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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性起点

马 寿 果

( 一 ) 中国文学现代化起点概说

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

虽持议纷呈
,

但统而观之
,

一

视五四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汗

端
,

似成共识
.

然而
,

这一
“

定论
” ,

不利于揭示促成文学现代化的各种要素及其地位

作用
,

以致在新文学建设上 引发了诸如
“

体
” “

用
”

的无谓纠缠
,

对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产生了经常性的负效应
.

为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能真正沿着正确轨迹前行
,

对其发端的再

认识
,

就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 ,

r

中国文学 现代化的源头究竟何在 ? 现代化
,

意味着对传统的超越
。

文学 的现代化
,

离不开对传统文学形态的不断扬弃
。

具体到 中国文学
,

就是对在自给自足的
,

分散的
,

小生产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严密体系的封建形态文学 的辩证否定过程
。

这一过

程
,

是文学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
,

是文学自身美学特征得到 日益显化
,

不断地创造出美的

信息的过程
,

即文学从必然王 国走向自由王 国的过程
;
这一过程

,

同时是人获得 日益解

放的过程
。

因为文学的现代化
,

离不开人的现代化
.

而人的现代化
,

就是不断摆脱各种盲

目的 自然力和社会力的束缚
,

走向自由的过程
.

文学现代化
,

最根本的动力是物质生产的现代化
。

这并非宣扬恩格斯批判的
“

只有

经济状况才是原囚
,

才是积极的
,

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

的机械决定论
,

而是

强调现代化
“

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

( 恩格斯 《致符
·

博尔吉乌斯 》 ) 的根本决

定因素和基础作用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立论
:

文学走向现代化
, “

中学
”

和
“

西

学
”

均非体
,

而是用
,

是仅供参照和借鉴之资
。

古老的中国社会演至封建季 世
,

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孕育萌芽和发展
,

文学性质终于

开始了历 史性的擅变
.

明代
,

在唐宋生产力积累 和商品经济发展 的基础上
,

手工工场
,

专

门的商业资本出现
,

标志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
。

从事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者
,

随着经

济实力的增强和阶级力量的壮大
,

日 益 不 满 于 封 建 统 治 者 的 肆 意 掠 夺 和 践 踏

,

奋 起 抗

争

,

遂 起 反

“

税 监

” ,

反

“

矿 监

”

和 市 民 起 义 的 风 潮

。

这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新 现 象

。
.

因 以

商

品

经

济

大

潮 的 汹 涌 澎

湃

,

人 们 的 心 态 和 观 念 迅 速 变 化

。

争 取 人 的 尊 严

,

实 现 人 生 价 值

,

追 求 理 想 爱 情 等 新 的 观 念 大 大 冲 击 着 封 建 主 义 的 樊 篱

,

出 现 了 以 李 卓 吾 为 代 表 的 对 于 封

建 流 弊 的 理 性 批 判 思 潮

。

于 是

,

文 学 亦 走 向 自 觉

。

李 卓 吾

,

汤 显 祖

,

袁 氏 兄 弟 及 冯 梦 龙

等 人 的 文 学 观 出 现 了 革 命 性 的 变 化

;
小 说 ( 首推白话 ) 戏曲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

顺 应 市

民 阶 层 的 审 美 要 求

,

戏 曲 和 白 话 小 说 空 前 繁 荣

。

自 话 短 篇 的 集 粹 《 三 言 》
,

长 篇 巨 著

《 水 浒 传 》
,

传 世 名 戏 《 牡 丹 亭 》 等 应 运 而 生
,

而 且 还 出 现 了 《金 瓶 梅 》这 样 高 度 成 熟



。

以 它 们 为 旗 帜 的 大 批 新 作

,

反 映 了
市

民
阶 层 的 生 活

,

体 现

着 他 仍 的 精 神 状 态 和 价 值 取 向

,

在 艺 木 美 的 追 求 上 也 有 了 新 的 突 破

,

具 有 鲜 明 的 时 代 气

息

。

这 一 切 充 分 说 明
:

中 国 文 学 的 现 代 化 发 源 于 明 朝

.

明 代 社 会 新 的 时 代 特 征 不 仅 为 文 学 创 作 提 供 了 深 厚 的 生 活 基 础 和 源 泉

,

同 时 产 生 出

新 的 接 受 主 体 —市
民阶层。

市
民 阶 层 无 沦 是 在 愿 望

、

要 求

,

或 审 美 情 趣 上

,

都 迥 异 于

帝 王 将 相

,

封 建 士 大 夫

。

接 受 主 体 的 异 军 隆 起

,

是 促 成 文 学 走 向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因 素

.

( 二 ) 明代思想解放的呐喊和文艺观更新

有明新的社会力星的发展壮大
,

以 及 他 们 尚 处 于 朦 胧 状 态 的 社 会 理 想

,

人 格 追 求

,

特

熨 是 受 到 商 品 经 济 的 动 荡

,

传 统 观 念 已 不 能 维 系 世 道 人 心

。

为 时 势 所 感 化

,

以 李 卓 吾 为

领 袖 的 先 进 知 识 分 子 呐 喊 出 了 思 想 解 放 的 时 代 最 强 音

.

出 身 于 市 民 阶 层 的 王 学 左 派 李 攀

发 展
了 王 阳 明 的 进 步 思 想

,

带 有 更 为 强 烈 的 反 封 建 色 彩

。

提 倡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平 等

,

反 对 男

茸 女 卑

,

等 级 贵 践 的 封 建 伦 理 秩 序

.

这 分 明 是 向 因 袭 的 重 男 轻 女 思 想 宣 战

,

倡 言 女 权 解 放

。

李 氏 的 平 等 意 识 还 体 现 在 他 的 凡 人 与 圣 人 论 上

,

在 他 看 来

,

圣 人 亦 饮 食 男 女

,

并 不 高 于

一 般 人

.

尽 管 认 识 不 无 商 榷

,

但 它 一 扫 罩 在

“

圣 人

”

顶 上 的 神 秘 无 环

,

立 起 了 拜 例 在 偶 像

前 的 世 间 夫 妇

,

无 疑 是 对 封 建 伦 理 观 的 大 胆 颠 覆

.

显 示 了 彻 底 的 战 斗 精 神

,

从 而 在 根 本

上 否 定 了 封 建 统 治 的 精 神 支 柱

。

当 时 的 文 艺 观 变 革

,

构 成 思 想 解 放 之 一 翼

.

我 国 传 统 的 正 统 文 学
一 一

诗 歌 和 散 文

,

是 载 封 建 之 道 的 主 要 工 具

.

而 戏 曲 和 小 说

,

尤 其 是 白 话 小 说

,

多 取 材 于 市 民 日 常 生 活

,

被 目

龙

劲

左 道 旁 门

,

不 登 大 雅 之 堂

.

中 国 文 学 的 现 代 化

,

离 不 开 文 体 的 解 放

.

因 为 传 统 文 学 迟

至 封 建 末 世

,

随 着 它 赖 以 产 生 的 社 会 基 础 的 衰 朽

,

已 经 陷 入 日 暮 途 穷

,

只 得 靠

“

诗 必 盛

唐

,

文 必 秦 汉

”

的 祖 宗 灵 光 苟 延 残 喘

.

新 文 学 代 替
旧 文 学

,

是 艺 术 进 化 的 历 史 要 求

.

所

以

,

有 明 文 艺 观 中 最 具 革 命 性 的 是 对 非 正 统 文 学 样 式 的 充 分 肯 定

.

李 挚 以 发 展 的 文 艺 观 认

为

,

《西 厢 记 》《水 浒 传 》
“

皆 古 今 至 文

,

不 可 得 时 势 先 后 论 也

。 ”

( 《童 心 说 》 ) 袁中郎对小

说也作了充分评价
,

把 《 水 浒 传 》
、

《金 瓶 梅 》一 类 的 小 说 列 为 逸 典
,

与 内 典 六 经

,

外 典

《史 》《汉 》相 匹 配 ;
冯 梦 龙 则 从 文 学 的 社 会 功 能 上 给 予 小 说 高 度 评 价

.

他 认 为 小 说 的 教 化 作

用 比 封 建 经 典 还 要 大

.

对 于 通 俗 文 学

,

尤 其 是 白 话 小 说 的 重 视

,

体 现 了 当 时 先 进 的 文 论

家 对 文 学 自 身 规 律 认 识 的 深 化

,

促 使 文 学 走 向 自 觉

.

除 此 之 外

, “

言 情

” , “

通 变

”

的

文 艺 观

,

均 为 当 时 社 会 进 步

,

思 想 活 跃 的 产 物

.

被 称 为 东 方 莎 士 比 亚 的 汤 显 祖 得 意 的

“

玉 茗 堂 四
梦

”

就 是

“

因 情 成 梦

” “

因 梦 成

戏

. ”

换 言 之

,

是 作 家 内 在 感 情 的 外 化

.

文 学 艺 术 所 以 感 人

,

就 在 于 能 以 情 动 人

.

汤 显

祖 所 谓

,

非 特 指 男 女 之 情

,

而 概 括 人 的 一 切 自 然 本 性 和 欲 望

.

汤 显 祖 的 言 情 理 论 和 实

践

,

在 文 学 界 引 起 广 泛 回 响

,

以 至 甚 f情成 风
。 “

言 情

”

观 与 宋 明 理 学 提 倡 的

“

穷 理 尽

性

”

的 封 建 教 条 之 间 的 冲 突 是 不 可 调 和 的

.

冯 梦 龙 更 是 直 言 不 讳

: “

借 男 女 之 真 情

,

发

名 教 之 伪 药

. ”

“

通 变

”

观 则 从 文 学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上 宣 告 了 传 统 正 统 文 学 不 免 颓 亡 的 命 运 和 新 文

学
口 渐 辉 煌 的 前 途

.

李 挚 直 党 到

一

j’ 文 学 的 历 史 性 流 变
,

哀

, },
郎 则 准 确 阐 明 J

`

文 学 发 展 的



.

精 辟 地 概 述
了 文 学 是 时 代 产

物 的 观 点

。

他 认 为

,

社 会
生 活 是 文 学

最
鲜

活
的 源

泉

.

文 学 应 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 而 发 展

,

泥 古 守 旧 是 没 有 出 路 的

。

另 外

,

李 挚 的

“

童 心 说

” ,

袁 中 郎 的

“

性 灵 说

” ,

重 视 文 学 的 真 实 性

,

个 性 化

,

力 主 创 新

,

横 扫 当 时 文 坛 无 病 呻 吟

因 袭 模 拟 的 沉 沉 暮 气

;
并 在 文 学 现 代 化 过 程 巾 产 生 了 久 远 影 响

。

林 语 堂

,

郁 达 夫 等 均

荷 蒙 其 惠

。

( 三 ) 文学木体的自觉

对于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文学来讲
,

经 济 关 系 的 演 革

,

社 会 力 量 的 变

化

,

意 识 领 域 的 斗 争

、

既 是 它 所 关 注 的 现 实 内 容

,

又 是 促 成 其 走 向 自 觉 的 综 合 动 力

.

文

学 的 自 觉 不 单 指 对 于 文 学 发 展 规 律 认 识 的 日 趋 深 化

,

更 意 味 着 文 学 本 体 的 审 美 特 征 不 断

得 到 强 化 丰 富 和 发 展

.

新 的 经 济 关 系 的 出 现 和 社 会 财 富 的 急 剧 增 加

,

使 人 的 解 放 不 可 避 免

,

人 的 解 放 又 必 然

带 来 观 念 的 更 新

,

这 一 时 期 的 文 学 集 中 展 现 了 有 明 发 生 的 种 种 本 质 性 变 化

。

当 此 时

,

经

商 一 反

“

贱 流

”

素 名 而 荣 迁

“

善 业

” ,

追 逐 财 富 俨 然 成 为 人 的 存 在 价 值 的 极 致 性 企 图

.

.

万 般 皆 厂 品

,

唯 有 读 书 高

”

的 迁 腐 说 教 顿 失 市 场

。

时 代 在 变

,

家 庭 在 变

,

人 们 的 恋 爱 婚 姻 观 念

、

贞 操 观 念 也 在 变

。

传 统 婚 姻 讲 究

“

门 当 户

对

” ,

而 (( 李将军错认舅 )) ((( 二刻》 )中的刘翠翠却迫使父母放弃成见
,

与 有 情 人 终 成 美 眷

.

“

父 母 之 命

,

婿 勺 之 言

”

有 似 不 成 文 的 婚 姻 法

,

鼓 吹

“

明 媒 正 娶

” ,

而 视 幽 会 私 奔 为 大

逆 不 道

.

然 而

,

《吴 衙 内 邻 舟 赴 约 》 ( 《 醒 世 恒 言 》 ) 《 张 舜 美 灯 宵 得 丽 女 》 ( 《 古 今

小 说 》 ) 等作品
,

对 青 年 男 女 突 破 礼 教 大 防

,

擅 自 约 见 出 走 的 行 为 却 给 了 肯 定

,

并

劫
甫

恨 人 心 不 古

,

世 风 日 下

.

《 乔 太 守 乱 点 鸳 鸯 谱 》 ( (( 醒世恒言 》 ) 则以喜剧的形式嘲笑

了包办婚姻
,

揭 示 了 封 建 婚 姻 同 爱 情 的 不 相 容

,

说 明 爱 情 应 当 成 为 婚 姻 的 基 础

。

而 《 乐

小 舍 拚 生 觅 偶 》 ( 《 警 世 通 言 》 ) 则表达了爱情之上的思想
。

乐 和 本 不 会 水

,

但 为 情 所

使 舍 命 救 偶

,

真 个 是

“

钟 情 若 到 更 深 处

,

生 死 风 波 总 不 妨

。 ”

市 民 阶 层 走 向 觉 醒 乃 历 史 发 展 的 必 然

,

且 由 于 拥 有 比 较 雄 厚 的 经 济 实 力

,

并 逐 渐 形

成 了 一 股 社 会 力 量

.

因 此

,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冲 破 诸 般 封 建 规 范

,

相 对 为 易

。

更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

即 使 在 森 严 壁 垒 的 封 建 统 治 者 内 部

、

甚 至

{
首 无 天 日 的 社 会 最 下 层

、

都 回 荡 起 人 的 解 放

的 遒 劲 呼 声

。

由 于 所 处 环 境 过 于 恶 劣

,

他 们 的 抗 争 往 往 是 悲 剧 性 的

。

《牡 丹 亭 》 中 的 杜 丽 娘

和 《杜 十 娘 怒 沉 百 宝 箱 》 ( 《警 世 通 言 》 ) 中的杜 卜娘坛为典型
。 “

杜 丽 娘 迫 求 爱 情 的 强 烈 与

持 久

,

甚 至 不 达 目 的

,

死 不 罢 休

,

带 有 一 现 代 的 性 爱

’ “

性 质

” 。

( 游叫恩《中 国 文 学 史 》 )

人的解放急湍猛浪自然不免泥沙俱下
。

倘 谓

“

君 子 固 贫

” “

小 人 囿 利

” “

存 夭 理

灭 人 欲

”

泯 灭 了 人 的 生 命 活 力 和 合 于 社 会 进 步 的 天 性

,

贝
}j唯利是图金钱万能及其驱使下

的人欲横 流却偏 向了另一个极端
。

西 门 庆 固 为 积 极 进 取

,

颇 善 开 价 的 商 业 资 :.4 家
,

播 金 莲

始 为 受 害 者

;
同 时

,

他 们 又 都 是 衣 冠 动 物

,

各 种 恶 德 败 行 在 他 们 身 上 无 复 有 加

。

诚 然

,

倘

以 历 史 观

,

恶 亦 不 失 为 一 种 推 功 社 会 发 展 的 功 力

。

思 于 韶 沂 l’l 了家庭
,

私 有 制 和 国 家 的 起

源 》 中 科 学 地 指 出 : “

卑 劣 的 贪 欲 是 文 明 时

`

代 从 它 存 在 的 第
一

日 起 直 至
今

日 的 动 力

。 ”

稍 后
,

思 格 斯 又 于 《 路 德 维 希
·

费
尔 巴

咕
和

德 国
占

典 沙
:\f 的终结 》 「

卜 明 确 赞 同 黑 格 尔 的



: `

恶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动 力 借
以

表 现 出 来 的 形 式

. ”

并 进 而 强 调

: “

正 是
人 的 恶 劣 的

情 欲 一 一 贪 欲 和 权 势 欲 成 了 历 史 发 展 的 杠 杆

, ”

并 批 评 费 尔 巴 哈

“

没 有 想 到 要 研 究 道 德

上 的 恶 所 起 的 历 史 作 用

。 ”

将 文 学 从

“

之 乎 者 也 矣 焉 哉

”

中 解 放 出 来

,

是 文 学 变 革 的 基 本 内 涵

。

有 明 小 说 语 言

形 式 的 蜕 变 是 文 学 走 向 现 代 化 的 一 座 里 程 碑

。

有 明 小 说 中 最 有 影 响 的 是 白 话 通 俗 小 说

.

短 篇 小 说 集 的 精 华 如 《三 言 》
,

更 出 现 了

鸿 篇 巨 制 《水 浒 传 》
,

《金 瓶 梅 》 及 其 影 响 下 的 大 批 创 作
,

他 们 都 是 标 准 的 白 话 文 学

,

最 有 力 的 说 明 了 白 话 文 学 的 成 功

.

自 话 小 说 的 流 行

,

不 但 证 明 着 白 话 文 学 是 文 学 正 宗

,

而 且 极 大 地 促 动 了 全 社 会 应 用 文 体 的 白 话 化

.

明 代 通 俗 小 说 的 语 言 载 体 一 一
自 话

,

是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向 现 代 化 过 渡 的 重 要 契 机

.

《 三 国 演 义 》 《 水 浒 传 》 《 西 游 记 》 等 小 说
,

语 言 形 式 上 的 革 新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

但 仍 然 是 从 历 史 出 发 进 行 远 距 离 观 瞻

.

原 因 是 多 层 次 的

.

最 根 本 的 是 当 时 人 们 的 生 存 环

境 及 其 决 定 下 的 心 理 需 求

,

明 中 叶 前

,

我 国 长 期 处 于 封 建 状 态

.

落 后 的 生 产 方 式 及
其 规

定 下 的 小 农 意 识

,

使 芸 芸 众 生 把 自 己 的 全 部 希 冀 和 身 家 性 命 都 交 托 给 封 建 统 治 者

.

而 一

部 封 建 社 会 史

,

多 为 草 民 想 做 稳 奴 隶 而 不 得 的 时 代 一 一 息 帝 昏 暴

,

奸 伎 当 道

,

豪 强 横

行

,

兵 匪 作 乱

· ` ·

… 人 们 渴 望 圣 君 贤 相 的 太 平 盛 世
,

思 慕 忠 臣 侠 士 维 持 的 公 正 世 界

,

向 往

封 建 秩 序 的 稳 定 和 谐

。

这 种 心 理 需 求 必 然 地 在 艺 术 上 以 幻 化 的 形 式 体 现 出 来

.

明 中 叶 后

,

社 会 经 济 关 系

,

风 俗 时 尚

,

文 化 思 潮

,

价 值 观 念 急 剧 变 化

:

生 产

’

节 奏

带 动
了

生 活 节 奏
明

显
加

快

,

人 们 的 命 运 变 化 更 具 不 确 定 性

,

这 与 长 期 迟 滞 不 前

,

发 展 缓

慢

,

几 近 死 水 ~ 潭的传统社会形成强烈对照
,

不 能 不 震 动 感 受 敏 锐 的 创 作 主 体

.

鲜 廉 寡

耻

,

欲 壑 难 平 的 社 会 现 象 不 能 不 让 他 们 关 注

;
商 品 经 济 浪 潮 中 涌 现 的 新 的 人 物 事 态

,

则

为 他 们 提 供 了 大 最 素 材

.

转 顾 接 受 主 体

,

新 兴 的 市 民 阶 层 自 有 其 别 于 守 旧 势 力 的 审 美 追

求

.

他 们 希 望 通 过 艺 术 发 现 自 我

,

去 认 识 万 花 筒 般 光 怪 陆 离 的 现 实 人 生

。

凡 此 种 种

,

促 成

艺 术 视 角 的 根 本 性 转 移

.

《 三 言 》 中
,

明 中 叶 以 后 的 作 品 大 部 分 取 材 于 现 实 平 凡 的 生 活

和 普 通 的 人 物

。

长 篇 小 说 领 域

,

《 金 瓶 梅 》 率 先 将 艺 术 视 线 从 宇 宙 洪 荒 的 历 史 资 料 和 怪

诞 恍 忽 的 神 魔 世 界 移 向 色 彩 斑 斓 的 社 会 现 实
.

小 说 的 创 作 思 维

,

一 改 远 距 离 观 瞻 的 定 势

,

转 向 近 距 离 审 视

。

这 种 历 史 性 变 化

,

缩 短 了 艺 术 与 生 活 的 距 离

,

使 小 说 创 作 更 加 贴 近 真

实 人 生

,

开 辟 了 新 的 审 美 领 域

,

具 有 拓 创 未 来 的 起 始 性 意 义

.

艺 术 视 角 的 转 移 带 来 了 创 作 方 法 的 变 化

:

从 理 想 主 义 到 写 实 主 义

.

既 然 远 距 离 观 照

是 为 寄 托 某 种 社 会 理 想 和 人 生 愿 望

,

而 这 种 理 想 和 愿 望 在 现 实 中 很 难 实 现

,

从 而 导 致 主

观 意 愿 历 史 化 一 一 装 饰 历 史

,

重 塑 历 史
一 一

历 史 真 实 理 想 化

.

而 从 现 实 出 发 的 近 距 离 观 照

,

则 导 出 写 实 主 义 的 创 作 方 法
一 一 市 民 阶 层 的 人 生 理 想

和 愿 望 多 易 在 现 实 中 满 足

,

无 须 求 助 于 某 种 寄 托 物

。

《 金 瓶 梅 》 最 突 出 地 运 用 了 这 种 方

法
,

它 真 实 描 写 了 一 个 新 兴 商 业 资 太 家 发 迹 变 泰

,

直 到 暴 亡 的 历 史 过 程

.

《金 瓶 梅 》 的

写 实 主 义 是 彻 底 的
,

甚 至 不 乏 大 量 自 然 主 义 描 写

.

郑 振 铎 先 生 曾 这 样 评 论 《 金 瓶 梅 》 :

“

她 不 是 一 部 传 奇

,

实 是 一 部 名 不 愧 实 的 最 合 于 现 代 意 义 的 小 说 ( 《 插 图 本 中 国 文 学

史 》 )它写的
“

乃 是 在 宋 元 话 本 里 曾 经 略 略 昙 花 一 现 的 真 实 的 民 间 社 会 的 日 常 的 故 事

. ”
·

《金瓶 梅 》 将 宋 元 话 本 `
lj 的传奇 成分完全呕 出

, “

是 一 部 纯 粹 写 实 主 义 的 小 说

. ”

将 写



,

无 疑 是 一 个 革 命 性 的 变 化

.

既 然 理 想 主 义 要 求 按 某 种 理 念 塑 造 人 物

,

写 实 主 义 从 生 活 出 发 孕 育 人 物

,

这 两 种 轨

迹 相 反 的 刻 画 方 式 造 成 艺 术 形 象 的 审 美 特 点 径 渭 分 明

.

诞 生 于 理 念 的 性 格 具 有
超 常 性

,

凝 固 性

,

单 一 性

;
而 从 生 活 中 产 生 的 性 格 则 具 有 平 凡 性

,

流 动 性 和 复 杂 性

.

历 史 演 义 小 说 和 神 魔 小 说 中 的 形 象

,

大 都 寄 寓 着 作 者 的 某 种 观 念 和 理 想

,

这 些 从 既

定 观 念 出 发 高 度 理 想 化 的 形 象 自 然 与 现 实 中 人 有 相 当 大 的 隔 膜

,

共 有 不 可 企 及
盼 超 常

性

,

而 异 化 为 神

.

典 范 莫 若 关 公

。

千 里 走 单 骑

,

降 汉 不 降 曹

,

秉 烛 达 旦

,

更 兼 捉 放 曹

,

均 非 常 人 可 比

;
既 然 作 家 寄 托 于 艺 术 形 象 的 意 愿 是 确 定 不 移 的

,

从 而 规 定 了 形 象 内 渝 的

凝 固 性 一 一 多 量 的 重 复 而 鲜 质 的 变 易

.

曹 操 从 小 就 诈

,

刘 备 自 幼 便 大

,

即 为 证 用
;
作 品

中 的 形 象 既 为 作 家 某 种 需 要 的 寄 托

,

因 此

,

他 不 可 能 在 同 一 形 象 中 寄 托 柑 互 矛 盾 的 愿 望

和 理 想

,

这 是 性 格 单 一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

诸 如 吕 布 勇

,

张 飞 猛

,

孔 明 智 绝

,

云 长 义 绝

,

所

以 赫 然 于 目

,

与 性 格 单 一 不 无 干 系

.

`

反 观 《 金 瓶 梅 》 由 于艺 术 视 角 的 转 移
,

作 者 不 再 虚 幻 理 想 化 的 明 主 能 辅

,

英 雄 义

士

,

神 魔 仙 降

,

而 是 着 力 于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商 贾 大 富

,

奸 夫 淫 妇

,

邦 闲 厮 养

”
一

这 些 人

物
,

不 是 来 自 于 作 者 的 理 念 世 界

,

而 是 源 于 活 生 生 的 现 实

,

并 融 合 了 作 家 本 人 的 生 活

.

经

历

。

因 此

,

他 们 同 生 活 一 样 真 实 可 信

.

官 裔 肠 集 于 一 身 的 西 门 庆

,

他 的 血 雇 的 变 泰

,

疯

狂 的 兽 欲

,

在 当 时 新 兴 的 有 产 者 中 司 空 见 惯

。

其 它 如 心 毒 手 黑

,

嗜 欲 如 命 的 潘 金 莲

,
趋

前 跑 后

,

碟 跳 垂 典 的 应 伯 爵

,

无 不 跃 跃 欲 动

,

似 曾 相 识

.

性 格 特 征 虽 关 天 赎

,

但 决 定 因 素 是 社 会 环 境

.

环 境 变 了

,

性 格 往 往 会 相 应 地 强 树 性

地 改 变

,

甚 至 出 现 质 的 飞 跃

。

《 金 瓶 梅 》 中 的 人 物
,

都 是 从 生 活 中 孕 育 的

,

许 多 形 象 体

现 了 这 一 生 活 逻 辑

。

件 若 李 瓶 儿

,

出 嫁 西 门
庆 前

,

尖 酸 刻 薄

,

淫 荡 成 性

,

殆 同 潘 金 莲

;
,

既 嫁
西 门

庆

,

却 八 面 玲 珑

,

忍 气 吞 声

,

博 取 上 下 次 心

。

一 前 一 后

,

判 若 两 人

.

变 化 根

由

,

即 在 于 处 境 的 徙 迁

。

初 嫁

,

她 不 满 于 跟 花 子 虚 做 夫 妻

,

并 以 此 弄 性

,

动 辄 破
口

,

且

私 通
于 西 r丁庆

;
再 嫁 蒋 竹 山

,

更 是

“

不 称 其 意

” ,

恶 垢 蒋 为 中 看 不 巾 吃 的 忘 八

。 .

后 适

西 门 庆

,

一 时 困 危 迭 出

,

更 有 毒 过 蛇 蝎 的 潘 金 莲 将 其 视 为 眼 中 钉

.

李 瓶 儿 自 知 不 敌

,

遂

顿 敛 为 性

,

转 而 左 右 逢 迎

,

忍 辱 求 安

.

势 使 然

.

就 其 现 实 性 上

,

人 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 总 和

。

社 会 关 系 本 身 错 综 复 杂

,

作 为 各 种 社 会

关 系 的 载 体

,

人 不 可 能 仅 受 积 极 影 响

,

也 不 会 只 受 消 极 作 用

.

因 此

,

人 本 身 充 满 了 难 以

穷 尽 的 内 涵

,

随 着 文 学 创 作 中 艺 术 视 角 的 转 移

,

现 实 主 义 的 深 化

,

《 金 瓶 梅 》 中 的 性 格

呈 现 出 斑 驳 陆 离 的 杂 色
。

西 门 庆 即 然

.

他 唯 利 是 图

,

不 择 手 段

;
有 时 却 又 相 当 慷 慨

.

他

的 邦 闲 兄 弟 常 时 节 上 无 片 瓦

,

衣 不 暖 体

。

西 门 庆 就 送 他 银 两 买 衣 服

,

办 家 活

,

出 钱 给 他 置

房 子

,

开 铺 子

,

维 持 生 计

。

连 作 者 都 称 他

“

仗 义 疏 财

,

救 少

、

贫 难

. ”

他 视 妇 女 为 玩 物

,

对 李 瓶 儿 却 又 情 深 意 笃

,

以 至 于 她 死 后

,

西 门 庆

“

在 房 里 跳 的 有 三 尺 高

,

大 放 声 号 哭 二

…
”

并 务 必 保 留 李 瓶 儿 的 卧 室 和 遗 物

.

作 者 并 未 因 西 门 庆 是

“

恶 之 花

”

就 溢 恶 抑 美

,

而

是 真 实 再 现 了 烂 泥 塘 中 的 点 滴 亮 色

.

典 型 孕 育 方 式 和 艺 术 形 象 审 美 特 点 的 发 展 变 化 是 当 时 艺 术 本 体 全 方 位 跃 动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此 外

,

小 说 的 情 节 结 构 艺 术 也 随 之 而 变

.

总 之

,

有 明 社 会 呈 现 出 的 种 种 新 气

象

,

昭 示 着

, 11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开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