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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文化心态综合研究的新成果

— 评龙泉明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 》

黄 曼 君

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态探讨是一个崭新的学术课题
。

近几年来
,

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文化研究的深入
,

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从作家的文化心态上去研究现代文学
。

但总体来说
,

这种研究还局限在个体或局部上
,

而客观综合研究则是相当薄弱的
。

龙泉明的专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 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

(陕西人民出版社 1 99 2年 7 月版 )则是开拓和深化现代作家文化心态综合研究的力作
.

作者力求从历时性与共时性
、

外在与内在的统一
,

即在时间与空间的立体交叉建构上对现代作家文化心

理结构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

从而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构筑起了全书的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结构系统
。

全书分

为七章
,

分别对现代作家的文化心理进行整体性的归纳分析
,

多视角的综合考察
。

它真实地展示出现代作家文

化心理的原有图式
,

深入地揭示出现代文学的逻辑结构和理性秩序
。

它不但开拓出了作家文化心态综合研究

的新领域
,

而且深化了作家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
。

首先
,

作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
,

极其生动地梳理出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演变轨迹及其总体结构
。

从

第一章至第四章
,

作者从纵向考察上探究现代作家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
,

其文化心态是如何生成
、

聚散

和消长的
,

充分揭示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

传统与现代
、

新与旧在作家心理的冲突与扭结
、

融合与更替的主

要线索及其复杂情形
。

第一章从文学变革的历史进程中
,

清晰地展示了现代作家从
“

五四
”

对传统文学的离异

到
“

五四
”
以后对传统文学的逐渐回归的整个心理流程

。

指出这种
“

离异与回归
”

的过程
, “

是一个不断调整自身

的结构以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
” ,

回归发生在离异之后
,

离异是回归的基础
。

但
“

这种回归
,

不是回到以前的状

况
,

而是一种超越
” ,

因为现代作家首先在中西文化交汇运动中获得了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
,

因 而 当 他 们 后 来

回 归 传 统 文 化 时

,

就 占 据 了 更 多 的 观 照 点 — 以规代精神反思传统文化
,

因 而 在 一 定 层 面 上 达 到 了 超 越 性 回

归

。

作 者 还 指 出

,

从 离 异 到 回 归 的 情 况 也 是 复 杂 的

,

不 可 一 概 而 论

,

往 往 在 离 异 中 又 有 回 归

,

回 归 之 后 又 有 离

异

,

在 离 异 与 回 归 的 循 环 往 复 中

,

不 断 改 变 和 充 实 自
己

.

这 种 分 析 切 实 精 当

,

无 疑 抓 住 了 文 学 选 择 主 体 的 文 化

心 态 的 基 本 特 征

。

第 二 章 清 晰 地 勾 勒 了 现 代 作 家
思 想 启 蒙 心 态 的 演 变

,

即 从 近 代 的

“

清 醒 与 迷 惘
” ,

到

“

五 四
”

的

“

理 智 与 彻 底

”
以 至 三 四 十 年 代 的

“
双 重 历 史 角 色

.

”
的 演 化 过 程

,

它 有 力 地 表 明

: “

中 国 现 代 社 会 的 历 史 进 程 的 复

杂 性

,

使

`

人 的 解 放

’
与

`

民 族 的 解 放

’
双 重 主 题 常 常 出 现 既 融 合 又 冲 突 的 状 况

,

中 国 现 代 知 识 分 子 作 家 在 精 神

道 路 的 选 择 上 也 常 常 出 现 理 想 与 现 实 的 矛 盾 与 困 惑

” 。

作 者 在 这 里 摒 弃 了 那 种

“
立 人

”

与

“

救 亡
”
对 立 之 论

,

完 全

从 事 实 出 发

,

作 出 了 富 于 新 意 的 探 索

。

第 三 章 对
现 代 作 家 人 格 观 念

、

人 格 精 神 的 演 变 轨 迹 及 其 文 化 心 理 机 制 的

填 密 分 析

,

第 四 章 对 现 代 作 家 在 个 体 与 整 体 之 间 的 矛 盾 冲 突 和 转 换 的 系 统 考 察

,

都 与 前 两 章 在 结 构 上 保 持 了

大 体 的 一 致 性

,

从 而 清 晰 地 梳 理 出 现 代 作 家 文
甲
沁 合 理 的 来 龙 去 脉 及 其 总 体 结 构

。

第 五 章 至 第 七 章

,

作 者 从 横 向

考 察 上 综 合 探 讨 现 代 作 家 的 价 值 取 向

、

思 维 模

:

式 和 多 种 多 样 的 意 识 构 成

,

从 而 使 现 代 作 家 的 文 化 心 理 透 视 在

更 多 的 层 面 上 得 到 更 加 深 入 的 展 开

。

第 五 章 汤 皇 过 对 现 代 作 家 在 人 生 态 度

、

创 作 意 趣

、

功 能 观 念 等 方 面 的 综 合 论

析

,

认 为 现 代 作 家 的 价 值 取 向 是 以 现 实 功 利
为

核 心 的

, “
现 实 功 利 的 价 值 取 向 既 表 现 在 对 事 物 的 现 实 价 值 的 重

视

,

也 表 现 为 思 维 偏 执 于 研 究 事 物 的 现 实 功
能

。 ”

第 六 章 集 中 论 述 现 代 作 家 在 科 学 思 想 和 理 性 氛 围 的 影 响 下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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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 个 模 式 的 充 分 展 开

,

尤 见 作 者 的 功 力

;
第 七 章 对 现 代 作 家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意 识 构 成 — 危机意识
、

忧 患 意 识

、

使 命 意 识

、

归 属 意 识

、

忏 悔 意 识

、

孤 独 意 识 等

,

层 层 加 以 剖 析

,

从

古 今 中 外 的 纵 横 联 系 与 比 较 中

,

寻 根 究 底

,

探 本 追 源

,

极 其 生 动 地 呈 现 了 现 代 作 家 广 泛 的 精 神 兴 趣 和 深 刻 的 精

神 迫 求

。

总 之

,

现 代 作 家 的 文 化 心 理 并 不 是 一 个 单 一 的

、

静 止 的

、

封 闭 的 体 系

,

而 是 一 个 多 层 次 的

、

动 态 的

,

并 包

含 着 多 方 面 的 内 在 联 系 的 整 体 结 构

。

作 家 适 应 了 这 种 丰 富 的 统 一 整 体

,

从 事 实 的 全 部 总 和

,

从 事 实 的 联 系 中 去

掌 握 事 实

,

从 纵 深 的 历 史 联 系 与 现 实 思 考

,

动 态 的 考 察 与 静 态 的 分 析 中

,

揭 示 其 复 杂 的 构 成 因 素 及 多 种 因 素 之

间 的 组 合

、

扭 结

、

转 化

、

融 合

,

从 而 使 现 代 作 家 文 化 心 理 结 构 呈

“

全 方 位 跃 动

” ,

得 到 立 体 般 的 呈 现

。

这 种 研 究 格

局

,

不 但 显 得 阔 大 与 宏 深

,

而 且 给 人 以 耳 目 一 新 之 感

。

其 次

,

本 书 把 对 现 代 作 家 文 化 心 理 的 探 讨 看 作 是 研 究 作 家 与 作 品 关 系 的 重 要 目 标

,

从 而 开 拓 出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的 一 种 新 视 界

、

新 眼 光

。

作 者 认 为

, “
文 学 作 品 的 产 生 不 仅 受 到 作 家 文 化 心 理 的 内 在 规 定 与 制 约

,

作 家 的 文

化 心 理 意 向 又 规 范 着 作 品 艺 术 表 现 的 选 择 和 相 应 的 审 美 效 应 的 产 生

” 。

所 以

,

作 者 在 对 现 代 作 家 在 文 化 选 择 上

的 从

“

离 异

”
到

“
回 归

”

的 趋 向

,

思 想 启 蒙 过 程 中 的

“
立 人

”

与

“

救 世

”

交 织

,

作 家 人 格 建 构 由

“

古 典

”

向

“
现 代

”
转 换

,

审 美 选 择 从

“

个 体 自 由

”

向

“

群 体 规 范

”
擅 变

,

及 其 现 实 功 利 的 价 值 取 向

,

经 验 与 理 性 涵 化 整 合 的 艺 术 思 维 模 式

和 丰 富 多 样 的 意 识 构 成 的 整 体 审 美 中

,

都 着 力 于 从 文 化 深 层 次 上 揭 示 现 代 文 学 发 生

、

发 展 及 其 演 变 的 内 在 墓

因

,

从 文 化 心 理 机 制 与 文 学 创 作 的 内 在 联 系 上

,

把 握 现 代 作 家 创 作 的 基 本 特 质

,

洞 察 现 代 文 学 的 历 史 精 蕴 和 内

在 规 律

,

总 结 其 经 验 与 教 训

。

例 如 第 五 章

,

作 者 在 透 彻 的 分 析 中

,

指 出 现 代 作 家 的 文 学 功 利 的 价 值 取 向 从 根 本

上 决 定 了

: “

他 们 的 文 学 对 象 一 般 不 越 出 现 实 生 活 界 限 而 无 所 依 傍
;
他 们 的 情 感 一 般 不 越 出 人 际 界 限 而 狂 暴 倾

泄
,
他 们 的 理 智 一 般 不 越 出 伦 理 政 治 界 限 而 自 由 翱 翔

;
他 们 的 审 美 一 般 不 越 出 现 实 功 利 需 要 而 无 拘 无 束

。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缺 乏 个 性 焕 发 的 理 想 色 彩 和 无 边 无 际 的 艺 术 想 象

,

缺 乏 严 格 的 内 在 推 理 形 式 和 深 致

的 理 论 探 索

,

缺 乏 超 越 现 实 功 利 目 的 的 更 高 层 次 上 的 艺 术 审 美 观 照

。 ”

这 种 论 断 鞭 辟 近 里

,

深 中 肯 萦

。

又 如 第 六

章

,

作 者 在 对 现 代 作 家 艺 术 思 维 模 式 的 分 析 中

,

指 出 现 代 作 家 虽 然 理 性 意 识 增 强 了

, “

但 这 种 理 性 不 是 那 种 为

了 在 本 体 论 意 义 上 全 面 完 整 地 认 识 和 把 握 事 物 的 富 于 哲 学 意 识 的 理 性

,

而 是 建 立 在 对 现 实 人 生 和 社 会 作 深 切

认 识 和 思 考 之 上 的 主 观 伦 理 理 性

。 ”
因 此

, “

中 国 现 代 作 家 面 对 社 会 历 史 的 时 候

,

永 远 拙 于 思 想 家 的 深 刻

,

然 而

他 们 也 自 有 其 深 刻 处

,

那 就 是 情 感 的 深 沉

,

感 性 的 深 刻

。 ”

这 些 都 是 对 现 代 文 学 的 本 质 特 征 及 其 缺 陷 的 洞 见

,

因

而 独 到 深 刻

。

作 者 始 终 从
,’, 合理— 文学”

或

“

文 学 — 心理
”

的 互 动 共 振 关 系 中

,

深 入 地 抉 发 出 现 代 文 学 的 种

种 情 状 与 实 质

,

成 因 与 后 效

,

其 中 对 现 代 文 学 的 一 些 重 要 方 面

,

一 些 纠 缠 不 清 的 历 史 症 结

,

作 出 了 较 为 准 确 的

阐 释

,

同 时 发 现 了 一 些 未 被 开 掘 的

“

空 白

”
地 带

,

一 些 凝 固 的 问 题 也 被 重 新 照 亮 并 获 得 了 新 的 生 命

。

第 三

,

作 者 在 自
己 的 研 究 和 思 考 中

,

始 终 贯 彻 了 辩 证

、

求 新

、

切 实 的 追 求

。

作 者 在 分 析 现 代 作 家 各 种 文 化 心

理 因 素 的 成 因 时

,

总 是 注 重 从 传 统 文 化 的 牵 连

、

外 来 文 化 的 影 响

、

现 实 诸 种 客 观 条 件 的 制 约 等 方 面 逐 层 分 析

,

多 点 透 视

,

力 求 论 述 充 分

、

辩 证

、

有 力

。

作 者 在 分 析 现 代 作 家 审 美 选 择 从

“

自 由
”

向
“

规 范

”

倾 斜 的 历 史 动 因 时

,

既

看 出 了 西 方 文 化 以 自 由 为 核 心 的 个 性 意 识 的 影 响

,

更 看 出 了 传 统 文 化 讲 究 规 范 和 统 一

,

重 视 群 体 的 和 谐 与 认

同 的 巨 大 潜 在 作 用
;
既 分 析 审 美 选 择 倾 斜 本 身 的 现 实 合 理 性 和 必 然 性 的 一 面

,

又 看 到 它 抑 制 自 由 创 造 的 消 极

一 面

;

从 而 在 总 体 上 指 出 它 在 特 定 意 义 上 与 现 代 变 革 相 适 应 的 正 效 应

,

和 在 其 他 层 面 与 现 代 变 革 相 隔 膜

、

相 背

离 的 负 效 应

。

作 者 在 论 及 这 些 问 题 时

,

比 较 注 意 全 面 地 分 析

,

注 意 防 止 片 面 和 偏 激

,

因 而 也 就 较 为 科 学

。

由 于 作 者 是 从 较 为 宽 阔 的 文 化 视 野 上 观 照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

因 而 全 书 新 见 迭 出

,

创 意 颇 多

。

作 者 的 一 些 核 心

观 点

,

都 是 新 颖 的

、

独 特 的

,

都 是 作 者 从 纷 繁 复 杂 的 头 绪 中

,

从 大 量 的 史 料 中

,

经 过 理 性 梳 理 与 把 握 的 确 定 性 见

解

,

因 而 具 有 相 当 的 可 信 性 与 说 服 力

。

本 书 虽 然 取 的 是 一 种 宏 观 综 合 研 究 方 法

,

但 由 于 作 者 处 处 注 意 观 点 与 材 料 统 一

,

宏 观 审 视 与 微 观 辩 析 结

合

,

从 而 避 免 了 所 谓 宏 观 研 究 易 于

“

大 而 空
”

的 毛 病

。

当 然 本 书 也 有 不 尽 人 意 的 地 方

.

如 作 者 对 作 家 作 品 的 具 体

分 析 稍 嫌 不 足

,

对 个 别 问 题 的 论 述 也 欠 周 详

。

尽 管 如 此

,

本 书 仍 不 失 为 一 部 切 人 角 度 新 颖

、

论 述 系 统 全 面

、

富 于

理 论 色 彩 的 现 代 文 学 综 合 研 究 新 著

。

正 如 陆 耀 东 先 生 在 本 书 序 言 中 所 说 的

, “

学 术 研 究 是 螺 旋 形 上 升

,

而 不 是

在 圆 圈 上 回 转

;
严 肃 的 学 者 的 成 果

,

都 是 在 前 人 的 基 础 上 有 所 进 展

,

或 更 深

,

或 更 高

,

或 有 新 的 创 造

。

泉 明 的 书

,

我 们 确 信 它 是 螺 旋 形 上 升 趋 势 中 的 一 个 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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