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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艺与非理性哲学

曾 庆 元

西方现代 主义 文艺思潮是一个 十分复杂 的文艺现象
,

要想撩开它的神秘 面

纱
,

必须 一清它同菲理性哲学的关系
。

文章认为
,

现代主义文艺需要非理性哲学作

为支撑 自己的灵魂
; 非理性哲学则要借助现代主 义文艺作为表现 自己的躯 壳

。

而

在许多情况下
,

它们就是二 而一 的东西
。

文章着重论述了非理性哲学
、

现代主义文

艺对 中国当代 文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

分析 了中国当代文学为什 么不能走向现代 主

义 的人文背景
。

自上个世纪末象征主义诗歌在欧美间世直到本世纪 60 年代
,

现代主义文艺的大潮不断涌

起
,

造成了惊世骇俗的世界影响
。

五花八门的流派和令人惶惑不安的作品
,

不仅改变了文艺的

单纯面貌
,

还对传统文艺的质的规定性产生了猛烈的冲击
。

关于现代主义文艺产生和发展的社

会
、

历史背景人们已经谈得很多
,

这对于我们了解现代主义文艺的本质无疑是有帮助的
。

但笔

者认为
,

要想真正撩开现代主义文艺神秘的面纱
,

则非认真审视它的理论基础— 非理性哲学
不可

,

因为它是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艺泛起的直接动力和表现对象
,

二者的关系至为密切
,

如同灵肉一般
。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曾出现过两次颇有声势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
,

弄清这一问

题
,

对如何评价上述文艺现象
、

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
,

想必也是十分有益的
。

所谓
“

非理性哲学
”

是针对古典哲学而言的
.

它的主要源头是近代的科学哲学和人本主义

哲学
,

而后者对非理性哲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以叔本华
、

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是早期人本主义哲学的代表 (也有人把人本主义上溯到

康德的 )
。

他们认为人的认识不应屈从于经验事实
,

只有人的意志才是世界的本源
,

它既高于经

验
,

也高于理性
,

意志是支配一切的
,

世界不过是意志的
“

表象
” 。

因此哲学不是世界观
,

也不是

实证科学的方法
,

它是研究人
、

人的意志
、

人的内心世界的科学
。

意志哲学把人们的视线 由对外

部物质世界的搜寻引导到对人的内心精神的求索
。

在此之后
,

柏格森 ( 1 8 59 一 1 9 4 1) 的生命哲学和胡塞尔 ( 1 8 5 9一 1 9 3 8) 的现象学把人本主 义

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
。

生 命 哲 学 的 核 心 是 强 调 人 作 为 生 物 存 在 的 重 要 性

,

它 把

“
生 命 冲 动
”
看 作

是 世 界 上 唯 一 实 在 的 东 西

,

世 界 上 的 一 切 都 是 它 的 产 物

。

柏 格 森 认 为 生 命 冲 动 是 感 性 经 验 和 理

性 思 维 所 不 能 把 握 的

,

唯 一 可 靠 的 是 人 的 直 觉

。

只 有 在 直 觉 中 主 体 和 客 体

、

主 观 和 对 象 才 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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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哲 学 的 这 一 套 东 西 几 乎 渗 透 在 所 有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的 作 品 中

。

现

象 学 派 则 称 自
己
的 理 论 是 不 朽 的 人 道 主 义

。

为 了 人 道 主 义

,

现 象 学 不 再 是 世 界 观

,

而 是 超 时 空

的

“
永 恒 的

”

真 理 的

“

严 格 科 学

” 。

现 象 学 的 根 据 不 在

“

客 观 性
” ,

而 在 从

“

客 观 性

”

转 回 到
“
主 观

性

” ,

以 体 现 人 的 主 观 价 值

。

而 实 现 这 种 转 换 的 手 段 和 方 法 就 是

“

现 象 学 还 原

”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前 后 最 重 要 的 人 本 主 义 哲 学 是 存 在 主 义

。

其 代 表 人 物 有 德 国 的 海 德 格 尔

( 1 8 8 9一 1 9 7 6 )
、

雅 斯 贝 尔 斯
( 1 8 5 3一 1 9 6 9 )和 法 国的萨 特 ( 1 9 0 5一 1 9 8 0 )

。

存 在 主 义 从 它 以 前 的 各

种 非 理 性 哲 学 中 吸 取 了 大 量 思 想 资 料

,

成 为 20 世纪非理性哲学的集大成者
。

存 在 主 义 反 对 把

哲 学 作 为 世 界 观 和 方 法 论

,

认 为 哲 学 首 先 是 人 学

,

它 应 立 足 于 人

,

对 人 的 存 在

、

人 的 价 值

、

人 的

自 由

、

人 的 存 在 的

“

情 态
”

(恐惧
、

优 虑

、

烦 心

、

死 亡 等
)作 出 回答

,

存 在 主 义 哲 学 对

“
后 现 代 主 义
”

的 影 响 是 无 与 伦 比 的

。

此 外

,

弗 洛 伊 德
( 1 8 56 一 1 9 3 9) 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

,

对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也 有 着 极 其 深 刻 的 影

响

。

人 们 可 以 看 到

,

不 少 现 代 主 义 作 品 就 是 直 接 为 了 印 证 他 的 泛 性 主 义 而 创 作 的

。

非 理 性 哲 学 得 以 在 西 方 流 行

,

其 原 因 十 分 复 杂

。

除 了 人 们 已 经 谈 及 的 时 代 背 景

、

思 想 自 身

发 展 规 律

、

西 方 社 会 政 治 的 需 要 外

,

其 理 论 是 否 有 真 理 性 的 何 题 恐 怕 是 不 能 回 避 的

。

古 典 哲 学
(不论 是 唯心 主义 还 是唯物 主 义 )都 把 自己当 作世 界观 和 方 法 论

,

主 张 用 理 性 去

把 握 世 界

,

比 较 忽 视 人 的 直 觉 能 力 和 下 意 识 的 存 在 对 认 识 的 影 响

。

从 现 代 生 命 科 学 所 揭 示 的 内

容 来 看

,

这 显 然 是 不 全 面 的

,

因 而 也 给 非 理 性 哲 学 留 下 可 钻 的 空 子

。

例 如 对 人 自 身 的 认 识

。

以 往 的 哲 学 只 承 认 人 是 社 会 存 在

,

否 认 人 的 本 能 对 人 的 本 质 的 规 定

性 的 意 义

。

这 种 观 点 是 有 偏 颇 的

,

因 为 人 同 时 也 是 一 个 生 物 的 存 在

。

恩 格 斯 曾 说 过

: “
人 来 源 于

动 物 界 这 一 事 实 已 经 决 定 人 永 远 不 能 完 全 摆 脱 兽 性

。 ’

心 既 然 人 永 远 也 摆 脱 不 了

“

兽 性

” ,

我 们

就 不 能 无 视 人 的 生 命 冲 动

、

直 觉 能 力 等 下 意 识 领 域 对 人 作 为 社 会 存 在 的 影 响

。

事 实 上 人 作 为 社

会 存 在 的 同 时 就 有 生 物 行 为

,

许 多 时 候 人 的 生 物 举 动 又 往 往 具 有 社 会 意 义

。

不 用 举 例 就 可 以 知

道

,

否 认 人 也 是 生 物 的 存 在 不 仅 不 是 彻 底 的 唯 物 主 义 态 度

,

也 不 是 辩 证 的 观 点

。

非 理 性 哲 学 对

人 的 生 物 存 在 的 本 质 所 进 行 的 研 究

,

在 这 个 意 认 上 可 以 说 是 填 补 了 认 识 的 一 个 空 白

。

他 们 对 人

的

“

永 恒 的 沉 默 之 乡
”

的 发 现

,

其 意 义 远 远 超 过 了 哥 伦 布 对 新 大 陆 的 发 现

。

当 然

,

非 理 性 哲 学 对

人 的 认 识 也 是 片 面 的

。

他 们 把 人 的 生 物 存 在 看 作 是 人 的 存 在 的 唯 一 方 式

,

把

“
生 命 冲 动
”
看 作 是

人 的 一 切 行 动 的 原 动 力
,

把

“

性
”
的 问 题 推 及 一 切 领 域

,

否 定 人 首 先 是 一 个 社 会 存 在

,

这 无 疑 是

十 分 荒 谬 的

。

许 多 非 理 性 哲 学 的 崇 奉 者

,

后 来 对 它 产 生 怀 疑

,

乃 至 转 向 都 同 这 个 问 题 有 关

。

现 实 的 人 是 社 会 的 人 与 生 物 的 人 的 统 一

。

人 没 有

“

兽 性

”

社 会 就 不 可 能 延 续

,

人 没 有 社 会 性

“

兽 性

”

就 会 泛 滥

,

人 就 会 倒 退 成 动 物

。

但 人 的 社 会 性 与 人 的 生 物 性 也 有 对 立 的 一 面

。

社 会 形 成

的 伦 理 道 德

、

制 订 的 法 律 制 度 是 社 会 文 明 的 一 个 标 志

,

但 它 对 人 的 生 物 存 在 也 是 一 种 限 制

,

过

分 地 限 制
(如 中世纪 的禁欲 主 义 )

,

人 性 就 会 受 到 损 害

、

扭 曲

、

变 态 而 成 为 精 神 病 人

。

以 往 文 明 社

会 有 意 无 意 的 无 视 人 的

“

兽 性

”

存 在

,

这 使 人 对 自 己 的 另 一 面 讳 莫 如 深

,

嗓 若 寒 蝉

。

非 理 性 哲 学

为 人 的

“

兽 性

’ ,

正 名 (他 们称 之 为
“

本 我

”

或

“

自 我

”
)

,

张 扬

“

兽 性

”

存 在 的 合 法 性

,

这 其 实 是 对 人 的

又 一 次 解 放

。

它 受 到 人 们 的 青 睐 应 该 是 情 理 中 的 事

。

这 也 是 非 理 性 哲 学 得 以 流 行 的 社 会 基 础

。

在 上 一 世 纪 出 现 的 西 方 人 的 信 仰 危 机 也 是 非 理 性 哲 学 流 行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上 帝 的

“
死

亡

”

使 得 西 方 人 的 灵 魂 失 去 了 依 傍

,

但 他 们 又 不 愿 饭 依 摧 毁 了 他 们 信 仰 的 理 性 思 想

,

于 是 非 理

性 哲 学 中 那 神 秘 的 不 可 捉 摸

、

难 以 把 握 而 又 无 时 不 在 的 生 命 力 便 成 了 他 们 心 目 中 的 临 时 偶 像

。

非 理 性 哲 学 能 够 广 泛 流 行

,

还 得 力 于 它 普 遍 利 用 了 文 艺 这 一 形 式

。

非 理 性 哲 学 在 用 直 觉

、

悟 性 去 挖 掘 人 的 内 心 的 秘 密 时

,

遇 到 了 柏 格 森 所 说 的

“

言 不 尽 意

”

的

问 题

。

即 语 言

、

符 号 无 法 表 现 流 变 的 心 理 绵 延 的 全 部 特 征

。

存 在 主 义 也 认 为 人 对 存 在 的 体 验 是

·

8 5
·



。

为 了 解 决 人 要 表 达 而 不 可 表 达 这 一 矛 盾

,

他 们 找 到 了 文 学 艺 术 语 言

。

因 为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只 有 经 过 文 学 艺 术 的 处 理 后 才 能 突 破 符 号 所 代 表 的 事 物

,

产 生 言 外 之 意

、

韵 外 之 旨

、

弦

外 之 音

,

从 而 使 人 去

“

意 会

”

那 不 可 言 传 的 情 状

。

运 用 文 学 艺 术 的 语 言 来 宜 扬 哲 理 这 便 是 所 谓

u

诗 化 哲 学

" 。

尼 采 的

“
超 人 哲 学
”
的 代 表 作 《 查 拉 图 斯 特 拉 如 是 说 》中 就 运 用 了 诗 的 语 言

:

黑 夜 已 临

,

现 在 所 有 喷 泉 诉 说 的 声 音 更 高 了

。

而 我 的 心 也 花 喷 泉

。
.

黑 夜

已

临

,

现 在

,

只 有 一 切 爱 人 们 的 歌 唱 起 来 了

。

而 我 的 歌 也 是 爱 人 的 歌 唱

。

我 是 光 明

,

呀

,

过 去 我 是 焦 夜
! 但 我 的 孤 寂

,

要 用 光 来 围 烧

。

但 我 活 在 自
己 的 光 里

,

我 重 新 吸 收 我 身 上 爆 发 出 来 的 火 焰

。

我
不 知 道 接 受 者 的 快 乐

,

而 我 经 常 梦 怒 着

,

底 得 比 接 受 一 定 更 加 快 乐

。

有 人 评 论 说

: “
尼 采 的 方 法

” “

使 整 个 现 代 哲 学 的 面 貌 为 之 一 新

” , “
他 要 创 立 一 个 体 系 的 大

厦

,

别 人 用 概 念 的 严 整 的 砖 块 来 构 筑

,

他 却 用 诗 文 建 了 一 堵 堵 花 墙

。

帅 弗 洛 伊 德 的 一 些 精 神 分

析 著 作 简 直 就 是 小 说

。

存 在 主 义 哲 学 家 从 基 尔 凯 郭 尔 一 直 到 萨 特 自 觉 地 大 量 地 借 用 文 学 形 式

来 阐 释 自 己 的 哲 理 已 是 尽 人 皆 知 的 事 实 了

。

文 艺 的 运 动 和 发 展 提 供 了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

造 成 影 响 深 广 的 文 艺 思 潮

,

没 有 深 厚 的 理 论 基 础

是 不 可 能 形 成 气 候 的

。

那 个 时 代 一 些 对 现 实 主 义 创 作 方 法 心 有 不 满 的 文 艺 家

,

在 发 现 非 理 性 哲

学 家 为 思 想 界 提 出 了 各 种 新 课 题 的 同 时

,

也 发 现 他 们 为 文 艺 创 作 提 供 了 新 的 对 象 和 新 的 方 法

。

综 观 现 代 主 义 各 流 派 的

“

宣 言
” ,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

他 们 的

“

新 美 学
” ,

都 不 过 是 在 重 复 非 理 性 哲

学 的 某 个 原 理

,

而 他 们 的 创 作 任 务 就 是 形 象 地 演 绎 这 些 原 理

。

没 有 史 威 登 堡 的

“

对 应 论

”

就 不 会

有 象 征 主 义
;
而 伯 格 森 的 直 觉 主 义 为 表 现 主 义 的 夸 张 变 形 提 供 了 依 据

;
叔 本 华

、

尼 采 对 人 类 文

明 的 否 定 成 了 未 来 主 义

“

打 倒 传 统

”

的 思 想 武 器
;
威 廉

·

詹 姆 斯 提 出 的

“

意 识 之 流
”
则 直 接 成 了

意 识 流 文 学 的 招 牌
;
超 现 实 主 义 表 现 的 幻 觉 梦 境 是 从 弗 洛 伊 德 关 于 梦 的 阐 释 中 撷 取 来 的

;
荒 诞

派 戏 剧 是 存 在 主 义 哲 学 在 戏 剧 方 面 结 下 的

“

硕 果
” ;

存 在 主 义 文 学 本 身 就 是 哲 学
;
不 愿 在 哲 学 上

归 宗 的 新 小 说 派 作 家 干 脆 站 出 来 为 自 己 的 非 理 性 存 在 作 辩 护

。

人 们 面 对 现 代 主 义 作 品 时

,

常 常

感 到 莫 明 其 妙

、

摸 不 着 头 脑

,

这 是 因 为

,

人 们 没 有 了 解 非 理 性 哲 学 对 它 的 影 响

。

卡 夫 卡 在 写 小 说

《判 决 》时
,

只 用 了 一 个 夜 晚 的
5 个 小 时

,

但 人 们 弄 懂 它 却 在
5 个 月 以 后
。

这 还 是 卡 夫 卡 自 己 作

了 诊 释 的 结 果

。

非 理 性 哲 学 是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安 身 立 命 的 基 础

,

也 是 破 译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内 涵 的 密

码

。

非 理 性 哲 学 与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的 关 系 是 如 此 紧 密

: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需 要 非 理 性 哲 学 作 为 支 撑

自 己 的 灵 魂

;
非 理 性 哲 学 则 要 借 助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作 为 表 现 自 己 的 躯 壳

。

而 在 许 多 情 况 下

,

它 们

就 是 二 而 一 的 东 西

。

有 了 这 样 的 认 识

,

我 们 再 来 谈 非 理 性 哲 学 对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的 深 远 影 响 就 会 省 力 多 了

。

从 文 艺 学 的 眼 光 看

,

非 理 性 哲 学 促 成 的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可 以 说 是 一 场 文 化 上 的

“

革 命
” ,

它 不

仅 给 文 坛 带 来 了 各 种 令 人 惶 惑 不 安 的 新 品 种

,

还 对 传 统 文 艺 的 质 的 规 定 性 产 生 了 猛 烈 的 冲 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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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是 抒 发 理 想

,

它 都 与 社 会 以 及 社 会 的 人 不 可 分 割

,

因 此 文 艺

作 为 把 握 世 界 的 一 种 方 式

,

作 为 社 会 经 济 基 础 的 上 层 建 筑

,

它 的 社 会 意 识 形 态 的 本 质 是 十 分 清

楚 的

。

非 理 性 哲 学 坚 决 否 认 文 艺 的 这 种 质 的 规 定 性

。

在 他 们 看 来

,

人 的 理 性 对

“
现 实

”

的 反 映 是

不 可 靠 的

,

各 种 符 号
(语 言文 字
、

色 彩 线 条 等
)无法 表达 对象 的本 质

。

这 好 比 一 个 人 的 照 片

,

照 片

是 纸 的

,

人 是 有 血 有 肉 的

、

发 展 变 化 着 的

。

照 片 可 能 显 得 可 爱

,

而 实 际 上 此 人 可 能 作 恶 多 端

。

同

样

,

文 学 中 所 使 用 的 形 容 词 (如 美丽 的
,

丑 恶 的

,

伟 大 的

,

渺 小 的 等
)都 不 过 是 某 一类 现 象 的 符

号
,

没 有 一 个 词 可 以 表 达 一 个 独 特 现 象 的 本 质

。

这 如 同 绘 画 一 样

,

轮 廓 越 准 确

,

色 调 越 逼 真

,

就

把 人 的 视 点

、

空 间 固 定 得 越 小

,

因 而 它 离 丰 富 多 彩 的 流 变 的 对 象 就 越 远

。

他 们 认 为

,

理 性 反 映 世 界 的 缺 陷

,

还 在 于 它 只 注 意 与 人 有 关 的 一 面

,

其 他 方 面 则 被 遗 漏 了

。

例 如 文 学 作 品 中 的 自 然 景 物 都 是 为 人 而 存 在 的

, “
云 在 哭 泣

” 、 “
山 在 颤 抖

” 、 “

河 在 咆 哮
” ,

描 绘 的

并 不 是 自 然 的 本 质 而 是 人 的 属 性

。

原 本 不 带 功 利 的 对 象

,

经 过 理 性 的 过 滤 便 化 为 虚 假 的 带 功 利

的 符 号 了

。

有 鉴 于 此

,

非 理 性 哲 学 家 提 出 艺 术 之 所 以 成 为 艺 术

,

它 决 不 是 从 一 个 固 定 模 子 中 翻

制 出 来 的

,

也 不 是 精 确 模 拟 对 象 的 结 果

,

它 产 生 于 人 的 不 确 定 的 心 理 绵 延 中

。

所 以 艺 术 家 必 须

努 力 使 自 己 的 作 品 的 生 成 如 同 自 然 界 任 何 事 物 的 生 成 一 样 无 拘 无 束

,

任 其 自 然

,

而 不 能 因 计 划

和 原 则 牺 牲 了 作 品 中 活 生 生 的 真 实 性 和 创 造 性

。

卡 夫 卡 作 品 中 的 浓 厚 的 梦 幻 色 彩 就 是 实 践 这

一 理 论 的 结 果

。

他 在 创 作 中

“

尽 可 能 抛 开 理 性 生 活
” ,

去

“
同 魔 鬼 拥 抱
” 。

其 实 所 有 的 现 代 主 义 作

家 都 是 遵 循 这 样 的 原 则 去 进 行 创 作 的

。

总 之

,

在 他 们 眼 里

,

现 实 是 虚 假 的

,

虚 无 是 真 实 的

;
现 实 只 提 供 摹 本

,

虚 无 启 示 不 可 预 测 的

新 奇

。

非 理 性 哲 学 家 们 把 这 看 作 是 世 界 的 本 质

,

也 看 作 是 艺 术 的 本 质

。

这 样 一 来

,

文 艺 的 审 美 功 能 消 失 了

,

扭 曲

、

变 态

、

混 乱

、

丑 陋 成 了 文 艺 作 品 价 值 的 尺 度

。

艺 术

与 艺 术 的 界 限 也 模 糊 了

,

便 池 甚 至 排 泄 物 搬 进 了 艺 术 博 物 馆

,

毫 无 意 义 的 胡 言 乱 语 在 剧 场 里 回

响

,

小 说 结 构 被 数 学 公 式 取 代 … … 这 些 可 以 说 是 对
“

引 起 现 代 艺 术 变 革 的 思 想 变 革

”

的

“

最 精 到

的 说 明

。 ”

为 了 实 践 这 一 理 论

,

现 代 主 义 的 文 艺 家 们 提 出 了

“

把 艺 术 本 身 作 为 目 的

”

的
口 号

,

并 对 传 统

的 艺 术 对 象

、

艺 术 方 法 动 了 一 次 脱 胎 换 骨 的 大 手 术

。

其 做 法 主 要 是

:

反 现 实

、

反 英 雄

、

反 文 学

。

整 个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在 表 现 对 象 上 都 有 内 向 的 趋 势

,

这 个

“

统 一 的 倾 向

’ , “

就 是 不 去 反 映 物 质

世 界

,

而 去 表 现 精 神 世 界

”
(赫 伯特
·

里 德
)
。

叔 本 华 有 一 句 名 言

: “

人 既 不 知 道 太 阳

,

也 不 知 道 大

地

,

只 知 道 望 太 阳 的 眼 睛

,

触 知 大 地 的 手

’ ,③
。

这 表 明

,

在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里 作 为 主 体 的 人 已 经 摆

在 了 客 体 的 位 置

,

人 或 者

“

自 我
”
成 了 他 们 表 现 的 唯 一 对 象

。

象 征 主 义 诗 人 把 客 观 世 界 当 作

“

符 号 的 仓 库

” ,

把 内 在 的 精 神 看 作 是

“

最 高 的 真 实

” ,

要 求 诗

人 努 力 挖 掘 这 种 真 实

,

然 后 通 过 符 号 象 征

、

暗 示 孤 独 痛 苦 的

“

自 我

” 。

表 现 主 义 艺 术 家 认 为

“

世 界

存 在 着

,

再 去 重 复 它 没 有 意 思

” ,

认 为 艺 术 创 作 应 当 是 人 的 内 在 需 要 的 外 在 表 现

。

他 们 的 艺 术 旗

帜 上 赫 然 写 着

: “

不 是 现 实

,

而 是 精 神

”
戈 未 来 主 义 的 作 家 虽 然 向 往 工 业 社 会 的 物 质 文 明

,

但 他 们

在

“
宣 言
”

中 却 申 明
: “

文 学 历 来 是 讴 歌 沉 思 般 的 静 止

、

销 魂 入 迷 和 睡 眠 状 态

。 ”
超 现 实 主 义 者 则

把 深 藏 在
“
彼 岸 世 界

”

的

“

本 我

”

视 为 黑 色 的 宝 石

,

并 努 力 把 它 从 幽 暗 的 世 界 里 开 掘 出 来

,

让 它 在

阳 光 下 闪 烁 发 亮

。

意 识 流 文 学 认 为

,

传 统 小 说 复 述 现 实 时 必 不 可 少 的 故 事 情 节 是 不 足 取 的

,

作

家 本 人 应 该 退 出 创 作

,

让 他 的 人 物 去 展 现 自 己 的 意 识 变 化

,

即 让

“

沉 思 默 写 的 现 实

” “
独 立 发

言

” 。

存 在 主 义 文 学 把 个 人 的 存 在 看 作 是 一 切 存 在 的 出 发 点

,

他 们 的 主 人 公 在 漫 长 的 人 生 之 旅

中 不 断 地 进 行

“

自 由 选 择

” ,
以 至 死 去 活 来 都 是 为 了 获 得 对 存 在 的 悟 性

,

以 便 在 哲 学 的 层 次 上 找

到

“

自 我
” 。

荒 诞 派 戏 剧 和 新 小 说 派 的 作 品 几 乎 没 有 了 现 实 世 界 的 踪 影

,

它 以 人 的 彻 底 异 化
(如

人 变 成 犀 牛
、

成 了 物 件 等
)来表 现
“

自 我

”

的 严 重 失 落

,

结 果 是 从 反 向 来 强 调 了

“

自 我

”

的 表 现

。

正

·

8 7
·



,

埃 斯 林 把 荒 诞 派 戏 剧 称 之 为

“

寻 找 自 我

”
的 文 学

。

随 着 非 理 性 哲 学 把 人 的 潜 意 识 的 大 门 打 开

,

人 身 上 不 受 理 性 控 制 的 那 些 狠 琐 卑 微

、

乃 至 丑

恶 的 东 西 都 在 光 天 化 日 下 暴 露 无 遗

。

它 打 破 了 关 于 人 性 高 尚 的 神 话

,

摧 毁 了 人 们 对 于 英 雄 的 崇

拜 心 理

。

在 他 们 看 来

,

他 们 的 前 辈 塑 造 的 正 面 形 象

,

就 象 刻 意 编 造 的 一 个 个 谎 言

。

他 们 决 心 让

带 着 病 态

、

恶 癖

、

盲 目 冲 动

、

混 乱 念 头 以 及 怀 有 各 种 畸 形 心 理 的 纭 纭 众 生 (即 所谓
“

真 实 的 人

”
)

成 为 自己作 品 的主 人公
。

这 就 是 他 们 把

“

反 英 雄

”

的 旗 帜 挥 来 挥 去 的 原 因

。

最 能 体 现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特 点 的 是 他 们 的 形 式 主 义 观 点

,

以 及 表 现 手 法 上 的 花 样 翻 新

。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否 定 导 致 了 其 表 现 内 容 的 贫 乏

,

表 现 内 容 的 贫 乏 必 然 导 致 对 形 式 的 崇

拜

,

王 尔 德
( 1 8 5 6一 1 9 0 0) 说

: “

倘 若 以 崇 拜 形 式 为 起 点
,

那 么 任 何 的 艺 术 奥 秘 都 会 向 你 展 示

’ ,
④ ,

现 代 派 艺 术 家 在

“

形 式 就 是 一 切

” 、 “
形 式 即 内 容

” 、 “

让 内 容 服 从 形 式

” 、 “

为 了 形 式 而 牺 牲 内 容

”

等 主 张 的 鼓 动 下 大 胆 试 验

、

锐 意 创 新

。

创 作 了 许 多 让 人 睦 目 结 舌 的 艺 术 作 品

,

如 超 现 实 主 义 画

家 将 一 瓶 干 燥 剂 当 做 雕 刻 安 置 在 石 座 上 (杜桑 )
,

把 磨 坊 的 废 渣 聚 扰 来 构 成 荒 谬

、

意 晦 的 构 图

(希 维 尔特 )
,

把 一 幅 画 剪 开 打 乱 后

,

重 新 粘 贴

,

拼 成

“

魔 似 的 图 景

”
(恩 斯特 )
。

未 来 主 义 诗 人 摒 弃

文 字 作 为 交 际 工 具 的 功 能

,

用 随 意 生 造 的

“

自 我 发 展 的 文 字

”

写 诗

。

阿 波 里 奈 用 凌 乱 的 语 词 模 拟

凌 乱 的 谈 话

。

赫 列 勃 尼 科 夫 将 俄 语 中 的

“

笑

”
c( m xe )一词 的 前缀 后缀 任 意变 化

,

派 生 出 一 大 堆

似 笑 非 笑 的 词

,

创 作 了
《笑 声 的 魅 力 》

。

庞 德 用 所 谓 意 象 叠 加 的

“

方 程 式

”

创 立 了 意 象 派

。

波 洛 克

无 意 识 的

“

自 动

”

绘 画
,

布 勒 东 避 开 理 性 的

“

自 动 写 作 法

” ,

肯 宁 汉 用 抓 阉 设 计 的 现 代 舞 蹈

,

都 堂

而 皇 之 地 成 了 艺 术 品 … … 形 式 主 义 走 向 极 端 必 然 是 对
“
形 式

”

本 身 的 否 定

。

无 画 面 的

“
绘 画
” ,

不

演 奏 的 音 乐 的 出 现 即 是 一 个 预 兆

。

以 荒 诞 派 戏 剧 和 新 小 说 派 等

“
后 现 代 主 义
”
的
“
反 戏 剧
” 、 “
反 小 说
”
创 作 最 能 反 映 非 理 性 哲

学 的 影 响

。

传 统 戏 剧 把 矛 盾 冲 突 视 为 生 命

,

而 在 荒 诞 派 戏 剧 里 人 与 人 根 本 无 法 相 通

,

人 际 之 间

的 关 系 都 确 定 不 了
(如 《秃 头 歌 女 》中 马 丁 夫 妇 )

,

想 发 生 矛 盾 冲 突 而 不 可 能
(如 《动 物 园 的 故

事 》 )
。

由 于 因 与 果 的 逻 辑 关 系 被 世 界 的 荒 诞 性 切 断

,

舞 台 上 展 示 的 事 件 既 无 开 头

,

也 无 结 尾

,

甚

至 什 么 也 没 有 发 生
(如 《 等 待 戈 多 》 )

。

他 们 认 为

,

既 然 世 界 是 荒 诞 的

,

那 么 只 有 荒 诞 的 形 式 才 能

说 明 它 的 荒 诞

。

正 如 加 缪 所 说

: “

演 员 与 舞 台 分 离 的 状 况 真 正 构 成 荒 诞 感

。 ”

难 怪 有 人 说 看 荒 诞

派 戏 剧

,

犹 如 听 一 个 白 痴 讲 故 事

,

绘 声 绘 色

,

却 毫 无 意 义

。

新 小 说 派 不 仅 反 对 现 实 主 义 传 统

,

也 反 对 存 在 主 义 小 说 的 倾 向 性 和 意 识 流 小 说

、

表 现 主 义

小 说 的 现 实 主 义 成 分

。

它 甚 至 嘲 笑 荒 诞 派 企 图 用 荒 诞 形 式 表 现 荒 诞 性 的 做 法

,

认 为

“
世 界 既 不

是 有 意 义 的

,

也 不 是 荒 诞 的

,

它 存 在 着

,

如 此 而 已

”
(罗 布 一 格 里 耶 )

。

所 以 它 又 称 为

“
拒 绝 派
”
或

“

反 小 说 派
” 。

新 小 说 派 把 事 物 的 意 义 看 作 是

“

外 加 的

” 、 “

多 余 的 东 西
” ,

事 物 的 本 质 是 它 的 物 理

属 性

,

因 而 作 家 应 把 描 绘 对 象 的 物 理 属 性 放 在 第 一 位

。

于 是

,

人 在 新 小 说 里

,

不 再 是 小 说 的 中 心

和 支 柱

,

而 是 与 社 会

、

人 群 无 关 的

“

物

” 。

他 们 的 内 心 绝 对 空 荡

,

意 识 被

“

消 过 毒
” ,

剩 下 的 只 是 躯

壳

。

人 由 于 失 去 了 个 性

,

在 小 说 中 不 同 的 人 甚 至 可 以 进 行 置 换

。

《在 迷 宫 里 》那 个 穿 军 大 衣 的 士

兵
,

坐 在 一 个 妇 女 的 房 里

,

就 和 这 个 妇 女 的 丈 夫 融 为 一 体

。

因 为 她 的 丈 夫 赴 战 场 前 也 是 坐 在 这

里

,

也 是 穿 的 一 件 军 大 衣

。

新 小 说 派 的 作 家 把 语 言 符 号 同 意 义 割 裂 来 创 造 活 页 小 说

,

有 的 还 用

数 学 公 式
(1 + 2 + 3 + 4 )
’
一 1 00

2

来 表 现 其 小 说 的 结 构
⑤ 。

新 小 说 把 非 理 性 哲 学 推 向 了 极 端

,

它

的 出 现 也 可 以 说 是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走 向 终 结 的 一 个 标 志

。

非 理 性 哲 学 给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带 来 了 灾 难

,

它 消 解 了 文 艺 的 根 本 特 性 — 审美功能
。

试 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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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 戏 剧 变 成 了 白 痴 的 吃 语 时

,

人 们 还 需 要 小 说

、

戏 剧 吗
? 当 然

,

这 只 是

事 情 的 一 个 方 面

,

不 可 否 认

,

非 理 性 哲 学 也 给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注 进 了 不 少 有 生 命 力 的 东 西

。

诸 如

象 征

、

意 识 流

、

荒 诞 等 表 现 手 法 的 运 用

,

弥 补 了 传 统 文 艺 在 表 现 现 代 生 活 复 杂 性 方 面 手 段 的 不

足

,

的 确 使 人 耳 目 一 新

。

当 代 中 国 会 不 会 出 现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 对 这个 问题

,

从 理 论 到 实 践 目 前 都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争

议

。

我 认 为 可 能 性 不 大

。

理 由 是 中 国 不 存 在 西 方 工 业 国 家 固 有 的 矛 盾 — 这是现代主义文艺的现实土壤。 进 一 步 说 ,

即 使 中 国 将 来 成 了 发 达 国 家

,

一 样 会 面 对 高 度 的 物 质 文 明 给 精 神 造 成

的 各 种 困 惑

,

我 想 中 国 人 多 半 也 不 会 去 崇 奉 非 理 性 哲 学

。

因 为 中 国 人 解 决 精 神 问 题 的 独 特 传 统

(如儒 道释 互 补 )
,

在 现 代 文 明 社 会 还 有 特 殊 的 活 力

。

这 一 点 在 东 亚

、

东 南 亚 的 儒 教 文 化 圈 的 国

家
(如 日本
、

韩 国

、

新 加 坡 等
) 已经得到 证 实

。

二 三 十 年 代 李 金 发

、

徐 志 摩 等 以 及 80 年代朦胧诗

人仿作的象征主义诗歌
,

虽 曾 造 成 一 时 的 轰 动 效 应

,

都 因 为 脱 离 中 国 国 情 便 很 快 地 沉 寂 和 消 失

了

。

更 重 要 的 一 点

,

就 是 新 中 国 是 在 马 列 主 义 的 旗 帜 下 建 立 起 来 的

,

我 们 的 文 艺 有 毛 泽 东 文 艺

思 想 作 指 导

。

当 然

,

这 样 说 并 不 排 斥 中 国 文 学 对 非 理 性 哲 学 和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的 合 理 借 鉴 和 吸 收

。

众 所 周

知

,

鲁 迅 先 生 早 年 曾 花 了 不 少 力 气 介 绍 尼 采 的 超 人 哲 学 和 弗 洛 伊 德 精 神 分 析 理 论

,

但 他 没 有 亦

步 亦 趋

、

生 吞 活 剥 这 些 东 西

。

经 过 他 的 消 化 和 改 造

,

其 中 许 多 有 用 的 成 分 成 了 他 表 现 生 活

、

批 判

社 会 的 有 力 武 器

.

他 曾 用

“

潜 意 识

”

来 无 情 地 鞭 挞 假 道 学 的 虚 伪 嘴 脸
、 《肥 皂 》
、

《 高 老 夫 子 》 )
,

用

荒 诞 手 法 辛 辣 地 嘲 讽 统 治 者 的 腐 败 无 能
((( 理 水 》等 )

,

他 在 传 统 的 形 式 中 运 用 象 征 的 手 法

,

为 在

黑 暗 中 奋 斗 的 勇 士 增 添 亮 色
( 《药 》
、

《野 草 》等 )
。

戴 望 舒 早 期 曾 师 法 过 现 代 派 诗 人
(如法 国 的魏

尔 伦 )
,

后 来 离 开 了 象 征 诗 人 的 行 列

,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个 性

,

形 成 了 朦 胧 而 不 晦 涩

,

幽 远 而 不 玄 奥

的 独 特 风 格

。

其 名 作
《雨 巷 》
、

《 我 用 残 损 的 手 掌 》等 至 今 仍 有 众 多 的 读 者
。

曹 禺 的 剧 作 成 就 是 在

中 国 文 学 史 上 有 定 评 的

。

他 的
《雷 雨 》
、

《 日 出 》
、

《北 京 人 》
、

《原 野 》等 都 从 象 征 主 义
、

表 现 主 义 戏

剧 中 吸 取 过 营 养

,

然 后 加 以

“ `

揉 搓 塑 抹
’ ,

融 化 为 自 己 的 东 西

” 。

当 代 作 家 王 蒙

、

湛 容

、

魏 明 伦 等

人 运 用

“

意 识 流

” 、

荒 诞 手 法 表 现 当 代 人 复 杂 多 变 的 心 理 活 动

、

反 思 历 史 也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功

。

《夜 的 眼 》
、

《 蝴 蝶 》
、

《 风 筝 飘 带 》
、

《 人 到 中 年 》等 都 是 有 影 响 的 佳 作
。

总 之

,

了 解 非 理 性 哲 学 与 现 代 主 义 文 艺 的 关 系

,

正 是 为 了 在 改 革 开 放

、

同 世 界 文 学 的 交 流

融 汇 过 程 中

,

不 拒 绝 借 鉴

,

也 不 盲 目 趋 时

,

使 中 国 文 学 能 朝 着 健 康 的 方 向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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