 空 白

。

总 之

,

陆 先 生 该 集 的 多 数 论 文

,

给 现 代 文 学 的 研 究 留 下 了 新 的 印 记

,

可 以 说

,

他 的
《 中 国 现 代 四

作 家 论 》 及 其 他 论 著
,

因 其 强 烈 的 创 新 意 识

,

参 与 推 进 和 深 化 着 整 个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的 历 史 进 程

。

一 般 说 来

,

今 灭 的 中 老 年 学 者 和 青 年 学 者 之 间 有 一 条

“

代 沟

” ,

但 陆 先 生 在 该 书 的 附 录
《 中 国 新 文 学 历 史

比 较 研 究 丛 书 序 》 中
,

当 他 为 一 批 80 年代研究生的论文集撰写这篇序言时
,

他 不 仅 为 青 年 学 者 群 的 崛 起 感

觉 到 一 种 激 励 和 幸 福 感

,

而 且 认 为

,

这 两 代 人

“

精 神 上 实 无 间

” ,

不 应 夸 大

“

代 沟
”

界 限

,

这 刚 好 说 明 陆 先 生 有

一 颗 热 情

、

奋 进 的 年 轻 的 心

。 《 中 国 现 代 四 作 家 论 》 所 体 现 的 创 新 精 神
,

我 以 为 主 要 是 因 为 作 者 在 学 术 上 始

终 保 持 有 这 种 年 轻 心 态 之 故

,

这 使 他 思 想 敏 感

、

开 放

,

视 野 开 阔

。

陆 先 生 注 重 吸 纳 时 代 新 潮

,

与 时 代 取 同 一

步 伐

,

不 断 更 新 自 我

,

大 胆 采 用 新 的 研 究 方 法

。 《 关 于 <狂 人 日 记 >中 的 狂 人 形 象 》 是 他 运 用 美 学 和 历 史 观 点 相

结 合 的 批 评 原 则 的 最 早 尝 试
,

在 鲁 迅 与 尼 采

、

鲁 迅 与

“

拉 普

”

派 等 研 究 课 题 中

,

他 自 觉 运 用 比 较 论 的 研 究 方

法

,

其 中
《 试 谈 鲁 迅 评 尼 采 》 被 认 为 是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领 域 里

“

运 用 比 较 研 究 解 决 历 史 疑 难

”

的 最 早 文 章

(《 文 学 评 论 》 1 9 8 8年 第 2 期 第 95 页 )
,

它 为 鲁 迅 与 尼 采 的 比 较 论 研 究

“

开 了
一

个 好 头

” `
张 梦 阳 《 鲁 迅 与 中 外 文

化 比 较 研 究 史 概 述 》 )
。

《 闻 一 多 的 新 诗 与 其 文 化 心 态 》 有 意 从 文 化 心 理 学 角 度 切 入
,

而
《 从 创 作 过 程 看 鲁 迅 杂

感 的 特 色 》 则 从 创 作 心 理 学 角 度 分 析 作 品
。

正 因 为 陆 先 生 依 据 不 同 的 研 究 内 容 选 择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法

,

这 样 就

有 利 于 从 历 史

、

文 化

、

美 学

、

心 理 学 等 不 同 角 度

、

不 同 层 面 审 视 作 家 作 品

,

有 利 于 从 中 外 文 化 的 横 向 联 系

中

,

从 历 史 发 展 的 纵 向 把 握 中

,

开 拓 学 术 思 维 的 亿 体 空 间

,

这 也 就 有 利 于 研 究 的 创 新 和 突 破

。

应 该 说

,

对 于 一 个 具 有 三 十 多 年 学 术 生 涯 并 取 得
一

定 成 就 的 学 者 来 说

,

能 始 终 保 持 一 种 年 轻 的 学 术 心 态

和 旺 盛 的 创 造 精 神 确 属 难 能 可 贵

,

然 而

,

陆 先 生 几 十 年 的 学 术 经 历 和 丰 富 的 人 生 阅 历

,

又 决 定 他 与 当 代 一 般

青 年 学 者 有 着 某 些 根 本 性 的 区 别

。

他 锐 意 求 新

、

创 新

,

又 不 偏 激

、

浮 泛

,

我 觉 得 在 他 的 学 术 品 格 中 似 乎 注 入 有

武 大 老 一 辈 学 者 严 谨 探 沉 的 传 统 治 学 精 神

。

不 少 评 介 陆 先 生 论 著 的 文 字 都 有

“

材 料 丰 富 翔 实

” 、 “

立 论 严 密 公

允

”

等 类 似 断 语

,

这 些 套 语 用 于 陆 先 生 却 显 得 格 外 贴 切

、

准 确

。

陆 先 生 做 学 问 不 尽 可 能 全 面 占 有 资 料

,

就 不

轻 易 动 笔

,

不 轻 下 结 论

。

他 的
《 试 谈 鲁 迅 评 尼 采 》 一 文 几 乎 列 举

、

囊 括 了 鲁 迅 论 及 尼 采 的 所 有 作 品

、

文 章

。

《 <为

“

俄 国 歌 剧 团
” )
与 该 团 在 北 京 的 演 出 》 披 露 了 许 多 当 年 俄 国 歌 剧 团 来 北 京 演 出 的 鲜 为 人 知 的 历 史 资 料

。 《 柳 青

的 创 作 道 路 》 的 长 文 以 及 《 冯 至 评 传 》 ,

更 用 大 量 的 历 史 事 实 和 作 家 生 平 所 创 作 的 众 多 作 品

,

展 示 了 他 们 所 处

的 历 史 环 境

、

生 活 经 历 和 文 学 创 作 的 有 机 联 系 及 其 发 展 变 化 的 全 过 程

。

正 因 为 全 面 占 有 资 料

,

才 可 能 有 全 面

的 分 析

,

也 才 能 做 出 稳 妥 科 学 的 历 史 评 价

。

陆 先 生 尊 重 历 史

,

整 个 身 心 沉 浸 于 历 史 之 中

,

这 使 他 的 研 究 不 仅

有 较 强 的 时 代 感 和 超 前 意 识

,

而 且 显 示 了 较 强 的 历 史 意 识 和 浓 厚 的 历 史 感

;
他 的 论 著 既 有 理 论 的 新 鲜 感

,

又

具 备 时 间 的 耐 朽 性

。

当 然

,

任 何 人 都 不 可 能 真 正 超 越 历 史

,

陆 先 生 该 集 中 某 些 写 于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文 章 也 不 可

能 不 带 有 当 时 的 历 史 印 痕

,

即 如
《 柳 青 的 创 作 道 路 》所 重 点 论 及 的 《 创 业 史 》

,

到 底 应 当 如 何 评 价 这 部 小 说 中 的

阶 级 分 析 及 其 对 于 艺 术 的 影 响

,

应 当 如 何 看 待 柳 青 反 对 个 别 农 民 首 先 致 富

、

强 调 齐 步 走 合 作 化 道 路

,

以 及 他

对

,

卜 农 所 持 的 批 判 倾 向 等 等

,

作 者 白 己 似 也 认 为 有 继 续 探 讨 分 折 的 必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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