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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典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合综特性

无论从知识考古学还是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看问题
,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都可

以而且应该看作知识综合的产物
。

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总体来说
,

恰如恩格斯所说的决不是
“

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
” ①

,

或者如列宁所说的
“

是因

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
,

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

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 ②

,

再者如毛泽东所说的
“

马克思主义

的三个组成部分
,

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
,

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
、

英国的古典经

济学
、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

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 ③

,

概而言之一句

话
,

这一知识总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知识综合性
。

具体到原典马克思主义文

艺学而言
,

它同样是从古希腊以来各种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实践中汲取知识营养

而得以完成
。

广泛的文本涉猎和一系列文艺基本语词的历史性采集
,

使马克思
、

恩

格斯处在批判现实主义充分言说和社会主义文艺立场初设的特定时空情境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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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陈述其文艺观点
。

所以
,

当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反思位置
,

充分认识和准确

把握住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综合性
,

就既是对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

识体系的科学还原
,

也是对我们在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种知识学意

义上的深刻启迪
。

在我们看来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综合性
,

基本上体现

在如下三个方面
:

(一 ) 文艺学的跨知识类型综合
,

(二 ) 文艺学的边界内知识综

合
,

(三 ) 文艺学的时代问题域综合
。

文艺学的跨知识类型综合使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性获得了广阔而坚

实的背景支撑
。

文艺学在任何时候都是知识语境的一个较小的部分
,

就其学科独立性而言理

所当然地有其自衍知识系统
,

但它同时又必然普遍地与知识场内的各种知识系统

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亲缘性
,

并由此形成各种不同的知识边际关系
。

这些边际关系

从不同的角度或以不同的力度
,

给文艺学以影响
、

传播
、

沟通以及给予知识缘起的

因果力量翰人
。

正因为如此
,

文艺学才不是自言性或孤立存在方式的封闭知识系

统
,

而是整个知识语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对知识存在性而言不过是偶然方式
,

所以文艺学所追求的独特言说与知识场的普遍言说状况
,

实际上就构成知识整体

与知识部分或者说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矛盾结构
,

这一矛盾结构就是文艺学在知识

场中的知识动力学运动方式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

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

实验的结果
,

证明了
:
所有的两极对立

,

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 ;这

两极的分离和对立
,

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
,

反过来说
,

它们的

相互联系
,

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
,

它们的相互依存
,

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

对立之中
” ①

,

并且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

地进一步推延至历史和社会
,

认为
“

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

的
。

但是
,

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
,

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

的规律支配的
,

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 ② ,

所以也就不妨将其更进一步地

推延至知识学
,

则作为人类思想事件的文艺学同样是整个人类知识学领域的偶然

性并且被一般知识状况的必然性支配着
。

在经济学知识领域的跋涉中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增长首先表现为

对文艺主体性的确证
,

即所谓
“

另一方面
,

即从主体方面来看
:
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

的音乐感 ;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
,

最美丽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

音乐对它说来不

是对象
,

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
,

从而
,

它只能像我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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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典马克思主义艺文学的知识综合特性

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
,

因为对我说来任何

一个对象的意义 (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 )都以我的感觉所

能感知的程度为限
” ①。

其二表现为对文艺在私有制市场化背景下的生产性和消

费性给予指明
,

即所谓
“

私有财产的运动— 生产和消费— 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

动的感性表现
,

也就是说
,

是人的实现或现实
。

宗教
、

家庭
、

国家法
、

道德
、

科学
、

艺

术等等
,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
。

因此
,

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
,

作为人

的生活的确立
,

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

从而是人从宗教
、

家庭和国家等等向自

己的合乎人的本性的存在亦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 ② 。

其三表现为对文艺繁荣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
“

平衡不平衡规律
”

的揭示
,

即所谓
“

关于艺术
,

大家知道
,

它的一定

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

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

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

例如
,

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

比……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
,

那末
,

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
,

就不足为奇了
” ③。

其四表

现为在世界市场形成的格局态势下对
“

世界文学
”

的预测性判断
,

即所谓
“

古老的民

族工业被消灭了
,

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
,

新的工业的

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枚关的问题 ;这些工业所加工的
,

已经不是本地

的原料
,

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

而且同时

供世界各地消费
。

旧的
、

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
,

被新的
、

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

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

自守状态
,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

物质的

生产是如此
,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

民族的

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

世界的文学
’ ,

④。

在政治学知识领域的斗争中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增长首先凝聚在

阶级社会的艺术分工论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艺术分工消亡论
,

即所谓
“

由于分工
,

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
,

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

即使在一

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
,

但是这决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

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
,

因此
, `

人的
’

和
`

惟一者的
’

劳动的区别在这里也毫无意义

了
。

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
,

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

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
,

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
,

仅仅当一个画家
、

雕

刻家等等
,

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

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
,

也会消失掉
。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

没有单纯的画家
,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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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
” ①。

其二凝聚在无产阶级文艺论

或社会主义文艺论
,

即称誉维尔特时的所谓
“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

要的诗人
。

的确
,

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
,

在独创性
、

俏皮方面
,

尤其在火一

般的热情方面
,

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
。

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
,

但仅仅

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
、

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
” ②。

其三凝聚在
“

倾向论
”

与
“

反工具论
”

辩论统一的文艺利益观中
,

即所谓
“

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
。

悲剧

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

但丁和塞万提斯

也不逊色 ;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

的戏剧
。

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娜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
。

可是我

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

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

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

者
” ③ 。

在人类学知识领域的进人中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增长首先归纳出

文艺的社会性
,

即以妇女为案例的所谓
“

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
,

因为它必定是

白色或黑色
、

黄色
、

棕色或红色的
,

— 因此
,

她不会有人类的皮肤
。

妇女的头发是

历史的发展— 是卷的或波纹的
、

弯的或直的 ;是黑色
、

红黄色或淡黄色的
。

因此
,

她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头发
。

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起

统统去掉
, `

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原来的妇女
’

还剩下什么东西呢 ? 干脆地说
,

这就是

雌的类人猿
。

那就让巴尔先生把这个
`

容易感触到和看清楚的
’

的雌类人猿
,

连同

其一切
`

自然本能
’

抱进自己的被窝里去吧
” ④ 。

其二归纳出文艺起源的劳动说
,

即

所谓
“

不仅在每个个别人那里
,

而且在社会中
,

由于手
、

发音器官和脑的共同作用
,

人才变得有能力从事愈来愈复杂的操作
,

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
。

经过一代

又一代劳动本身
,

变得更加不同
、

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
。

在打猎和畜牧之际
,

又有了农业
,

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织
、

织布
、

陶器制造
、

航海
。

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
,

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 ;从部落中产生了民族和国家
” ⑤ 。

其三归纳出文艺的民族

精神个体性及其整合的可能
,

即所谓
“

小说就是这两种婚姻方式的最好的镜子
:

法

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
,

德国的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
。

在两种场合
, `

他

都有所得
’

;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
,

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
。

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
,

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
。

因此
,

法国资产者害怕德

国小说的枯燥
,

正如德国的庸人害怕法国小说的
`

不道德
’

一样
。

可是
,

最近
,

自从
`

柏林成为世界都市
’

以来
,

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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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杂婚和通奸了
” ①。

当然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的语言陈述淹没在卷峡浩繁的大量原典著

作中
,

就其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而言
,

于知识场内发生纷繁的知识边界关系也

是理所当然
,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可能梳理完毕所有的知识边界事实和知识增

长事实
,

已然呈示的叙述文字则不过是例举之为以证明某种观点的可靠性而已
。

O产/内、à /

论旅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缘合特性

文艺学的边界内知识综合使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框架得以饱满和充

实
。

尽管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要著作家马克思和恩格
.

斯并非职业文艺学

家
,

但是令职业文艺学家们感到惊讶的是
,

他们对世界各民族文艺史和文艺学史的

洞察之精深以及他们对整个西方文艺的修养之深厚
,

往往令职业文艺学家也自愧

弗如
,

由此确立了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整个文艺学知识语境里的充分出场地

位
。

在海因里希
·

格姆科夫等七位学者联合撰写的《马克思传》里
,

叙述说
“

卡尔
·

马

克思以巨大的热忱从事学习
。

他打算选修九门课程
,

其中大多是法学课程
,

但也有

文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课程
,

以致父亲写信给他说
: `

九门大学课程在我看来是有

点过多了
,

我不希望你选修超出自己体力和精神所能承担的课程
。

当然
,

如果你对

此不感到如何困难
,

倒也未尝不可
。

须知光阴短促
,

知识无涯
” ②

。

而在他们撰写

的《恩格斯传》里除了记叙
“

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不仅非常喜爱诗
,

而且还有明显的

诗才
。

他深人研究进步的反封建作品
,

并且还试着从事文学创作
。

他满怀喜悦地

写信告诉在巴门的朋友格雷培兄弟说
,

他正在
`

练习搞… …文学创作
’ ,

他的这些作

品在爱北斐特和巴门是谁也不敢出版的 ;
`

完全自由的思想… …简直好极了 ” ,

③ 。

还特地写下一段渲染文字称
“

恩格斯花很多时间参加音乐活动
。

他参观歌咏专门

学校
,

上歌剧院
,

观看莫扎特作品的演出
,

特别欣赏莫扎特的歌剧《魔笛》
。

不过他

还是最喜爱贝多芬
,

他能以永不厌倦的热情去倾听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交响乐—
特别是第二交响乐和第五交响乐

。

他对贝多芬的音乐简直是着了迷
” ④ 。

这意味

着马克思
、

恩格斯对于文艺的知识进人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
,

所以国内有著作称
“

他们研究论述了世界文学中的主要文艺思潮
、

文艺运动和众多的文艺流派
,

几乎

涉及神话
、

史诗
、

诗歌
、

小说
、

戏剧
、

绘画
、

音乐
、

雕塑等全部艺术样式
” ⑤。

虽然我们

还无法对此进行统计学的精密确证
,

但至此就足以使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整

个文艺学知识场里能够进行大范围的边界内知识综合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1 卷
,

84 页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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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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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的成果之一是神话理论领域里
“

想像
”

本质定位以及这一定位的一系

列相关知识覆盖
,

即所谓
“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
,

支配自

然力
,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因而
,

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
,

神话也就消失

了
” ①。

而这一定位之所以获得知识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支撑
,

是因为马克思
、

恩格

斯对古希腊
、

古罗马
、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中的
“

神的神话
”

和
“

英雄的神话
”

两大叙事

系列非常熟悉
,

其熟悉的程度一直到他们可以在政治叙事
、

经济叙事
、

文化叙事或

军事叙事中随意性地使用神话符号来给以隐喻或指代
,

例如政治叙事中的
“

虽然他

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
,

但他只

要往镜中一望
,

— 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态度和人 的自负心

理
。

… …他只是没有发觉自己身上的一件东西— 迈达斯的耳朵
” ②

,

经济叙事中

的
“

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

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
,

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

牢
” ③ ,

文化叙事中的
“

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
,

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
`

更显赫
’

的神
,

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
” ④

,

军事叙事中的
“

在荷马的诗篇中
,

还把

胞族看作军事单位
,

在那著名的一段中
,

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
:
要按照部落和

胞族来编制军队
,

以便胞族可以帮助胞族
,

部落可以帮助部落
” ⑤。

这种综合的成果之二是对
“

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
”

的文艺价值标准的学理总

结
,

即所谓
“

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
,

以非常高的
、

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

品的
,

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

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

的最好证明
” ⑥。

其中既包括
“

这样
,

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
,

而我认为
,

你的最大

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 ,

⑦这一直接意见中对文

艺特性的敏锐认识
,

同时也包括
“

格律恩克生的辩解
,

他对歌德的每一句庸俗的言

语所嘟嘟咬嚷地说出来的感激不尽的话
,

这才是被侮辱的历史所能给予最伟大的

德国诗人的最残酷的报复
” ⑧这一反讽表态中对文艺与人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提醒

,

或许还包括
“

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
,

我难得读到这类的作品
,

而且我几年

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
,

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
、

明确的意见
。

没有价值的

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
。

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
,

例如

萨克雷的小说
,

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
,

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

我的这样的兴趣
” ⑨ 这一阅读情境中对期待视野困境的情绪流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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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的成果之三是对 19 世纪文学主潮以及这一主潮对亚里士多德传统

继承的现实主义的总结
,

那就是
“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
,

那就是
,

您的小说也

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话
。

据我看来
,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
,

除细节的真实外
,

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您的人物
,

就他们本身而言
,

是够典型

的 ;但是围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
,

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 ①。

这

种意义总结一方面表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文艺现象的当前关注
,

即看到了
“

作者的见解愈隐蔽
,

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

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

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 ② ;另一方面则表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文艺学的历史

积淀
,

例如对于黑格尔典型观的继承
,

即所谓
“

… …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
,

我认

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 ;每个人都是典型
,

但同时又

是一定的单个人
,

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
,

是一个
`

这个
’ ,

而且应当是如此
” ③ 。

总之

西方文艺史自古希腊神话以来以及西方文艺学说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

构成原典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完整知识背景和边界内遍扫视界的进人语境
,

马克思
、

恩格斯

正是在这一知识背景和遍扫视界的基础上
,

不断地进行文艺学知识综合并且转化

为对当前文艺事态的学理参照
,

从而才有一系列独创性的知识命题或新知叙事成

为可能以及使这些可能获得文艺学的普遍知识支撑
。

一切专业知识进展都必然发

生在专业积累和综合的知识前提下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然也必须符合这一

知识生成规律
。

四

141/
论
盆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缘鑫
性

文艺学的时代问题域综合使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获得了知识价值意义上的

时代精神先锋性
。

如果我们对知识状况作切面分析就不难看出
,

由知识状况显示的时代精神风

貌其实是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问题域引起的
,

这些大大小小
、

或轻或重的问题使知

识卷人并在这种卷人中形成所在切面的知识兴奋点和知识突破点
,

自然科学是如

此
,

社会科学亦同样是如此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处的 19 世纪知识语境当然

十分复杂
,

马克思
、

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几乎应对和把握了那

时的所有主要问题
,

并且每一个间题都缠绕着非常复杂的知识立场
。

例如
,

在知识

与实在关系问题上
,

既可以读到福格特的
“

任何其思维稍有连贯性的自然科学家都

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即心理活动这个词的所有能力
,

都不过是大脑实体的功能
,

或者
,

用粗俗一些的方式来说
,

思维同大脑的关系
,

就如同胆汁和肝脏的关系或尿

①② 《马充思恩格斯选集》
,

第 4 卷
,

46 1
、

肠2 页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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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马克忍恩格斯选集》
.

第 36 卷
,

第 384 页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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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

1975
。



液同肾脏的关系
” ④ ,

还可能读到斯宾塞的
“

我们所信奉的唯物主义是这样的立场
,

它仅仅确认与主观存在相分离
、

相独立的客观存在
。

但它既未确认这种客观存在

的任何样式实际上就是它看上去所是的
,

也未确认它的种种样式之间的关系客观

上就是它们看上去所是的
” ⑤

,

或者会读到赫尔姆霍茨的
“

我们的感觉向我们报告

激发起这感觉的外部影响的特点
,

就此而言
,

它可以算作这些外部影响的一个符

号
,

而不是一个映象
。

一个映象
,

必须与它所反映的东西有某种相似性—
… …然

而
,

一个信号不必与它所代表的东西有任何相似性
。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仅限于这

个事实
:

在相似的情况下施予影响的相似的对象造成相似的信号
,

因而不同的信号

永远对应于不同的影响
” ⑥ ,

更必然会读到马赫的
“

无条件的恒久性的东西
,

我们称

之为实体
。

如果我把目光转向一个物体
,

我就会看见它
。

我能不触它而看见它
。

我能不看它而触它
。

这样
,

虽然复合体的要素的出现是有条件的
,

但是
,

要想特别

重视和注意这些条件
,

我却有力量支配它们
” ⑦。

这样
,

阅读视界之内就赫然显示

出一系列的哲人名称如福格特
、

斯宾塞
、

赫尔姆霍茨以及马赫等
,

而且也显示出
“

实

在
” 、 “

可知
” 、 “

不可知
” 、 “

自在之物
” 、 “

感觉要素
”

这样一些意味深长的关键词
,

由此

而形成所在时代的一道
“

知识一实在
”

关系的学术风景线
,

而对于整个 19 世纪来

说
,

这样的风景线或者说问题所在又何止于此
。

文艺学不得不置身于 19 世纪的问题域境
,

这中间既包括整个知识学在场情况

的诸多问题
,

也包括文艺学自身的在场情况以及其所面临的边界内问题关注
。

很

长时期以来
,

人们习惯于把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指令为一种

创作方法
。

这不仅使其命题语义的精确性往往受到
“

模糊
”

质疑
,

而且也容易使其

与各艺术门类的不同创作手法混淆
。

根源在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现实主义

文艺观是一种文艺形态学的命名方式
,

这种命名仿佛史达尔夫人关于
“

北方文学
”

和
“

南方文学
”

的语义指涉方式
,

即所谓
“

我觉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存在着
,

一

种来自南方
,

一种源出北方 ;前者以荷马为鼻祖
,

后者以获相为渊源
。

希腊人
、

拉丁

人
、

意大利人
、

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

型
。

英国作品
、

德国作品
、

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人由苏格兰行吟诗人
、

冰

岛寓言和斯坎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
” ⑧ 。

其不同之处只存在于现实主义

文艺观的命名方式更多地从认识的逻辑角度考虑问题
,

而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

命名方式则更多地从认识的历史角度考虑问题而已
。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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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曰/1/ 4论原典马竞思主义艺文学知的识特缘合性

以在席勒命名之后以及在法国的现实主义文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代表一种知识立

场对这一问题给予较为系统的释义
,

在我们看来是由三种问题境况的直接遭遇所

引起的
,

那就是 A
.

知识一实在关系的哲学纠缠氛围
,

B
.

世纪中叶兴起的强烈社会

批判倾向的文艺浪潮
,

C
.

自然主义文艺方式的当前提问
。

就知识一实在关系的哲学纠缠氛围而言
,

作为那个时代的显学话题不仅漫卷

整个哲学
,

而且也程度不同地波及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

唯物主义各流派内

的认识论之争
,

例如毕希纳
、

福格特
、

摩莱肖特等自然主义哲学家
,

承认在知识之外

存在着不依赖于知识的实在
,

并且拥有其对知识的优先地位
,

另一些自然哲学家如

斯宾塞和赫青黎等
,

则坚持
“

变形实在论
”

和不能无限超越事实领域的
“

不可知论 ,’;

唯心主义各流派内部的认识论之争
,

例如赫尔姆霍茨与朗格在
“

感觉
”

持论中却又

不否认
“

自存之物
”

的实在存在性
,

而穆勒和马赫的
“

感觉
”

则已成为认识的主宰力

量
,

并且认为把我们的知识看作外部实在的知识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唯物主义各流

派和唯心主义各流派之间的知识抗争性则更加不言而喻
。

这种纠缠氛围饱含着一

系列的对抗性
、

拒斥性
、

交叉性
、

叠合性
、

兼容性乃至互阐性
,

所以是世纪性的复杂

而又充满学术活力的哲学知识场
,

而马克思恩格斯就置身这一知识事态中
,

并在充

分地运用知识经验增长方式
、

知识猜想增长方式
、

知识批判增长方式和知识综合增

长方式的基础上
,

原创性地构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知

识体系
。

苏联学者巴克拉捷描述这一事态时说
: “

184 8 年革命后
,

意识形态的局

势
,

特别是哲学方面的局势
,

已经十分清楚地确定下来了
:
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思

想体系
,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另一方面是其他一切哲学流派
,

它们相

互之间往往是不和睦的
,

但所有它们都是或明目张胆地或隐蔽地反对马克思主

义
。 ” ① 这种描述的合理性在于其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自 19 世纪诞生以来与

资产阶级的政治对抗性
,

而其误区则在于以一种
“

苏联模式
”

的机械特征和简单化

姿态来对待哲学知识层面的复杂学理问题
。

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哲学知识事态中

并非排斥一切非
“

马
”

姓的知识
,

或者与整个知识在场构成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
,

而

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立场阐发中确立起一种新的哲学原

则和知识维度
,

也正是在原则和维度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其现实倾向
,

并且这

一倾向也渗透进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

这是现实主义文艺形态学说产生的哲学

知识背景
。

就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文艺思潮而言
,

单是勃兰兑斯的一段话就可以给我们

产生事态清晰的感觉
,

那就是
“

在现代
,

文学的生长
,

是以它所提供的问题而决定

的
。

… …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
,

就会逐渐丧失它的一切意义
。

产生这样文学的

国家
,

也许长期地盲目地相信世界上一切的幸福会从自己的地方产生出来
,

可是他

① K
.

C
.

巴克拉捷
:《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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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纪 亮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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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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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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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期待
,

最终非归于失望不可
。

这样的国家
,

绝不能成为发展和进步的领导

者
” ① 。

而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

则集中地体现为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突
。

尤其是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
,

冲突所引起的社会心理
、

社会秩序
、

道德法则以及 日

常情绪等无数方面的强烈效果远远超过了冲突本身
,

这就为文学艺术对社会和人

生的介人提供了大量生动而鲜活的表现素材和再现基础
,

所以巴尔扎克在叙述他

的《人间喜剧》时也不无感叹地说 : “
… …在这六个部分里罗列着构成这个社会的通

史的全部
`

风俗研究
’ ,

我们的祖先也许会说
,

这是这个社会全部事实和功业的集

成
。 ” ② 如果说巴尔扎克的所谓

“

社会全部事实
”

还因其
“

风俗性
”

而明显地还只是

冲突问题的暗示和间接隐喻性批判的话
,

那么一大批英国作家如狄更斯
、

萨克雷以

及勃朗特姐妹们就更把社会批判的笔触指向
“

社会全部事实
”

的
“

冲突性
” ,

尤其是

狄更斯
,

从一开始就以冲突性写作状态来
“

指出严酷的真实
,

甚至是在描写小说中

如此盛赞的人物时
,

都是如此
,

心
。

当然这一浪潮也全面奔突于其他文艺类型如美

术或俗称文学特殊样式的戏剧之中
,

由此我们可以读到库尔贝《写实主义宜言》中
“

我既不想幕仿也不想抄袭它们 ;进一步说
,

我没必要去追求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毫

无价值的目标
” ④ ,

而且可以在那时的舞台上寻找到易 卜生的系列
“

社会问题剧
”

如

(社会栋梁 ) ( l幻7 )
、

(玩偶之家》( 1879 )
、

《群鬼) ( 188 1 )
、

(人民公敌》 ( 1882 )等
。

所以

说 19 世纪中期以后的社会批判思潮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席卷于欧洲大陆
,

这

一事态本身就对涉身其中的马克思
、

恩格斯造成了最大的文艺情境
,

而且这无疑是

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现实主义文艺观的背景激活力量
。

就自然主义文艺方式的当前提问而言
,

那就是在社会批判紧张激烈的法国突

然生长出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
,

主张
“

自然主义意味着回到自然
,

科学

家决定从物体和现象出发
,

以实验为工作的基础
,

通过分析进行工作
,

这时候他们

的手法便意味着自然主义
。

… …因此作家们只需从基础上把握结构
,

尽量提供有

关人的文献并在逻辑的秩序中呈现它们
” ⑤ 。

这意味着只承认人的自然关系而否

认人的社会关系或者本质上
“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的存在定位
,

此一创作理念一

旦全面进人文艺实践
,

必然会有极为严重的反社会性
、

反想像性
、

反审美性以及反

意义性的文本
、

展本或演本的负面效果
,

所以它实质上是在文艺学史上再一次尖锐

地提问着人类
“

艺术地把握世界
”

方式的路向和可能性程度
,

因而原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麦共学
研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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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旅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的识缘合特性

文艺学作为所在文艺学知识情境中的一种立场
,

就有必要而且有能力从文艺学知

识背景本身解读这一提问并努力对文艺实践施以积极的影响
。

并不是说自然主义

的自然意识就彻底偏离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对人与自然关系关注的传统延伸方向
,

或者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所有自然主义文艺观的知识陈述都是伪述或者都没有

哪怕一点点局部的道理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在知识的第一个层面上甚至与原典马克

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背景有其一致性的地方
。

恩格斯所说的
“

但是
,

不平等应当在

于一个是人性的人
,

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
。

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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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

在于

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 ①

,

或者马克思所说的
“

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
`

人
’

成

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
`

作为人的人
’

的需要成为【自然的
、

感性的〕需要所作的准

备
。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
,

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

实的部分
。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

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

人的科学
:

这将是一门科学
” ②

,

在知识学的第一层面上也就是关注
“

吃
、

穿
、

住
、

用
”

这些
“

最直接的现实
”

的优先性方面
,

与自然主义的某一点和西方知识学的自然传

统部分毫无疑问有其叠合性
。

但问题是生存现实或者更进一步的存在本质并非停

步在这一物质性以及自然性的阶段
,

所以知识学必须面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更为

复杂的社会和人生这二而一的对象事实
,

于是文艺学也就得与整个知识场一道充

分地认识到
“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

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
,

而且是只有在

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 ③。

作为庸俗唯物主义之一种具体体现形式的自然主义

创作理念
,

在所在时代的语境中从一个角度构成对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意义

紧张
。

而且关键是它一旦演绎为一种流传广泛的稳定文艺类型就会构成对文艺学

和文艺学史的普遍紧张
,

所以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这样的事态下证伪性地提

出现实主义文艺类型间题并一定程度上给予释义
,

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批评卡尔
·

格律恩从
“

人
”

的观点论歌德的解释歧途
,

或者仅仅在于批评玛
·

哈克奈斯带有自然

主义意识地在《城市姑娘》里
,

把工人阶级描写成
“

不能自助
,

甚至没有表现出 (作

出 )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
”

的消极群众的形象④
,

以及在指出巴尔扎克
“

比过去
、

现

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
’ ,

⑤的叙述中
,

而更是在文艺学知识场中坚持一

种知识正义感和人类文化主流立场
。

总而言之
,

尽管
“

现实主义
”

作为命名或作为

文艺现象都早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释义和讨论
,

但这并不影响后者在现实

主义文艺学说中的解释原创性
,

原因就在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正是在广阔的

现实主义文艺背景中寻找这一问题的脉络和联系
,

在一种复杂的问题域中凸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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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知识意义和知识价值
,

从而代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全部文艺学说中

的这一知识点实现了有效的知识增长
,

并且显然是知识综合的力量结果
。 ,

当然我

们更应该看到
,

在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像现实主义问题这样的知识综合个案

还丰富地存在着
,

它们与其他知识方式产生的文艺学思想起共同构筑起原典马克

思主义文艺学的整体知识框架
。

《作者单位 :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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