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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問題的思攷

張鐡榮

如果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王藩先生爲的第一本く現代中國文學講義〉算起，到現

在，在中國大陸大概也要有幾十珊不同的現代文學史了。説不同，也只是編者和出版単位的不

同，其貴在内容上都是大同小界的；再不同就是随着時間的推移，所謂‘‘政治運動”的深入，前

邊肯定的作家到了運動一来倣了結論，新編的現代文學史就按照新的結論改愛了。文學史上的

現代作家随着批胡適，批翻風，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々接連不断的政

治運動，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了b結果弄到一部現代文學史上，没有幾位能鯵姑得住的作家；豊

富多線，可歌可泣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裏，最後只剰下了幾位革命作家。而且這些人也都是按照

樒威思想虫分析的，値得注意的是這些能姑得住脚的作家幾乎大部分都已逝去。三十多年来的

現代文學史出現了可悲的大滑披，一下子沖進了當代，難怪當時有人説現當代文學史是：“魯

迅走在金光大道上”。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反右”披大化的糾正，歴史人物冤案的一次次平反，真理標準

的討論，十一届三中金會的召闘，新學科的引進，興起，以及後来的什慶什慶……，我個的現

代文學史又開始了慶化。原来否定的，現在又肯定了；過去埋没的，今天又出土了；以前眼本

不提的，如今又注意到了……。薗樹這期間出版的這腰一大堆く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入椚

不禁要問：“我椚能不能輩出一雨部能鰺使人相信的，経得住歴史検験的，能鰺留給後人的く中

國現代文學史〉泥？”

從手頭的資料知道國内的同行椚紛々呼顯重腐現代文學史，説是要表現出知識傍子的良知

和猫立人格、猫立視覚。這些学者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想不妨先給他椚濠貼几冷水，現

在重爲逐不是時候。因爲現代文學史上的諸多問題還没有完全摘清楚，有些研究還慮在“初醒”

階段，此時的“重腐”也維持不了幾年，逐會成爲新的遣憾的又一本。關鍵的問題在於摘清楚

事實，多捲掘些資料，開展深入的研究。

筆者認爲首先慮該倣鮎實際的工作，克服那懸急於求成的堕性，在硬揚學術民主，提偶深

入研究的基拙上，爲新的文學史的爲作倣些與基的工作，到將来蒔機成熟時，再腐一部，幾部

内容翔實，資料可舞的現代文學史也不返。

基於以上孜慮，我想把自己思孜的幾個問題，逐一篤出来求教於各位先生。

一、翻於五四“文腱革命”的評倹問題

厳格地説，中國的五四文學革命是先從文建革命開始的。提假白議反舞文言無疑是向侮

統的薔文學打響了革命的第一槍，白話文的提偶掲開了五四新文學的序幕。從一定意義上説・

五四時代的文學都是白話文嘗試期的文學，有了文騰革命，才有後来的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

在這場革命申1胡適的功績是不可低佑的，没有他和當時的那批前駆者椚的努力・也許我個今

天還要在文言文中排徊。但是長期以来，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我個或採取視而不見・或採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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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低伯的倣法，把樹於遠一重要問題的研究忽視了。

衆多的文學史都強調説提偶白話文從清末就開始了，如黄遵憲“詩界革命”中的“我手篤

吾口”，梁啓超提侶“由古語之文學鍵爲俗語之文學”エ）等々。如果以此来証明白話文提侶之

歴史淵源還是可以的，但以此来説明白話文的提侶井無大驚小怪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五四的文

腱革命是和以往的文睡慶革完全不同的革命，宅是帯有挑戦性的，徹底動揺中國樹建本髄結構

的輩命，這是與此前的文騰謎革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的。察元培先生曽経指出：“民元前十年左

右，白話文也頗流行，一…但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縁故，是専爲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並非取

文書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掲文學革命的旗鞍，這是從く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2）察先生是親歴五四文學革命之人，他薔學的根基又非常之好，因此他的分析衷懇之庭是可以

想見的。當時的情況是：＜新青年》的同人椚分明地感到，奮的語言模式厳重地束縛着知識f分

子的思想，要衝破這個姪楷進行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就必須打破蕾的一套語言秩序，所以他

椚選澤的突破口就是封薔的文學形式進行徹底的，不妥協的改革。當然此前胡適在国外已樹改

輩中國文腱進行了数年的探討。所以當胡適的く文學改良雛議〉一畿裟便位即引起了轟動敷慮，

這篇論文的意義和壱産生的影響是絶不可低佑的。該文錐然没有”革命”的字様，没有過激的

詞語甚至還有“改良”，“雛議”遙様商量的語調，邉与胡適本人的風格、氣質不無關係。但

　　　　　　　　　　　　　　　　　　　　　　　　　　　　　　　　　　　　　　」･這篇文章提出了文學改革的較爲係統的具艘主張，因而弛成了人個公認的文學革命的開篇之

作。胡適大胆地尊白話文學爲正宗，向幾千年来的封建腐敗思想及其販運工具一古文挑戦，

其中的革命意義是十分深遠的。白話文的提侶杁根本上打破了少数人鞠文學的聾断，使文學更

接近於生活，更接近於人民。難怪陳猫秀在編獲了胡適的此文後的下一期〈i新青年〉上立即大
聲疾呼：“文學革命之氣運，醒醸已非一日，其首挙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3）由此可、見陳猫秀是十分重視胡適的這個畿難之功的，樹此給予極高的評｛介。因爲五四的先駆老椚普遍

認爲中國古典的文膿形式的“薔瓶”是絶樹無法装進思想解放的現代的“新酒”的。周作人在

総結此時期的文學現象時曽這様説：“蕪的皮嚢盛不下新的東西・新的思想必髪用新的文燈以

簿達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話不可。”4）

胡適的く文學改良雛議〉和陳猫秀的《文學革命論〉盛表後，《新青年》爲之一振。接着
胡適又爲了く歴史的文學規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論文，強調指出：“用白話作各　　　　　　　　　　L

種文學”5）在當時引起了復大反響，陳猫秀，魯迅，鋒玄鳳劉半襲等都発衷文章，紛紛響慮。

鄭振鐸後来署文説，胡適的文章是文學革命的“最堂皇的宜言”ε）。魯迅鄭重指出，正是由於

胡適的文章，使他開始注意到く新背年》雑誌，在他創作小説之前，《新青年〉上的“作品也

舐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説是白話”7）。可見並非“我的朋友”的魯迅，也是充分肯定胡適的首創之

功的，因爲他認爲這是一件大事情，魯迅是實事求是的，因爲他尊重歴史。

但非常可惜的是建國以来的数十本く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都封這一首創之功作了保留的

介紹和有限的評論。　　　　し

首先王i瑠先生在他的第一版く現代中國文學講議》中，這様評倹説：

“この文章は，本文が文語文で書かれているだけでなく，態度も，きわめておだやか

だろう」といっており，内容からいうても，ひじょうに大きな妥協性と款弱性をもって

いる’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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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瑠先生的く現代中國文學講義〉，是新中國的第一本現代文學史，弛的功績是巨大的，

這本書的出現爲中國創立了一門新的学科。此書脱稿干解放初期，從一九五三年以後才開始在

國内流行。由於當時剛々結束所謂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久又開始了批判胡適的資

産階級思想運動，這個時候的出版物不能不打上當時形勢的焔印，譲王先生純客親也是不現實

的。但是脛當指出的是：由於這是建國後的第一本文學史著作，仙翼後来的文學史書勢必會産

生影響，因而當我椚追根尋源的時候就不能不提到弛，因爲事實上以後的文學史書都封邉個問

題採取了近乎一致的結論。又由於環境和資料有限，我只好引用了日文版的資料，邉是要請讃

者諒解的。

我不想例挙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及文化大革命那些“熱火朝天”的日子衷産生的“中國現

代文學史”，因爲在中國大陸人椚也早就不瘤或已経“慮理”捕牝椚了。譲我｛門從七十年代末

走進八十年代，看々此間的文學史著f脚巴。

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的一本く中國現代文學史〉這様説：

‘‘

ﾓ適的主張主要是在文學形式上兜圏子，没有真正接触到文學内容上的革命，因此，

實際上是形式主義的‘文學改良㌔”9）

這還是重復從前的論述，除了由於政治運動後樹胡適的固定看法外，作者完全忽視了文學

形式謎革所産生的意義，厳格地説這種文學形式的根本鍵更是一種革命，馳直接関係到文學最

内在的部分，是文學本身的一次革命。杣的進歩意義在於不僅革新了文睡，也同時打破了這種

載饅所包含着的侮統思想，這種侮統形式規範符號係統的轟殿，必將幣来思想的解放和文學的

解放，後来的新文學的爽展也恰々証明了這一鮎，因爲這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歩。其實胡適本人

樹於這一鮎早就霜出來了，他説：‘‘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既都是從‘文的形式’

・一菇ﾊ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膣等方面的大解放。”ゆ

許多文學史作者在否定胡適提偶白話文的巨大功績時，大都喜徹引用魯迅一九二七年在香

港獲表的那篇題爲く無聲的中國〉的演講，説魯迅曽指出：“腐敗的思想能用古文倣，也能用

白話倣”，因此胡適也没有什慶了不起雲雲。其實細心的人祇要一需便知道，他椚恰々忽視了魯

迅的本意。魯迅的此篇演講是完全肯定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歴史功績的，他反復告訴香港的青

年個，要將申國変成一個有盤的中國，就不要再説孔子，孟子，韓愈，柳宗元椚説過的話，他

指出“我個要説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説出来。”他

還進一歩強調白話文的重要性，認爲這是思想革新的第一歩，如不充分肯定這關鍵的第一歩是

根難返出第二歩的，弄不好運要退回去。他幽黙地説：“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勢去的人，是絶不

肯舅去他的辮子的。”11）他告誠青年椚，在他椚面前只有雨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掠，一是

舎捧古文而生存。由此可見魯迅的此文就是再三強調白話文在文學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他是在

文學革命的第一個十年之後，作這篇演講的，目的在於醍固文學革命的成果。引用這篇文章中

的某句話批胡適的人，如果不是罫魯迅的文章没看明白，便是有意地曲解。

一九八四年是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著作出版般多的一年。四月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く中

國現代文學史教程〉，五月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く中國現代文學史〉，六月中國青年出版社

出版了く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九月山東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く中國現代文學史題解〉。（恕

本人手頭資料有限，也許還有其他霞，在此只好挙出此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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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第一章“文學革命及莫歴史獲展”中，這様評｛介五四的文

膣革命：

“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古固然是一種板重要的改革，但把文學革命的任務縮小到僅僅是

語言文的字的改革，抽掠了馳的内容的改革和建設，這顕然是一種扱爲有害的形式主義観

黙。再如，他認爲樹建的‘薔文学’，‘死文學’‘都没有破環的倹値’，只要有了‘真文學’

和‘活文學’馳自然就會消滅，因而要人椚只在‘建設’方面‘用力’，這實際上是一一鍾妥

協”。12）

把胡適的主張只君成是形式主義的是不移全面的，因爲セ裏面也有許多渉及内容的東西，厳

格地説形式和内容中有許多是不可分的。胡適在く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一開始就這様指出：

“我想我椚提偶文學革命的人，圃然不能不從破環一一方面下手。但是我椚仔細懸来，現在的葱

派文學實在不値得一駁♂’他的分析在當時是有道理的，因爲文學革命的反劉派椚：如林紆

（琴南）、“學衡”派、“甲寅”派等，根快就被批得敗下陣来。在反封勢力没有還手之力後，

胡適便及時呼甑：“我望我椚提偶文學革命的人，樹於那些腐敗文學，個々都該存一・個‘彼可

取而代也’的心理，個々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

活文學。”且a）這怒慶能説是一租妥協泥？就是在今天，當代文學頻傳佳音的新時期，古典文學

伽然有勉椚的位置；如果説那時是妥協，我椚爲什腰在胡適等人故去多年之後逐譲馳妥協到如

今泥？逐是i那句老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聲音。胡適只不過是

提偶譲當時的作家獲出自己的聲音，這無疑和魯迅等人都是一致的。毛澤東在批評中國共産蕉

内的八股作風時，曽高度評倹了五四的戦將椚文彊革命的功績，他這様説：“五四運動時期，

一班新人物反覇文言文，提侶白話文，反封盤教条，提偶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根樹的。在那

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濃的，前進的，革命的。”14）可惜的是，由於建國後劉胡適的全面批判，

寛連毛澤東的這段話也没有引起人椚的冷静思放。

〈中國現代文學史題解〉一書在談到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時，提出了這様四條“歴史局

限”：

一是他的文學主張恨少強調文學革命如何同當時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聯係起来，

也没有明確指出白話文學如何爲“五四”的思想肩蒙運動服務；二是鋼文學革命的内容和

形式関係的理解，如果説く文學改良雛議〉裏尚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馳椚之間的辮証性，

那慶く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則把語言形式的改革強調到不適當地歩。……三是鏑西方文

學和民族文學，有時表現出形而上學的ヌ罵貼，把西方文學捧得太高，樹民族文學否定太多，

歓乏分析批判的縫承和借鑑；四是封自己的白話文學主張的態度並非始終如一地堅信不移，

有時表現得相當的軟弱和動揺，……。

如果我個從實際出畿不帯任何成見地進行分析，以上四條指責至少是牽強的。比如説，批

判苗文學算不算反対建？介紹西方的民主進歩思想是不是就不反帝？胡適樹於新文學的建設理

論釧於後来的創作，到底是起了積極的影響還是起了消極作用？在全面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文學

革命時期，是否人人都把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撰得那慶四平八穏？胡適是五四以来唯一没有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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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騰詩並慶奔文言的人，行文亦不用典故，堅持文學革命的方向，這算不算樹自己的主張堅信

不移？我想君待歴史，評伏歴史人物有一個最基本的方式，這就是不要脱離蒋代。更確切地説

就是首先要回到歴史人物那裡去，慨會當時的勢態，心態，尋査歴史人物的思想獲展軌述，有

了全面的了解之後，纏能｛移再跳出来，樹歴史現象進行正確的把握，倣出全面的，客観的，實

事求是的評研。平心而論，胡適的確是一個有着資産階級思想的自由主義文化人，不管他後来

急様変化，他始終没有出責我椚的祖國，直到民族危亡關鍵時刻他還遠隔重洋爲詩給周作入，

希望周能筋“放下茶盛出門去，瓢然一杖天南行。”エ5）因此當我椚評｛介和分析朗適閃光的五四

時期時，用過分的苛求和教条来套他，這起砺是不公正的。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在此問題的分析上是比較客槻的，作者這

様説：

胡適的文章只號召“文學改良”，他的主張也確也有不恨徹底的部分，但他的“改良”

与二十年前梁啓超等的文學改良運動已有明顕的区別。……

陳濁秀……並没有継績獲表多少關於文學的意見。倒是胡適接連地刊布自己的見解，

較重要的如く歴史的文學観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進一歩閲明他劉文學革命的

魏念。胡適讃同文學革命的理論基珊是庸俗進化論。按照這種槻黙，他承認“‘一時代有一

時代之文學”，因而今日必須以新文學取代過時了的薔文學，以白話取代文言。1ε）

迭冊文學史著作是從過去那種況薔的文學史模式中突破出来的，尽管牝在引用資料和分析

上還有這様或那様一些不足之庭，但是馳的出現給人椚一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覚。因此弛続可以在

中國大陸引起了廣大讃者的徹迎，i据我所知這本書是中國成人商等教育的教材，牝也沖繋着各

文科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這表明過去那種紐曲的文學史槻杁此以後開始了改鍵。

一九八五年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重新修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這本晋在談到五四文

腱革命臨這様篤道：

総起来君，胡適這時期的文學主張・錐然在樹文學内容與形式的改革上過翁強調了語

言形式革新的重要性，已露出資産階級形式主義的傾向，但馳在反鉗文言文提侶白話文，

反劉醤文學提偶新文學上，同五四文學革命的要求，還是有一致的地方。因而在初期是有

一定的進歩意叉的。后来，随着新文學運動的深入獲展。他姑到新文學的野立面，五四時

期的一跳進歩性也喪失殆尽。17）

本書的作者錐然有肯定，但更多的是否定，從這“一貼几”便可以潜得出来。作者的局限

在於祇遜到了語言的被動的一面，而忽視了語言同時又有制約人｛門思想作用的男一面。把語言

僅々霜倣是一種思想交流的工県，實際上是把語言暉於相當低的地位的。嚴格地説・語言同時

也会影響甚至約束着人偶墨世界釣把握。腐敗的思想故然可以用古文表達亦可用白話衷達・但

是白話文中的封建意識必定比古文要少，這是個蛮非問題；新的不一定都比薔的好・但大多数

新的総會代替薔的，這是個常識問題，也是歴史畿展之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説・該書中的邉段

評｛介教條主義的傾向是顕而易見的。再有“五四文學革命的要求”・我騰会就是五四文學革命

時代前騙者椚的思想，當然包括陳猫秀，李大釧，魯迅，銭玄同，劉半漉等人，也包括胡適。

又因爲他個的思想代表了那個時代，亦可以説是時代的思想潮流和要求。這一層意思紙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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髄會一・下魯迅關於“聴將令”的解澤，是不難理解的。因此説胡適“同五四文學革命的要求，

還是有一致的地方。”恐伯是評俳過低的。因爲“五四文學革命的要求”之中也有胡適的要求，

忽腰能説他和自己的要求“還有一致的地方”泥？

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く中國現代小説史》第一巻，這是關於中國現代小説研

究的專門性著作，在談到中國新文學褒難時期的文學革命時，作者這様腐道：

文學革命正式掲開帷幕，時爲1917年初。＜新青年》主編陳濁秀借偏師於海外，以當

時与啓蒙運動殊少關係的留美学生胡適的一篇く文學改良雛議〉爲引子，並褒表く文學革

命論〉這篇重要宣言，把整個啓蒙運動引向一個新的領域和新的階段。……惜乎以“雛

議”爲題，是商権口氣，於平和謙卑之庭顕得怯儒而不敢打硬侯。16）

慮該説此書是比較新的“史”，作者的創新精神也是可貴的，統槻全書除了資料薄弱外，

明顕的峡貼和失誤是不太多的。但這段論述似乎就有先入爲主的味道，作者没有考慮到胡適本

人的性格特鮎，太過扮地強調概念了。這些祇要細讃一下《胡適口述自傳》和く胡適晩年談話

録〉就明白了。一件築，一一篇文章不禰侭説的忽様，還要看産生的影響，収到的傲果忽様，這

是我椚大家都知道的。但長期以来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椚形成了一種彼不好的文風

這就是封於不同的意見統々採用罵倒的手段，彷彿購得越激烈就越革命，心平氣和的評論便是
“‘

ﾃ協”，　“軟弱”，遙種文風如不改変，將会使一個民族i永遠撰脱不了簡箪。

由於長期以来不断地“高挙”和“緊躁”，使我個的研究者和評論家椚逐漸失去了自我意

識，他椚不断地用自己的思想来詮繹別人的思想，所以出現以上的評論和看法是不奇怪的。但

是随着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人個開始了新的覚醒，知識扮子的良知与濁立人格亦開始了覆帰。

人椚回過頭来重新寧視五四，分析五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会突然獲現，以往饗於五四首先向

封建勢力獲難的文慢革命佑f介太低了。因爲勉是文學形式的礎革，所以重視内容的人椚忽視了

牝的重大意義。祇有在人椚愈来愈把研究眼光從響慮“最高指示”聴移到注視文學本身的時候，

人椚才會褒現這穏改憂文髄的憂革是多慶重要。因爲馳準確尖鋭地触及了文學最基本的内在部

分，所以説馳是文學本身最有意義的革命。當幾十本文學史撰在我椚面前，梅威的結論人雲亦

雲之時，我椚便陥入了迷惑之中。可悲的是我椚的國民太謙虚，人椚封於梅威的結論往々堅信

不移，就像人椚絶不會懐疑、“革命”這個名詞一様，而事實告訴我椚：最不會産生懐疑的蛮情

往々是最値得懐疑的。　　　　　　　　　　　　　　　　　　　　　　　　　　　　　　　　　　　　　　　、

五四文魑革命的重大意義在於：一批首先覚悟的知識扮子，率先衝破了流傳欺千年開始爲

時代所批奔的奮文騰，用清新的白話文和從外國引進的新名詞術語，爲中國文壇創造出一大批

光繰奪目的偉大作品，在現代文學的歴史上留下了他椚那一代人高昂的11内賊和低流的哀傷的聲

音，草創了一種庸新的文瞳，爲今後的中國建設一種全新的文髄之偉業鋪下了第一映基石。從

這個意上説他個的功績是偉大的，又是平凡的，然而却是十足可敬的。不管這些前駆者個後来

恕様醗展，充分肯定他椚當時的功績，樹於研究工作都是有益的。敢於正視歴史和敢於承認現

實一様，這是有力量的睡現。

二　關於沈從文作品的評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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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贔最多的作家，魯迅認爲沈從文琵中國最優秀的小説家之一，

他的作品在中國和世界影廟根大，這是公認的無可孚議的事實。沈從文不是完人，無疑他也有

敏貼。但是長期以来這位大作家郡一直黙々無聞。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名字已從

文學史上抹去了；中國大陸粉埣“四人窟”以後出現的文學史，鉗他的評傍也是不商的。在近

年来出版的文學史中，幾乎所有的論述都劉他作了有傑留的評傍和無道理的指貴，這也是中國

現代文學史之謎。

由於中國自解放以後連年的政治運動，使人個的精神極度緊張，於是便無暇關注藝術，而

沈從文則是一個“樹政治無僧仰鉗生命極關心的郷下人”且9），所以他的作品在當時起砺被看倣

是“不革命”的。再加之沈從文的藝術成熟之蒔，正値中國二，三十年代政治風雲突謎的多事

之秋，他自己麹政治又極不感興趣，只是愚了一個藝術家的良知，爲他輿己熟悉的普通的郷下

人，用他純美清新的藝術追求進行人性的尋覚，用他自己的話説就是：“我只想造希蝋小願。

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瑚糟。精致，結實匂称，形体難小而不紆巧，是我理想的建築。

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20）所以他的悲劇又是不可避免的。當一揚大的風波過去之後，人椚

需要重新選揮，需要温馨的慰籍和人性的復帰之時，便自然而然地走向沈從文。沈從文似乎早

有先見之明，他説過他的一些作品在當時會敏少譲者理解，他也有意要留給後人漏，他曽預言

i到了男外一代會得到鷹有的重視。

但是後来的人椚由於受到種種傾向的干擾，不是都能勝理解他的，然而一時間護所有的人

椚都静下心来，又是那様地不容易。以前的文學史樹他介紹得少而又少，後来覚把沈從文排在

“反動作家”里……。我想主要分析一下一九七六年以後，也就是中國大陸粉砕“四人繕”結

束“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現代文學史饗沈從文的評｛介，也許我椚可以從中瘤出一些什仏。

一九七九年八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く中國現代文娯史〉，在評介沈從文的作品時邉様

説：

“他封奮社会的罪悪是有認識的，也作過一定的掲露和鞭捲，但他並未取得正確世界観的

指尋，也朱投入現實斗孚的洪流，創作…實蔑与理想存在距離。他筆下的人物的反抗都是消

極的個人的反抗，革命者的形象篤得也不成功，作品一般映乏積極的力量。

沈從文的創作不是爲了迎合時代，蒲是通過人性更深切地反映着時代。爲了復蘇人性，他

以遇地質撲的民風，純真的人際關係和田園式的生活方式，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表達封當時社

會的反感与批判。這也是属於他自己的一種猫特的宙美方式，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包括他譲自

己的作品形式不断墾化，譲人佃認識到他就是他宿己。他悠様才算“投入到現寅斗孚的洪流”

中去兜？他是作家，作家投入現蛮斗孚是有藩他猫特的顧術方式的，正如他自己所説的“因爲

毎個人有一個人的工作”。他難然生活在作家和誼書人的圏子内，但他不能忘情於故郷的涜水。

旭在讃雷人中護現了問題，因此他説：

“活在中國作一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讃露人圏児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慨惰，拘

謹，小氣，又全都是醤養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這種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會産

生一個観念，就是不大追問一件嘉情的是非好環，“自己不作算聡明，別人作来却嘲笑”

的観念。遣種観念普遍存在，適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時迷適用到文學上，這槻念反映社會

與民族的堕落。憎悪邉種近於被閨割過的寺宙観念，懸當是毎個有血性的背年的感覚。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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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現實斗孚是爲了改変現實，同時也在改変現實中改変自己，沈從文是想從精神上改変

現實，他想借助小説的力量，譲邊地人的純僕真率的民俗民風吹到知識界，吹遍古老的中華大

地，使人椚自覚地認識這｛固民族過去的偉大塵與目前的堕落庭，以便實現民族品徳的重建。去

悼萎靡流腐，換装青春活氣．由此君来，他的創作實践和理想幾乎是一教的，就是今天看来，

他的這穏積極力量也是悉出的，何談“敏乏”泥？在論及沈從文小説的愛情描窺時，這本書這

様説：

這些作品時代投影淡簿，有些人物思想感情顕得平庸，狸環、在一部分描腐愛情的作

品中，逐有隠晦的色情描寓或暗示。

沈從文的小説描爲愛情的篇章根多，但是我椚誼過之後絶不愈産生象這本文學史中所説的

那種“隠晦的色情描爲或暗示”、因爲沈氏是爲愛情的高手，在他筆下的愛情是聖浩的，爲了

表現樹愛情的恨個興映憾，沈從文不惜譲他的翠翠寄情於不可知的明天，給讃者帯来無限的偲

恨。即使是窩情欲的作品，我椚也綿毫感覚不到色情，沈從文是根注意這一黙的，用他自己的

話説就是“離去了狼褻，軸成神奇，3。如他的く雨後》，《阿黒小史〉，《茄々〉，＜巧香与

冬生〉，〈夫婦〉，〈月下小景〉等，實際上也都是樹當晴道徳法律禁忌的控訴和批判，表現

了遊地所謂螢人的真情。我椚瞳會了這種眞情的同晴，也看到了沈從文給我椚的限度，還君到

了他筆下郷土人物的自然天真，更膿會到了作家本人的那種悲欄而又寛廣的胸儂。這種鞠於生

命的自然形態的歌碩，正是封當時社會上被金銭所汚染的懲愛婚姻形態的嘲調与批判。這就是

〈邊城〉所表現的那種“恰如其分”的愛。我想如：果以此爲題可以窩出根好的論文，如果劉此

進行認真的研究，可以得出不必象這本文學史那様簡単的結論。

〈邊城〉是被公認的沈從文最成功的小説，作者通迂一個令人回味無窮而又不無遣憾的愛

情故事，表現了湘西邊地的人情美與愛情美。從而映襯出作者鉗都市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關係的

着法，表現了沈從文的美學追求。但是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く中國現

代文學史教程〉中，郁這様指出了く邊城》的‘‘局限性”：

宅（指く邊城〉）錐然爲出了湘西人民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一面，但樹假悪丑的一面却

根少暴露，尽量把生活理想化，幾乎有美皆備，無麗不藤，這與生活的本来面目無疑是有

一定的距離的。因此，小説過多地突現了田園詩的鵠調，在反映的愛與美中敏乏臭有時代

感的歴史内容和慮有的思想深度。　　　　　　一

男一本一九八四年五月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評論く邊誠〉時也

用同様的態度説：

沈從文筆下，這座“湘西遡境”的小山城，撮然是輿世隔絶猫立自足的“桃花源”了。

無怪乎人個要憬疑他的作品的真實性了。……藝術真實的高標准，要求作家借肋個別的特

殊生活現像，反映出生活的本質和前進趨向。沈從文恰恰相反，過分強調湘西社會的特殊

性。他所幻造的猫立自足的“神話世界”，“牧歌境界”，隔絶了時代斗孚的風雨，自然無

法傳達時代精神。他的小説，不僅未能真實再現生活，反而一定程度上掩飾了中國社會嚴

重的階級樹立和尖鋭的階級斗争。在中國人民的革命進程中，起到了一些消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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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城〉是歌頚人間純朴的真善美的，馳也確實有田園詩的意境，但細心的譲者也許不難

装現沈從文小説的寓意和追求。我椚知道沈從文再三声明説“我實在是個郷下人”，我椚又知道

他鉗於城市的資産階級生活方式的無柳與堕落根是反感，因此他要在生活中追求一種淳撲與純

真，這劃於他這位猫特的郷土作家来説，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家郷，想到了給他留下美

好幻想的那些湘西的純美景色和淳撲的人個，越是封現實反感就越是想把他所希望的i那些故事

寓出来。正如f乍者自己所説：“我要表現的本是一極‘人生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

又不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尋譲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

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几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塵時，各人慮有一f分哀楽，爲人美

‘愛’字作一度恰如其f分的説明。”鋤所以，我椚粗看他的く邊城〉是田園牧歌式的，但細心競

之就不難獲現他翼當蒔的政治、経濟形勢有着非常清醒的認識，沈從文不是一個喜好迷懸過去，

偲化保守的復古主義作家，他只是劉於現代生活中的庸俗，冷漠與虚｛爲的人際關係感到厭倦，

他的小説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生活到人性的紐曲和塵抑下，重新張揚起人性的旗轍的。他想以這

種小説召喚人個保i持住樹人生的真誠與信心，從中開出一条追求興反省的路来，他提醒我椚：

如若不然就會鰹得野螢與無人性。所以沈從文的小説酒似神話世界，鍛有諏世之意和鋤世之心。

不過他所展示給我椚的不是悲惨而是和善雲了。為了喚醒人個的人性和良知，作者注重描紛下

層人民的善良，質撲與他椚的不幸命運，從中我椚更深刻地感覚到民主精神的張揚和人性的復

帰。

一九八四年六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く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在分析了沈從文的作品後

這様総結説：

在描紛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時々流露出捌原始生活的櫃慕。表面看，那種穴居山洞，

猫善充磯，封歌定情，無拘無束的生活，簡直是世外桃源，比之“現代生活”，“現代愛情”

要純結得多，也浪漫得多。如果真正深入一歩，就不難看出他椚比漢族更為貧窮，落後的

痛苦生活。但這些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是君不到的。

客観地説少数民族是過着比漢族更為貧窮更爲落後的生活的，沈從文並不是没有“深入一

歩”的，他從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中間，樹此當然有比我椚更爲深入的了解。然而樹此他不寓，

這並非他“看不到”，而是他認爲在這些“比漢族更爲落後”的少撒民族身上，有比我個更可

貴的品質，有我椚現代生活中所没有的東西，這就是沈從文在く鳳子〉中所描腐的那位酒了土

著宗教儀式後感慨萬千的城里人説的話：

我自以爲是個新人，一個尊重理性反抗迷信的人，……我認爲神之一字在人生方面錐

有馳的意義，但弛已成歴史的，已給都市文明弄下流不必需存在，不能存在了。在都市

裏牝尽可説是虚偶的象徴，保護人類的愚昧，遮飾人類的残忍，更從而増加人類的醜悪。

但君到剛才的儀式，我才明白神之存在，依然如故。不過紬的荘嚴和美麗，是需要某種條

件的達條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撲，観念的輩純，以及環琉的牧歌性。……在那光景中我倣

然見到了｛ホ個那個神。

他是在頚揚少数民族身上依存的那種純撲，天然，淳真的人性，他認爲這才是人間真正的

神。所以他想“造希蝋小廟”，“供奉”這種神一一“人性”。23）在沈從文的小説中多次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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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字，在字典里“灘”，就是神的意思。〈詩・衛風・竹桿〉中有“偲玉之灘”，《毛傳》中

説灘“行有節度”，古書中的“灘”也被解為騙鬼的儀式，這“灘”就是一種神。我個可以端

度在沈從文那里的“灘”就是騙除城市庸俗風氣的一種純撲之神。所以在《山鬼》申有祭“難

神”，〈神巫之愛〉中有跳“灘”，《月下小景》的主人公名叫“｛難佑”，《邊城〉中的老二腓

“灘送”，〈福生〉中的那個天真活溌的弦子名叫“｛難｛難”……他把這些少数民族的青少年描腐得

像希蝋神話中的芙雄一様，並以此来映襯我個都市生活的腐敗與不健康。所有這些都是爲了寄

托沈從文的一腫理想，這正是飽的深刻之庭，而並不是他的峡貼和失誤。依作者所言，我想

“如果真正深入一歩”的話，就会得出更爲貼切的更接近實際的結論。

一九八五年五月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這様評倹沈從文小説的i藝

術風格：

他総慕倣信筆i揮酒，牽不着意，想到那里，他的筆鋒也就到了那里，這就形成了他軽

瓢，空虚，浮涯的文風，苦心的安排無用了，左右逢源，運用自如的技巧反而成爲致命的

累墜了。所以有人説，他的文章我椚讃了幾頁，也許述不知道他是在爲什仏。他的一千多

字的一段文章，我椚将壱縮成幾百字，伍可不失原意。

讃了這様的批評会使人感到評論家的武断，小説就是小説，藝術就是i藝術，一個人有一個

人的習慣和風格，‘‘我椚”爲什仏要把別人一千多字的一段文章“縮成幾百字”陀？沈從文是

一個有着自我技着追求的藝術家，他的小説的爲法也不噺地謎化，不千篇一律，他調動一切手

段使他的作品吸引譲者，在既是娩曲幽深又是光怪陸離中給讃者以美的享受，人椚誼了他的小

説我想不會産生“空虚”與“浮涯”之感，也不會要動手把他的千字文改成幾百字。沈從文熱

愛他的故郷，憂其思懲将他養大的“況水”，他麹於水的讃美我個在誼了他的理論文章後有更

深刻的瞳會，他在這些評論中三番五次地提到水，談到他樹於水的感溝。他常説：“水和我的

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傾向不可分。”我想在沈從文的小説藝術中也有一種水的追求，

這就是不拘形式，任意揮麗，廻帰自然，因此便出現了一腫不断謎化，清新自如的藝術境界。

這就像我個毎天看小河，毎天都感到心情野暢然而毎天的流水都不相同一様。沈從文善於打破

文學的固定模式，不断地進行新的嘗試，我想這也許正是一個藝術家的可貴之庭。也因爲如此，

所以在今天｛乃有如此之多的“沈從文迷”。

在近期出版的く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有不少的雷都是將沈從文的創作和左翼作家相比較，

甚至樹立起来。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一本文學史逐説什腰粕椚之間存在着“思想分野”。由於沈

從文的創作…高峰期是在三十年代肥，所以這些史書便把他的作品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人爲地撰

到了樹立的位置，好象沈從文當時就専門和革命作家鋼着干似的，其實並不然。現在看来當時

左翼作家封沈從文的批評，有許多是形式主義的文藝批評。沈從文是左聯重要作家丁玲，胡也

頻的好朋友，在左聯五烈士遇難，丁玲宍踪，中國文壇上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之時，他篤了く記

丁玲〉，〈記胡也頻〉書中覇這爾位有才華的作家充濡了感情。殺捧或者榔架作家是爲了混天

正義的聲音，然而沈從文此時都譲人個記住他椚，這是何等的思想與氣質，人椚自會有公論。

在當時他難是一位大作家，但是國家経濟蒲條，出版商屡緻版税，他的生活也甚是ヌ艮難。解放

後由於他在三十年代多事之秋的態度，和他一貫樹政治的軽視與不關心，他的目子也並不忽腰

好過。由此我個可以看出一個在政治大動蕩中生活，而又不闘心政治的入是忽様地四塵揃壁。

當然我主要是爲了分析樹他作品的評｛介問題，這些在此就不多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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