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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的 商 品 性 初 论

昌 切

本 文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入手
,

分析了这种意识形 态理论

与文艺商品性的不相容性
,

简要谈到四个方面的成因
,

然后在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这

个关联城中抽象出文艺的商品性
,

进而在琴今移峰内逐次考察 了文艺家角色
、

作品性

能和受体地位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

透析了文艺的商品性
。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规范中界定任何一个概念或范畴的内涵
,

所依循的是辩证逻辑而非形

式逻辑的定义规则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
“

二分模式
” 。

如物质与精神
、

存在与

思维
、

主体与客体
、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等等
,

无不是在两相对立统一

中显义的
。

其中任一概念或范畴的内涵
,

都只能在与其相对概念或范畴中界定
,

而且对立双方

必有一方在逻辑上居于优先地位
。

离开物质
,

精神无以显义
。

物质先于精神
,

精神依赖物质
,

向

物质索取自身定性 ,反之
,

脱开精神
,

物质也无由理喻
。

所以
,

明识
“
二分模式
” ,

在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
,

或社会生活 (社会物质生产方式 )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联中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

学意识形态理论的限度
,

看它如何为文艺定位定性
,

于何处放逐了文艺的商品性
,

应该是通向

合理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

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
,

这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最基本的

命题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社会生活决定意识形态
,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取决于与其相对的

社会生活的性质
。

因而
,

文艺的政治性
、

阶级性
、

宗教性
、

哲理性等全是从社会生活中寻绎出来

的
,

并不是文艺的内在性质
。

文艺内在的性质是审美性或形象性
、

情感性
,

是其区别于其他意识

形态形式的本质属性
。

很明显
,

此处存在两个关联域
,

两种定义规则
。

在第一个关联域中
,

文艺

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是对立统一关系
,

文艺从属于社会生活
,

并从社会生活那里获得自身

定性
.

而在第二个关联域中
,

文 艺 是 意 识 形 态 中 的 一 个 部 门

,

无 所 谓 依 附 其 他 哪 个 部 门

,

文 艺 的

本 质 属 性 的 确 立 完 全 遵 守 形 式 逻 辑 的 定 义 规 则

。

一 个 命 题

,

关 涉 两 个 关 联 域 和 两 种 定 义 规 则

,

极 易 并 且 已 经 引 发 出 种 种 歧 见

。

这 些 歧 见 大 有 讨 论 的 价 值

,

但 对 本 文 来 说 无 关 紧 要

,

重 要 的 是

,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居 然 被 摒 弃 在 两 个 关 联 域 之 外

.

这 绝 不 是 偶 尔 疏 忽 所 致

。

回 顾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学 说 史

,

同 样 找 不 到 文 艺 商 品 性 的 容 身 之 隙

。

原 因 大 致 可 以 归 纳 为 四 点

。

一 是 处 于 以 政 治 为 轴 心 的 思 想 文 化 氛 围 中 的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理 论 家 过 于 重 视 文 艺 的 政 治 功 能

,

蔑 视 以 至 有 意 排 斥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

在 中 国 现 代 文 艺 史

上

,

商 品 意 识 最 浓 的 鸳 鸯 蝴 蝶 派

,

一 直 被 革 命 阵 营 的 文 艺 理 论 家 当 作 殖 民 主 义 赘 瘤 和 封 建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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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迅 所 谓 海 派 近 商

,

分 明 是 连 带 京 派 近 官 一 道 加 以 讥 嘲 的

。

早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有 关 文 章

,

瞿 秋 白

、

周 扬

、

胡 风

、

冯 雪 峰 等 人 的 文 艺 论 著

,

虽 然 侧 重 点 不 尽 一 致

,

但 在 强 化 文

艺 的 政 治 性

、

阶 级 性

,

对 文 艺 商 品 性 的 拒 斥 方 面

,

却 是 不 谋 而 合 的

。

解 放 后

,

中 国 建 立 了 高 度 集

中 统 一 的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

彻 底 斩 断 了 残 存 在 文 艺 身 上 的 商 品 性 尾 巴

,

铲 除 了 文 艺 商 品 性 赖 以 生

存 的 土 城

,

文 艺 家 和 文 艺 理 论 家 均 失 去 了 追 寻 文 艺 商 品 化 的 外 来 刺 激

.

二 是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学 是 一 种 党 性 格 外 强 烈 鲜 明 的 学 说

,

与 市 场 经 济 社 会 商 品 生 产 的 逐 利 原 则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

文

艺 只 为 一 定 历 史 阶 段 特 定 的 意 识 形 态 服 务

,

不 必 用 来 交 换

,

点 利 不 是 它 的 目 的

.

三 是 从 理 论 上

讲

,

首 先

,

商 品 不 在 意 识 形 态 范 畴 之 内

,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理 论 家 根 本 不 会 意 识 到 从 意 识 形

态 的 对 立 面 中 推 导 出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
其 次

,

商 品 性 不 是 文 艺 的 本 质 属 性

,

不 可 能 进 入 第 二 个 关

联 域

。

四 是 中 国 文 化 重 义 轻 利 的 传 统 根 深 蒂 固

,

限 制 了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理 论 家 的 视 野

,

致

使 他 们 把 商 品 性 视 为 资 产 阶 级 文 艺 的 专 利

,

不 遗 余 力 地 抨 击 文 艺 的 商 品 化 倾 向

。

可 见

,

无 论 从

思 想 文 化 背 景 还 是 从 理 论 上 考 察

,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学 的 意 识 形 态 理 论 都 绝 对 容 不 下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

要 论 证 这 一 命 题

,

须 另 有 所 本

。

平 心 而 论

,

在 第 一 个 关 联 域 中 是 能 够 抽 象 出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的

。

市 场 经 济 是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不

同 于 此 前 各 种 社 会 形 态 最 突 出

、

最 重 大 的 标 志

。

它 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直 接 同 一

,

构 成 整 个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基 础

,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意 识 形 态 就 竖 立 在 这 个 基 础 之 上

。

既 然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生 活

通 行 商 品 生 产

、

流 通 和 消 费 规 则

,

那 么

,

作 为 一 种 意 识 形 态 形 式 的 文 艺 就 毫 无 理 由 拒 绝 容 纳 商

品 性

。

其 实

,

马 克 思 对 此 有 极 为 精 彩 透 辟 的 理 论 表 述

。

他 在
《 剩 余 价 值 理 论 》中 批 判 资 产 阶 级 经

济 学 家 施 托 尔 希 时 指 出
:

因 为 施 托 尔 希 没 有 能 够 了 解 物 质 生 产 的 历 史 的 性 质

,

他 把 物 质 生 产 当 作 一 般 物

质 时 富 的 生 产 来 考 察

,

而 不 是 当 作 在 历 史 的 发 展 中 某 一 其 体 时 候 的 一 定 的 生 产 形 式

来 考 察

,

所 以 他 就 失 去 了 理 解 的 基 拙

,

而 只 有 在 这 种 基 拙 上

,

才 能 够 理 解 统 治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组 成 部 分

,

也 理 解 这 一 定 社 会 形 态 下 自
由 的 精 神 生 产

。 ①

根 据 这 里 提 示 的 方 法 论 原 则
,

可 以 把 马 克 思 对 文 艺 商 品 性 的 论 述 概 括 为 两 种 要 义

。

其 一

,

与 资 本 主 义 商 品 生 产 方 式 相 适 应

,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包 括 艺 术 生 产 在 内 的 精 神 生 产

,

在 相 当 程 度 上

是 商 品 生 产

。

马 克 思 终 其 一 生

,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揭 露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把 人 们 所 有 的 活 动 都

尽 可 能 转 变 成 追 逐 商 品 利 润 的 活 动

,

把 人 们 应 有 的 真 实 的 社 会 关 系 尽 量 变 异 成 赤 裸 裸 的 金 钱

关 系

,

这 是 同 他 对

“

物 化

”

或

“

异 化

”
现 象

,

对 商 品 拜 物 教 的 深 刻 体 认 密 不 可 分 的

。

柏 拉 威 尔 所 说

的

“
现 代 社 会 把 一 切 都 尽 量 变 为 商 品

、

货 物

,

因 而 限 制 了 人 类 对 自 然 和 艺 术 的 感 应 呻

,

就 导 源

于 马 克 思 关 于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就 同 某 些 精 神 生 产 部 门 如 艺 术 和 诗 歌 相 敌 对 峋 的 思 想

。

马 克 思

的

“

物 化

”

或

“

异 化

”

概 念 运 用 于 精 神 生 产 领 域

,

意 义 不 外 是 主 体 精 神 活 动 的 异 己 化 和 精 神 产 品

的 商 品 化

。

马 克 思 说

: “
生 产 的 结 果 是 商 品

,

这 种 商 品 脱 离 生 产 者 而 存 在

,

因 而 可 以 在 生 产 和 消

费 之 间 的 一 段 时 间 作 为 商 品 来 流 通

,

如 书 籍

、

绘 画 以 及 一 切 有 别 于 艺 术 家 本 身 活 动 的 艺 术 作

品

。 ” ④
只 要 文 艺 作 品 进 入 文 艺 市 场

,

文 艺 作 品 便 成 为 商 品

。

同 样

,

只 要 文 艺 家 不 由 着 内 心 指 令

而 迎 合 艺 术 市 场 需 要 写 作

,

他 的 写 作 过 程 便 是 异 己
化 过 程

。

这 种 情 况 的 确 十 分 不 利
于 秉 有 自 由

本 性 的

“

艺 术 和 诗 歌

” 。

马 克 思 的 这 种 思 想 与 黑 格 尔 的 艺 术 逊 位 说 又 有 直 接 的 渊 源 关 系

。

在 黑 格 尔 看 来

,

人 类 艺 术

史 上 存 在 前 后 相 续 的 象 征

、

古 典 和 浪 漫 三 种 类 型 的 艺 术

;
这 三 类 艺 术 分 别 呈 示 物 质 胜 于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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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于 物 质 承 载 不 起 理 念

,

艺 术 就 只 好 自 动 逊 位

,

听 任 哲 学 去 唱 主 角

。

这 是 黑 格 尔 依 照 否 定 之 否 定 程 序 作 出 的 逻 辑 推 断

,

据 有 大 量 史 实 判 据

,

颇

为 精 当

。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情 况 被 他 称 为

“
散 文 气 味 的 现 代 情 况

” ,

他 认 为 这 种 情 况 根 本 不 适 合 艺

术 生 存

。

他 说

:

禽 要 与 工 作 以 及 兴 趁 与 满 足 之 间 的 宽 广 关 来 已 完 全 发 展 了
,

每 个 人 都 失 去 了 他

的 独 立 自 足 性 而 对 其 他 人 物 发 生 无 数 的 依 存 关 系

。

他 自 己 所 雷 要 的 水
西
完 全 不 是 他

自
己
工 作 的 产 品

,

或 者
只 有 扭 小 一 邵 分 是 他 自 己 的 产 品

,

还 不 仅 此

,

他 的 每 种 活 动 并

不 是 活 的

,

不 是 各 人 有 各 人 的 方 式

,

而 是
日 渐 来 取 按 照 一 般 常 规 的 机 械 方 式

。

在 这 种

工 亚 文 化 1
,

人 与 人 互 相 利 用

,

互 相 排 挤

,

这 就 一 方 面 产 生 最 盼 毒 状 态 的 贫 穷

,

一 方 面

产 生 一 批 富 人 :

有别于中世纪的近代市场经济
,

几 乎 消 泯 了 人 的 个 体 性

,

破 坏 了 个 体 与 自 然

、

社 会 原 有 的 亲 和

状 态

,

个 人 的 兴 趣 和 需 要 变 得 徽 不 足 道

,

迫 不 得 已 而 屈 从

“
一 般 常 规 的 机 械 方 式

” 。

黑 格 尔 在 这

里 所 作 的 具 体 而 入 微 的 理 论 阐 述

,

可 与 马 克 思 的 上 述 见 解 相 互 印 证

。

事 实 也 是 如 此

。 “
异 化
”
了

的 大 仲 马

,

分 离 了

“
需 要 与 工 作 以 及 兴 趣 与 满 足

” ,

按 生 产 工 艺 流 程 成 批 生 产 艺 术 产 品

,

批 发 给

艺 术 市 场

,

一 生 穷 奢 极 欲

.

而 拼 命 反 抗

“
异 化

”

的 波 德 莱 尔

,

要 保 持

“

独 立 自 足 性
” ,

诅 咒 商 都 巴

黎

,

不 肯 放 弃 自 己 的

“
方 式

” ,

则 招 致

“
最 酷 毒 状 态 的 贫 穷

”

的 惩 罚

。
⑥

不 过
,

马 克 思 和 黑 格 尔 在 论 及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时 都 有 所 保 留

,

都 没 有 断 言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绝 对

不 存 在 自 由 的 艺 术

。

恐 怕 这 就 是 马 克 思 把

“
自 由 的 精 神 生 产
”
与

“

统 治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组 成 部 分
”

并 置 的 道 理 所 在

。

因 此

,

其 二

,

在 资 本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社 会 中

,

不 是 所 有 的 文 艺 作 品 都 有 商 品 性

,

只 有 那 些 为 增 殖 资 本 生 产

,

用 于 市 场 交 换 的 非

“

自 由 游 戏

”

的 文 艺 作 品 才 具 有 商 品 性

。

马 克 思 接

受 了 亚 当

·

斯 密 区 分

“
生 产
”
与

“

非 生 产
”
的 观 念

。

他 据 此 写 道

:

同 一 种 劳 动 可 以 是 生 产 劳 动

,

也 可 以 是 昨 生 产 劳 动

。

弥 尔 顿 创 作 《失 乐 园 》得 到 5 镑
,

他 是 昨 生 产 劳 动 者

。

相 反

,

为 书 商 提 供 工 厂 式 劳

动 的 作 家

,

则 是 生 产 劳 动 者

。

弥 尔 顿 出 于 春 委 吐 丝 一 样 的 必 要 而 创 作
《 失 乐 园 》
。

那 是

他 的 天 性 的 能 动 的 表 现 … … 但 是
,

在 书 商 指 示 下 编 写 书 籍 (例 如 政 治经 济 学 大纲 ) 的

莱比锡 的一位 无产阶 级 作 家却 是生 产劳 动者
,

因 为 他 的 劳 动 一 开 始 就 从 属 于 资 本

,

只

是 为 了 增 加 资 本 的 价 值 才 完 成

。

一 个 自 行 卖 唱 的 歌 女 是 昨 生 产 劳 动 者

,

但 是

,

同 一 个

歌 女

,

被 剧 院 老 板 雇 用

,

老 板 为 赚 钱 而 让 她 去 唱 歌

,

她 就 是 生 产 劳 动 者

,

因 为 她 生 产 资

本

。 。

康 德 下 面 的 论 述 与 上 引 文 何 其 相 似
: “

艺 术 还 有 别 于 手 工 艺

,

艺 术 是 自 由

,

手 工 艺 也 可 叫 做

挣 报 酬 的 艺 术

.

人 们 把 艺 术 看 作 仿 佛 是 一 种 游 戏

,

它 是 本 身 就 愉 快 的 一 种 事 情

,

达 到 了 这 一 点

,

就 算 是 符 合 目 的

;
手 工 艺 却 是 一 种 劳 动 (工 作 )

,

这 是 本 身 就 不 愉 快
(痛 苦 ) 的一 种 事情

,

只 有 通

过 它 的 效 果 (例如 报 酬 )
,

它 才 有 吸 引 力

,

因 而 它 是 被 强 迫 的

。

峋

“

非 生 产 劳 动
”
或 非
“
劳 动

”

的 实

质 是 自 由

。 “

弥 尔 顿 出 于 春 蚕 吐 丝 一 样 的 必 要 而 创 作 《失 乐 园 》
” ,

就 是 地 地 道 道 的

“
自 由 的 精 神

生 产
”
或

“

自 由 游 戏

” .

自 由 是 什 么 ? 是 自在 自为
,

是 人 的

“

天 性

”
和 文 艺 的 本 性

。 “

自 由 王 国 只 是

在 由 必 需 和 外 在 目 的 规 定 要 做 的 劳 动 终 止 的 地 方 才 开 始
;
因 而 按 照 事 物 的 本 性 来 说

,

它 存 在 于

真 正 物 质 生 产 领 域 的 彼 岸

。

吻 问 题 恰 恰 在 于

, “

自 由 的 精 神 生 产
”
或

“

自 由 游 戏

”

偏 偏 相 当 幅 度

地
“
异 化
”
为 商 品 生 产

,

文 艺 创 作 偏 偏 大 量

“

存 在 于 真 正 物 质 生 产 领 域

”

的 此 岸

,

演 化 为

“

由 必 需

和 外 在 目 的 规 定 要 做 的 劳 动

” 、

苦 役

、

机 械 程 式

。



,

这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常 识

。

但 是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又 曾 把 文 艺

视 为 经 济 基 础 的 一 部 分

,

视 为 一 种 经 济 实 践

、

一 种 商 品 类 型

。

马 克 思 称 作 家 为

“

生 产 劳 动 者
” 、

“

工 人
” ,

称 文 艺 创 作 为

“
生 产 劳 动

” 、 “
工 厂 式 劳 动

” ,

称 文 艺 作 品 为

“
产 品
” ,

指 责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侵

蚀 艺 术 和 诗 歌

,

无 不 含 有 这 层 意 思

。

特 利

·

伊 格 尔 顿 就 此 指 出

: “

文 学 可 以 是 艺 术 品

,

社 会 意 识

产 品

,

世 界 景 象

;
但 它 也 是 工 业 品

。

书

,

不 但 是 意 义 结 构

,

也 是 出 版 商 生 产

、

为 腻 利 在 市 场 上 销 售

的 商 品

。

戏 剧 … … 是 资 本 主 义 商 业
,

利 用 某 些 人 (作者
、

导 演

、

演 员

、

灯 光 布 景 人 员
)生 产的 为观

众 消 费的 一 种商 品… … 作 家 不 但 是 超 个 体 精 神 结 构 的 转 换 者
,

也 是 出 版 机 构 雇 用 的 生 产 赢 利

商 品 的 工 人

.

吩 克 里 斯 托 弗

·

考 德 威 尔 则 干 脆 把

“

艺 术 生 产 与 盖 房 子

、

造 帽 子 或 种 粮 食 的 过

程

”
等 同 起 来

,

看 作 一 个

“

隐 藏 在 社 会 肌 肤 里

”

的

“
经 济 过 程 确

。

罗 贝 尔

·

埃 斯 卡 皮 尔 说 得 更 全

面

: “
现 在

,

写 书 成 了 一 种 职 业

,

至 少 成 了 一 种 有 利 可 图 的 活 动

,

它 是 在 经 济 体 制 的 范 围 内 进 行

的

,

经 济 体 制 对 创 作 有 着 不 可 否 认 的 影 响

,

看 到 这 一 点 对 于 理 解 作 家 不 无 关 系

。

图 书 是 一 种 通

过 商 业 发 行 渠 道 而 流 通 的 产 品

,

因 此 要 受 供 求 法 则 的 支 配

,

了 解 这 一 点 对 于 理 解 作 品 也 不 无 帮

助

。

总 之

,

文 学 虽 说 特 别

,

但 无 可 非 议

,

它 是 图 书 业 的

`

生 产

’

部 门

,

而 阅 读 则 是 这 一 工 业 的

`

消

费

’

部 门

,

知 道 这 一 点 决 不 是 无 足 轻 重 的

。 ” 。

文 艺 既 然 是 一 种 经 济 实 践
、

一 种 商 品 类 型

,

我 们 就 不 仅 能 够 在 社 会 生 活 与 意 识 形 态 这 个 关

联 域 中 抽 象 出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

而 且 还 有 充 分 必 要 转 移 视 域 重 心

,

在 经 济 范 畴 内 对 文 艺 商 品 性 作

更 深 入 细 致 的 剖 析

,

以 期 准 确 地 把 握 文 艺 生 产

、

流 通 和 消 费 的 整 个 商 品 化 过 程

。

这 样 做 还 考 虑

到 如 下 事 实

: “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现 实 里 … … 意 识 对 经 济 生 活 的 影 响 迅 速 地 逐 步 降 低

,

反 过 来

,

社 会 生 活 的 经 济 领 域 对 意 识 的 内 容 和 结 构 的 影 啊 在 不 断 增 长

。 ’ , 。
因 此

,

在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主 导

的 社 会 中

,

凡 被 纳 入 经 济 运 作 程 序 的 文 艺

,

与 其 说 是 精 神 创 造 的 结 晶

,

倒 不 如 说 是

“

物 化

”

的 商

品

,

文 艺 家 角 色

、

作 品 性 能 和 受 体 地 位 都 发 生 了 根 本 性 变 化

。

不 妨 先 看 文 艺 家 向 艺 术 生 产 者 的 角 色 转 换

。

艺 术 生 产 者 理 当 隶 属 于 经 济 范 畴

,

是 艺 术 生 产

力 中 一 个 核 心 要 素

,

与 符 合 通 常 语 义 的 作 家

、

艺 术 家 有 质 的 区 别

。

在 中 外 文 学 史 上

,

作 家 一 般 扮

演 两 种 角 色

:

政 治

、

宗 教

、

哲 学 等 意 识 形 态 的 承 载 者

、

立 法 者

、

传 播 者

,

自 我 心 灵 或 主 观 世 界 的 主

宰 者

、

创 造 者

、

抒 发 者

。

这 两 类 角 色 的 作 家

,

或 者 仰 赖 资 助 制 为 生

,

如 古 罗 马 帝 国 时 期 投 靠 在 作

家

“

保 护 神

’ ,

梅 塞 纳 门 下 的 贺 拉 斯 一 流 的 作 家

,

中 国 汉 代 淮 南 王 刘 安 的 门 客

、

邺 下 文 人 集 团

,

和

公 有 制 社 会 在 作 家 协 会 之 类 机 构 供 职 的 专 业 作 家

;
或 者 靠 兼 事 别 种 职 业 生 存

,

如 兼 任 法 国 驻 外

大 使 的 夏 多 勃 里 昂

、

大 学 教 授 马 拉 美

、

参 政 知 事 欧 阳 修 等

,

少 有 例 外

。

资 助 制 是 围 绕 大 臣

、

亲 王

、

国 王 和 教 皇

,

贵 族

、

国 戚 和 皇 帝 等 统 治 阶 级 个 人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

后 来 衍 化 为 国 家 政 权 资 助 制

。

“

对 文 学 的 资 助 就 是 作 家 的 某 个 保 护 人 或 机 构 来 维 持 作 家 的 生 计

,

作 家 满 足 他 们 的 文 化 需 要

。

这 种 老 板 与 伙 计 之 间 的 关 系 同 君 主 与 忠 臣 之 间 的 关 系 不 无 联 系

。 ’ , 。
资 助 制 是 缺 乏 有 利 可 图 的

传 播 手 段
、

封 闭 的 自 给 自 足 的 小 农 经 济 社 会 的 产 物

,

在 现 代 公 有 制 国 家 盛 行

,

有 助 于 满 足 统 治

阶 级 个 人 余 裕 时 问 的 艺 术 需 要

,

也 有 利 于 公 有 制 国 家 对 作 家 实 施 计 划 管 理

,

并 让 他 们 为 国 家 意

识 形 态 服 务

。

资 助 制 和 作 家 兼 事 别 种 职 业

,

免 除 了 作 家 的 衣 食 之 忧

,

使 他 们 不 至 于 抹 煞 文 艺 创

作 与 经 济 实 践

、

梢 神 创 造 与 物 质 生 产 的 界 线

。

作 家 的 角 色 功 能 要 么 是 鲁 迅 所 概 括 的

“

帮 忙

” 、 “

帮

闲 "( 此处借用
,

不 含 丝 毫 贬 义 )
,

要 么 是 舒 展 和 调 谐 一 己
的 心 灵

,

同 艺 术 生 产 者 了 无 干 系

。

艺 术 生 产 者 意 味 着 什 么
? 意 味 着 以 上 两 种 作 家 角 色 及 其 功 能 的 煊 变 和 转 换

,

意 味 着 文 艺 创

作 与 经 济 实 践

、

精 神 创 造 与 物 质 生 产 不 再 分 离 而 交 织 重 合

`

文 人
(作 家 )从 听命 于 资 助 者 和 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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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为 一 种 在 文 艺 市 场 上 出 卖 劳 动 力 以 换 取 报 酬 的 商 品

。

文

人 一 变 而 为 英 语 中 的
w or ds 而 ht 即 文字 工 匠

,

马 克 思 戏 称 的

“

文 丐 气 此 处 也 不 含 贬 义 )
,

戈 德 曼

借 喻 的 合 理 自 利 的

“

经 济 人 "( ho m 。

~ 而
c us )

,

或 波 德 莱 尔 自 嘲 的

“

为 钱 而 干 的 缪 斯 "( aL M use
v 如

a le )
。 “
为 钱 而 干

” ,

作 家 先 前 头 顶 的 神 圣 神 秘 的 光 环 黯 然 失 色

,

作 家

,

如 皮 埃 尔

·

马 歇 雷 所

言

,

不 过 是 把 给 定 的 材 料 组 合 成 艺 术 产 品 的 工 人

,

组 装 艺 术 产 品 的 元 件 是 形 式

、

价 值

、

符 号

、

神

话 和 意 识 形 态 等

0
。

出 版 商 或 明 或 暗 地 控 制 着 艺 术 生 产 的 全 过 程

,

艺 术 生 产 者 生 产 不 得 不 时 时

虑 及 和 照 顾

“
拟 想 读 者
”
的 消 费 口 味

. “
为 钱 而 干

” ,

大 仲 马 于
1 8 4 5 年 同 《立 宪 党 人 》和 《 快 报 》签

订 了 每 年 提 供 18 卷作品而获利 6 3 0 0 0 法 郎 的 合 同
;
欧 仁

·

苏 因 畅 销 书
《 巴 黎 的 秘 密 》收 益 10

万法郎
; 1 8 3 8 年 至 1 8 5 1 年 间

,

拉 马 丁 的 年 薪 总 数 高 达 50 0 万 法 郎
。
。

再 看 作 品 性 能 的 变 化
。

艺 术 生 产 者 臣 服 于 文 艺 市 场

,

文 艺 市 场 调 节 艺 术 生 产

,

艺 术 产 品 进

入 文 艺 市 场

,

其 价 值 体 现 为 交 换 价 值

,

实 现 了 艺 术 产 品 的 商 品 化

。

艺 术 产 品 有 别 于 作 为 纯 粹 精

神 形 态 的 文 艺 作 品

。

其 全 面 商 品 化 的 必 备 前 提 是 文 艺 市 场 机 制 的 完 善 和 发 达

,

而 文 艺 市 场 机 制

完 善 和 发 达 的 前 提 又 是 艺 术 生 产 力 的 充 分 发 展

。

道 理 很 简 单

,

没 有 伴 随 工 业 革 命 和 信 息 革 命 而

来 的 印 刷

、

出 版

、

发 行 和 视 听 等 传 媒 技 术 的 充 分 发 展

,

就 没 有 大 众 剧 场

、

影 院

、

音 乐 厅 和 画 廊 的

问 世

,

也 不 会 有 报 纸

、

期 刊

、

电 视

、

广 播

、

出 版 发 行 系 统 和 演 出 公 司 的 繁 盛

。

指 望 建 立 一 整 套 完 备

的 保 障 文 艺 市 场 正 常 运 行 的 法 律

,

更 无 异 于 是 一 种 奢 望

。

尽 管 书 商

、

印 刷 业

、

小 范 围 的 艺 术 交 易

在 工 业 革 命 以 前 就 已 经 出 现

,

但 真 正 建 立 起 完 善 和 发 达 的 文 艺 市 场 机 制

,

大 规 模 进 行 艺 术 产 品

的 市 场 交 换 活 动

,

则 肯 定 是 工 业 革 命 以 后 的 事

。

有 了 完 善 和 发 达 的 文 艺 市 场 机 制

,

才 足 以 保 证

艺 术 产 品 的 价 值 名 符 其 实 地 完 全 体 现 为 交 换 价 值

.

于 是

,

交 换 价 值 的 多 少 便 成 为 衡 量 艺 术 产 品

价 值 大 小 的 准 尺

。 “

艺 术 品 就 这 样 变 成 了 商 品

,

它 自 身 受 到 了 膜 拜

。

它 的 娱 悦 作 用
(即被 人 们欣

赏
、

使 人 们 的 生 活 充 满 活 力 的 社 会 功 能
)遭到 了忽 视

,

它 越 来 越 依 附 于 鉴 赏 家 和 收 藏 家 的 狂 热

,

艺 术 品 被 锁 藏 起 来 从 而 得 不 到 真 正 的 赏 识 … … 艺 术 不 再 是 一 个 过 程 或 活 动
,

它 的 含 义 仅 仅 是

艺 术 家 制 造 出 来 的 商 品

。 ” 0
除 了 愉 悦 功 能

,

艺 术 品 原 来 特 有 的 意 识 形 态 教 化 功 能 也 被 大 大 削

弱 了

,

不 依 存 于 艺 术 商 品 的 交 换 价 值 就 毫 无 意 义

。

商 品 的 市 场 交 易 规 则 制 约 着 艺 术 产 品 的 性 能

,

当 然 关 系 到 艺 术 产 品 的 内 容 及 其 构 成 即 结

构

.

艺 术 产 品 的 内 容 受 商 品 的 市 场 交 易 规 则 制 约

,

这 容 易 理 解

,

前 人 多 有 论 证

,

这 里 只 谈 谈 艺 术

产 品 结 构 被 制 约 的 问 题

。

戈 德 曼 研 究 小 说

,

所 得 出 的 结 论 与 他 的 发 生 学 结 构 主 义 理 论 是 一 致

的

,

这 就 是

:

某 些 经 典 小 说 的 结 构 与 小 说 家 精 神 结 构 同 源

,

而 小 说 家 的 精 神 结 构 被 当 作 个 体 精

神 结 构 或 集 体 精 神 结 构

,

又 与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同 源

,

故 而 某 些 经 典 小 说 便 与 社 会 经 济 生 活 同 构

。

用 他 的 话 来 说

,

就 是

“

小 说 形 式 实 际 上 是 在 市 场 生 产 所 产 生 的 个 人 主 义 社 会 里 日 常 生 活 在 文 学

方 面 的 搬 移 吻

.

在 这 样 的 经 济 生 活 中

,

人 与 人

、

人 与 物 的 关 系 本 质 上 是 物 与 物 的 关 系

,

是 人 被

物 役

,

他 叫 作

“

中 介 化 的 和 堕 落 的 关 系 … … 即 纯 粹 是 量 的 交 换 价 值 的 关 系 吻
。

他 认 为

: “

资 本 主

义 以 前 的 社 会 形 式 里 —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形式里也是如此— 的精神生活的基本因素的总和, 即 由 个 人 之 外 的 情 感

,

与 超 越 个 人 的 价 值 的 关 系 所 构 成 的 一 切 — 它意味着道德
、

美 学

、

仁

慈 和 信 义

,

都 在 从 个 人 的 意 识 中 退 到 经 济 领 域 里

,

以 便 把 它 们 的 功 能 交 给 无 活 力 的 物 的 一 种 新

特 性

:

物 的 价 格

。 ” 。
从 这 个 认 识 出 发

,

他 较 为 成 功 地 分 析 了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内 化 为 小 说 家 的 精 神

结 构

,

再 外 化 为 小 说 结 构 的 若 干 实 例

。

譬 如 他 例 析 新 小 说 家 娜 塔 丽

·

萨 洛 特 和 罗 伯 一 格 里 耶 的

作 品 即 是 如 此

。

他 以 为

,

西 方 帝 国 主 义 时 期
(大约 1 9 12 年至 1 9 4 5 年 之 间 )和

“

二 战

”
后 现 代 结 构

的 资 本 主 义 时 期 存 在 连 续 性 的 两 种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

先 后 显 示 为

:

作 为 基 本 现 实 的 个 人 逐 渐 消 亡

和 物 的 自 主 性 日 益 强 化

;
物 完 全 自 主

,

社 会 演 化 为 物 主 社 会

,

人 类 无 论 作 为 个 体 还 是 群 体 的 基

本 现 实 性 全 部 丧 失

。

与 这 两 种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叠 合

,

萨 洛 特 小 说 结 构 的 显 著 特 征 类 似 乔 伊 斯

、

卡



、

萨 特 和 加 缪 的 小 说 结 构

,

正 是 物 迫 使 人 物 解 体 的

“

物 化

”

行 程

,

而 罗 伯 一 格 里 耶 的 小 说 结

构 恰 是 货 真 价 实 的 物 与 物 的 关 系

,

换 句 话 说

,

就 是 纯 粹

“

量 的 交 换 价 值 的 关 系

。 ” @
戈 德 曼 的 社

会 经 济 生 活 与 小 说 双 向 同 构 说 虽 然 缺 乏 普 适 性

,

但 他 对 西 方 现 代 小 说 结 构 独 有 的 市 场 性 质 的

解 释 是 很 有 价 值 的

,

对 我 们 深 刻 认 识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不 无 裨 益

。

现 在 来 看 受 体 地 位 的 变 化

。

由 市 场 配 置 资 源

,

受 体 遂 有 机 会 从 被 作 家

、

艺 术 家 有 意 无 意 轻

视

、

漠 视 与 被 居 高 临 下 教 诲

、

感 化 的 从 属 受 制 位 置 脱 身

,

介 入 艺 术 生 产

,

成 为 艺 术 消 费 者

。

受 体

成 为 艺 术 消 费 者

,

表 明 艺 术 生 产 与 艺 术 消 费 经 由 文 艺 市 场 调 节 而 统 一 了 起 来

. “

生 产 直 接 是 消

费

,

消 费 直 接 是 生 产

,

每 一 方 直 接 是 它 的 对 方

.

可 是 同 时 在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着 一 种 媒 介 运 动

。

生

产 媒 介 着 消 费

.

它 创 造 出 消 费 的 材 料

,

没 有 生 产

,

消 费 就 没 有 对 象

。

但 是 消 费 也 媒 介 着 生 产

,

因

为 正 是 消 费 替 产 品 创 造 了 主 体

,

产 品 对 主 体 才 是 产 品

.

产 品 在 消 费 中 才 得 到 最 后 完 成

. ’ , 。
同

理
,

艺 术 生 产 为 艺 术 消 费 创 造 了 对 象 — 艺术产品
,

艺 术 消 费 为 艺 术 生 产 创 造 了 主 体 — 艺术消费者。 艺 术 消 费 者 不 但 为 艺 术 生 产 者 莫 定 了 生 存 和 再 生 产 的 基 础 ,

更 重 要 的 是

,

还 参 与 了 艺

术 生 产

。

2 。 世 纪 西 方 文 艺 理 论 批 评 那 么 推 崇 读 者 的 秘 密
,

恐 怕 就 隐 伏 在 完 善 和 发 达 的 市 场 机

制 以 及 艺 术 生 产 与 艺 术 消 费 的 紧 密 联 系 之 中

,

不 管 这 些 理 论 批 评 是 否 抗 拒

“

物 化

” ,

具 不 具 有 商

品 性

。

无 可 争 议 的 事 实 是

,

完 善 和 发 达 的 市 场 机 制 沟 通 了 艺 术 生 产 与 艺 术 消 费

,

使 艺 术 消 费 者

有 条 件 潜 在 地 左 右 艺 术 生 产

,

从 而 也 间 接 地 影 响 到 文 艺 理 论 批 评

。

后 结 构 主 义 时 代 流 行 的 读 者

一 反 应

、

解 释 学

、

结 构 主 义

、

马 克 思 主 义 和 女 权 主 义 等 理 论 批 评

,

概 以 读 者 为 中 心

,

不 会 是 偶 然

的

。 .
即 使 是 专 注 文 本 的 结 构 主 义 一 语 言 学 批 评

,

也 十 分 看 重 读 者 对 文 本 构 成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作

用

,

否 则

,

就 难 以 理 解 韦 恩

·

布 斯 和 罗 杰

·

福 勒 为 何 在
《小 说 修 辞 学 》和 《语 言 学 与 小 说 》中 专 论

作 者 (隐含作 者 )
、

人 物 和 读 者
( 隐 含 读 者 ) 之间 的各式 交际结 构

。

罗 兰

·

巴 特 在
《 S / z 》中 说 读 者

不 再 是 消 费 乙 而 是 生 产 者
,

道 出 了 真 相

,

意 指 的 实 在 是 艺 术 生 产 与 艺 术 消 费 的 同 一

。

也 许 不 该

忽 视 大 量 先 锋 派 文 本 含 有 的 强 烈 的 反

“
物 化

”

倾 向

,

象 劳 伦 斯 亲 近 古 希 腊 人 格 理 想 的 小 说

,

敌 视

和 批 判

“

物 化

”

现 实 的 法 国 新 小 说 等 等

,

就 明 显 含 有 这 种 倾 向

,

但 这 些 文 本 终 究 是 高 度 商 品 化 社

会 的 复 本

.

七 ,然 要 遵 循 商 品 社 会 通 行 的 艺 术 生 产 规 则
。

这 个 迸 理 对 于 基 于 先 锋 派 文 本 建 构 的 文

艺 理 论 批 评 门 样 适 用

。

伊 格 尔 顿 对 新 批 评 派 反

“

物 化

”

反 被

“

物 化

”

的 阐 释 便 是 明 证

。
勃

“

任 何 作 家 在 动 笔 时 头 脑 中 都 有 读 者 出 现

,

哪 怕 这 个 读 者 只 是 他 自 己

。 ’ ,
特

浪 漫 主 义 所 谓 纯

然 的 自 我 表 现 说

,

不 过 是 一 则 虚 构 的 神 话

。

作 家 选 材

、

布 局 谋 篇 和 表 情 达 意 都 为

“
拟 想 读 者
”
所

指 引

,

作 品 的 空 间 布 满 了

“

拟 想 读 者

”

的 心 迹

,

作 品 的 语 言 结 构

、

主 题 类 型

、

情 节 模 式 和 修 辞 惯

例

,

全 都 可 以 在

“

拟 想 读 者

”
的 文 化 一 心 理 结 构 中 找 到 充 足 根 据

。

在 市 场 经 济 社 会 中

,

当 艺 术 生

产 者 所 为 和 艺 术 产 品 所 示 足 以 贴 合 艺 术 消 费 者 所 思 所 感 时

,

文 艺 的 商 品 化 才 能 顺 利 实 现

。

而 当

艺 术 消 费 者 所 思 所 感 与 艺 术 产 品 所 示 不 一 致 时

,

则 有 两 种 可 能 性

:

艺 术 消 费 者 或 者 拒 绝 接 受 艺

术 产 品

,

使 文 艺 商 品 化 中 途 夭 折

;
或 者 创 造 性
“
误 读
” .

使 艺 术 产 品 迁 就 自 己

,

完 成 文 艺 的 商 品

化

。

后 一 种 可 能 性 多 见 于 跨 社 群

、

跨 阶 级

、

跨 时 代

、

跨 国 别 和 跨 文 化 的 文 学 交 流 中

。

象 罗 曼

·

罗

兰

、

歌 德

、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和 托 尔 斯 泰 等 众 多 外 国 文 学 大 家 的 众 多 作 品
(艺 术 产 品 )在 中 国 文 艺

市 场 畅 通
,

就 属 于 这 种 情 形

。

总 而 言 之

,

艺 术 消 费 者 的 地 位 在 艺 术 生 产 者 或 艺 术 商 人 眼 里 是 至

高 无 上 的

。

艺 术 消 费 者 犹 如 私 营 商 业 企 业 的 顾 客

,

反 客 为 主

,

荣 登 上 帝 宝 座

。

文 艺 家 角 色

、

作 品 性 能 和 受 体 地 位 的 根 本 性 变 化

,

归 根 结 蒂

,

是 由 艺 术 生 产 力 决 定 的

,

前 文

已 有 所 论 及

。

西 方 工 业 社 会

,

尤 其 是 进 入 信 息 时 代 以 来 的 西 方 工 业 社 会 的 生 产 力

,

远 较 农 业 社

会 发 达

,

其 突 出 特

.

点 是

“

机 械 复 制

” ( 本 雅 明 语 )和 能 量 转 换 (
吉 能 转 换
、

光 能 转 换 等
)
。 “

机 械 复

制
”
和 能 量 转 换 时 代 的 到 来

,

导 致 文 艺 市 场 迅 猛 膨 胀

,

超 越 了 地 域

、

时 问 和 种 族 等 的 局 限

,

改 造

和 添 加 了 文 类

,

革 新 了 艺 术 生 产 方 式

,

从 而 使 得 文 艺 家

、

作 品 和 受 体 的 精 神 性 或 意 识 形 态 性 功

·

8 1
·



、

艺 术 产 品 和 艺 术 消 费 者 的 商 品 性 功 能 关 系

.

为 文 艺 市 场 生 产 产

品 不 同 于 在 资 助 制 下 创 作 作 品

,

为 大 众 剧 场 写 的 剧 本 不 同 于 为 私 人 剧 场 写 的 剧 本

,

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大 众 剧 场 自 然 是 文 艺 市 场

,

连 结 着 艺 术 生 产 者

、

艺 术 产 品 和 艺 术 消 费 者

,

艺 术 生 产 者 和 艺

术 消 费 者 共 同 关 心 的 是 凝 聚 在 艺 术 产 品 上 的 交 换 价 值

。

私 营 报 纸 也 是 文 艺 的 一 个 市 场

,

艺 术 生

产 者 与 艺 术 消 费 者 通 过 编 辑 部 联 通

、

协 调 以 至 成 交

,

维 系 三 方 的 也 是 金 钱

。

显 而 易 见

,

艺 术 生 产

者

、

艺 术 产 品 和 艺 术 消 费 者 是 一 个 由 商 品 交 换 价 值 系 结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整 体

,

艺 术 生 产

、

艺 术 流

通 和 艺 术 消 费 严 格 格 守 商 品 的 市 场 交 易 规 则

。

本 文 分 而 论 之

,

仅 仅 是 为 了 行 文 方 便

。

说 文 艺 具 有 商 品 性

,

不 等 于 说 不 承 认 文 艺 具 有 意 识 形 态 性 和 审 美 性

。

商 品 性 只 能 是 文 艺 的

“
物 化
”
性 质

,

即 便 是

“

物 化

”
了 的 文 艺

,

也 仍 然 保 留 着 意 识 形 态 性 和 审 美 性

.

蔑 视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固 然 是 荒 唐 的

,

夸 大 文 艺 的 商 品 性 也 是 不 足 取 的

。

因 此

,

在 承 认 文 艺 作 为 商 品 的 作 用 的 同 时

,

还

须 充 分 注 意 文 艺 作 为 意 识 形 态 的 巨 大 功 用

,

更 须 充 分 发 挥 文 艺 的 审 美 效 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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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J o n a

小
a n e u l一e r ,

o n D eC o n s t r u e

如

n :
T h e o r y a n d e r io e i s m 盯 t e r s t r u e t u r

司 抽 m
,

x n r r
团

u ct i o n ,
R o u u曰 s e

an d K e g a n P a
己

,

肠

n d o n a n d H e n l e y
,

1 9 8 3
.

⑧ 请 参 阅 伊 格 尔顿
: 《二 十 世 纪 西 方 文 学 理 论 》

,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19 8 7 年 版

.

作 者 在 该 书 第 55 页写

道
: “

新 批 评 运 动 本 是 作 为 技 术 主 义 社 会 的 人 文 主 义 补 充 或 替 代 物 开 始 其 生 涯 的

,

但 它 却 在 自 己 的 方

法 中 重 复 了 这 种 技 术 主 义

。

反 叛 者 没 入 其 统 治 者 的 形 象 之 中

;
随 着 钧 年 代 和 50 年代的来临

,

这 一 反

叛 者 很 快 被 现 存 学 术 机 构 所 同 化

. ”

L 这 几 种性 质 的 关 系
,

三 言 两 语 说 不 清 楚

,

得 另 文 辨 析

.

(责 任 编 辑 张 炳 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