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文学图志
下

杨 义主笔

中井政喜人壮
张中丧口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环衬插图〈天才茶话会〉

说明

这是一幅大型壁画，原作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报馆餐厅内，尺寸极大，画

中每个人物均有真人大小。 作者巴加里亚是西班牙本世纪著名的讽刺画家，画中的

人物，从古希腊、罗马直至近代，除少数是西班牙名人以外，大多数人在全世界享有广

泛的知名度 ， 其中尤以作家为多 。 因为是画在餐厅四壁，所以名人们大都在喝咖啡，

此而故名〈天才茶话会〉 。 画中的 55 号法国革命家丹东，曾被西班牙检查当局认为不

}，y 列入，加上 u x "号，喝令删去。

画中人物名单(1-27 见前环衬， 28-59 见后环衬) : 

1 作家狄更斯 21 、 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tt 矶 、 细菌发明家巴斯德

~ ， '"'班牙军人科尔特斯 22、作家歌德 4 1 、 西班牙诗人约翰·马拉加伊

3 艺术家米开朗基罗 23、作家雨果 42 、 西班牙物理学家塞维丢斯

4 . 生物学家达尔文 24 、政治家拿蔽仑 43 、 作家王尔德

5 哲学家斯宾塞 25 、 西班牙政治家普利姆 44 、 科学家伽利略

6 、 西班牙小说家加尔多斯 26 、 寓言作家伊索 45 、 作家莎士比亚

7 、 西班牙诗人克维多 27 、 西班牙政治家比·伊·马加伊 46、 诗人魏尔仑

8 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 47 、 罗马皇帝凯撇

9 、 西班牙诗人受里克 28 、 音乐家瓦格纳 48 、 埃及女皇克3日j奥帕类

1 '] 政治家马基雅维里 29 、作家塞万提斯 的、西班牙戏剧家维加

11 哲学家叔本华 30 、 画家戈雅 50 、 诗人拉马丁

12 哲学家尼采 31 、 作家易卡生 51 、 法国科学家帕斯卡

I3 、 作家托尔斯泰 32 、 西班牙作家拉腊 52 、 哲学家苏格拉底

14 、 思想家伏尔泰 33 、 墨西哥诗人克鲁斯 53 、 诗人但丁

15 哲学家康德 34 、 来详 54 、 来详

15 音乐家贝多芬 35 、 西班牙宗教家格拉那达 55 、 革命家丹东

17 思想家卢梭 36 、 意大利志士加里波的 56 、 西班牙诗人卡尔德隆

18 画家埃尔格列科 37 、 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 57 、 诗人波德莱尔

19 . 作家莫里衷 38 、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 58 、 作家戈蒂耶

20、航海家达 · 伽马 39、西班牙国王阿尔丰沙 59 、 作家巴尔扎克

(取自三十年代〈文艺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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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月干Ij}到〈文化批判〉

(1)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

(~J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26 年 5 月 16 日〉的封面画，

出吉周全平事业上的好伙伴、上海美专学生叶灵凤的手笔。

如前所述，创造社出版部于 1926 年 3 月成立。第一期的同

人再度聚集在一起，蒋光慈与从法雷回来的王强清也加入进来，

于 1926 年 3 月 16 日创刊了自郁达夫执编的〈创造月刊〉。第一

卷第三摆上刊出郭沫若的重要诠文〈革命与文学)，从中可棋觅

出他的文艺观的变迁。

郭沫若在〈强鸿〉里说在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艺是

生活的反映"。那么，对吉己从前的浪漫主义观点一一文艺吕然

在反映论的革畴之中，但应极重视自我的表珉，他是怎样重新认

识的呢?

在〈文学的本质)(1925 年 7 月 8 日〉里，郭沫若说，基于原

始的雏形诗与幼儿园感动便脱口商出的语言方式..文学的本E竟

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文学曹先是直抒情绪的诗(时间的艺

术〉。与此相对，小说戏黯等则是构成情绪的素材的再现(空间

的艺术〉。这一再现的工作，须对构成情绪的素材如以分析，而

后进行渗透主观意志的综合，使之能够联结并再现原本的情绪。

所以，这二者〈诗与小说、戏黯等〉在表现情绪的世界这一点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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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是相同的。其不同点只是在方法上，二者的产生有先后之黯。

也就是说，一切两摄相对的主观说("自我的表现")和客观说〈自

然的摹仿)、唯美说和功利说，就文学的本质而言具有共同性，作

为方法上的不再表现可以并立。这样，郭沫若就在反映论的范

畴内，将浪攫主义(重自我表现)与现实主义〈重客观性的精确〉

统一起来。

这时，郭沫若着手翻译〈约翰沁孤戏剧集)(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2 月)与戈斯华士的〈争斗)(离务邱书馆.1926 年 6 月)，

开始走上理解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

1926 年，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1926 年 4 月 13 日〈缸造

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与〈文艺家的觉悟)(1926 年 3 月 2 吕〈洪

水〉第二卷第十六期)中，主张"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在

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这里，我们想提

及这离篇文章中值得注意能三点。

第一、"在现代社会没有什么个笆，没有什么自由好讲，讲什

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 u.我

们只得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去为大众的个性和自由请

命了。"((文艺家韵觉悟))郭沫若不是对自己从前作为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个娃"、"自由"如以理论上的总结与批判性地继

承，而毋宁说是要对此视若不见。他翻舍、无视向来的"个性"、

"自由"所具有的进步性革命性，而选择了王如前引文字所说的

以自我牺牲去为中国的变革为大众直接做出贡献的道路。正因

此故，他才于 1926 年 7 月投身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身

担要职，英勇奋斗;同时也起碍了他的文艺理论内在自律性的发

展。

第二、试想一下〈革命与文学〉对于滚漫主义的否定方式，就

可议品出其中含有中国现状所规定的对过去文学的否定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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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对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身的"个性"、"自串"的否定意味。

这未必就是捏批判"重视自我表现"(琅攫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作

为主要内容。所以，郭沫若开始步入理解拉判现实主义的道路，

可以解释为伴随着从液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重点的转移，他也

想尝试一下自身潜力扩大性的发散与飞跃。可是，在这一过程

中，郭沫若想要全然否定、寄自舍以往自己的"个性"因此，也出现

了艺术上尝试的错误与失散。

第三、郭沫若提出了"革命文学= F(时代精神)"((革命与

文学》的公式。也无视文艺固有课题的发展与新旧文学之间的

批判性继承，把文艺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截然分开。再旦他

提示出为其时代的特殊状况〈时代精神〉所规定的文学{革命文

学)的应有状态，部革命文学大致全哥地否定、翻舍前代文学，受

其时代特殊状况〈时代精神、革命}的制约(这与他否定自身作为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性""自由"商为大众的"个性"'"自

由"去奋斗恰为矛盾的正反两面)。

郭沫若关于革命文学的这种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

(2) 摸索和放弃踉鲁迅的合作

1927 年 4 月 12 日，型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反共政变，盟共统一战线遭到破坏。 8 月，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

义〈其时，由周惹来、李→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失败后避往

山中，而后从广东神泉入香港， 11 月潜入上海。 4 月 15 8 广州

一开始"清共"鲁迅便辞去中山大学教职，过了不久，即于同年

10 另到达上海。

在南京政蔚的高崖政治之下，许多文学工作者聚集到仅富

有一点自由的文艺活动余地的上海租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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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1926 年 7 月〈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5 期关良作的插围

〈听歌〉所表现的那样，平静地沉潜于内心己不可能，在反动化的

中国情势下，人们必须重新沉思、摸索自己的生路、中国的变革

之路。

这时的郭沫若、郑拮奇等，摸索着创造桂、语丝桂的合作之

路，以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医民党。郑侣奇、蒋光慈等于 11

月 9 a 、 19 日访问鲁迅。他们得到鲁迅的慨允，扳复刊〈创造题
报}，作为同鲁迅合作曲阵地。 12 另 3 日〈时事新援〉刊出《创

造周报〉优待定户〉启事，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等到名

为特约撰述人。

反过来翠一下，当对郭沫若为什么不是根据自己的〈革命与

文学} (1926 年 4 月 13 日〉等文章的观点去倡导"革命文学"(无

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是寻求同进步作家结成联合战线呢?

第一、从文艺理论菇畴的创作方法来说，郭沫若自 1925 年

以后开始步入理解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文学的本质}， 1925

年 7 月〉。二十年代鲁迅的文学，正是对于旧社会予以批判和暴

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便与 1927 年末的郭沫若有了合作的

共同点。

第二、窍如何总结国民革命的挫折的方法相关。关于国民

革命的急速发展与其挫折，郭沫若指出了国民革命内部质量的

充实未能跟上的接点《英雄树)， 1928 年 1 月〉。譬如:虽说取

得了讨伐军阀的军事上的节节胜科，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力量对

比的关系，左握不得不对右深妥协，对引导发动起来的工农走向

胜利做得不够"北伐途次})。另外，对于被当作革命主体力量

的工农的实际状态，郭沫若也有所考虑。他在〈水平线下〉文中，

把当时忍从悲惨境遇的员众称为"猪之猪"。事昌起义失败后，

他不得不逃往山中，那时，他在意识到革命者的力量还不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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