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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 /虚无化 0和文明的 /非理性 0
*

) ) )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论之一

t  杨经建  董外平

  内容提要  存在主义文学实际上是 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 (现

象 ) ,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 所谓边缘性是由其 /非理性的僭妄 0所致。 /非理性的僭

妄 0源于存在主义的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 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对主流文学 /现代性0叙事

原则 ) ) ) 历史进化说和社会进步论的持疑和质询。从世纪初鲁迅的 5野草 6到世纪末的新历
史主义小说,历史的 /虚无化 0和文明的 /非理性 0成为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

立场。这种不合 /时0宜性使其只能处于边缘性地位,同时也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学  存在主义  非理性的僭妄  边缘性
作者杨经建,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文学博士; (长沙  410081)  董外

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级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已逐渐

被学界所认知,
¹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存在主义

实际上是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 (现

象 )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探询。
º
完全可以说,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 /世界性 0趋势必然导致作为现

代西方文化之显学的存在主义成为中国文化、文

学的 /新 0的价值生成点。另一方面,当存在主义

从西方语境中被抽取出来放置于中国的 /现代
性 0语境后, 已实现了在对本土既有的话语资源

整合基础上的东方化重构。问题也许在于, 由于

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始终处于一种边缘

性状态,以至于人们忽视了其作为一种世纪性文

学现象的存在。在此, 所谓边缘性在其本质上是

由其 /非理性的僭妄0所致, /非理性的僭妄 0正是

以下论述的话语前提。

  

一、历史的 /虚无 0和文明的
/异化 0是存在主义的思想特质

  如所周知, 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是存在主义

的思想特质,它集中体现在存在主义对人被传统

理性精神或现代文明所 /异化0的否定和批判上。

尼采的 /重估一切价值 0, 是 /因为我们对现代性

已无可奈何0»
, 所以转而对 /理性 0和 /文明 0的

怀疑和批判。这也决定了尼采哲学 (美学 )必然

以怀疑主义为起点, 又以批判精神为终点,以实现

生命本体存在的重建。根据哈贝马斯的解读, 尼

采的酒神既是艺术家又是哲学家,这使尼采对现

代文明的批判分化为两条潜在的路线: 艺术批判

通过怀疑主义的重估从而生成反形而上学的历史

科学,后来由巴塔耶、拉康和福柯所追随; 而哲学

的批判试图从哲学内部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

  *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规划项目 /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0 (批准号: 09Y JA7510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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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海德格尔所继承的路线。
¼
海德格尔的5存在

与时间6则从个体的人出发把异化理解成人的生存
的普遍形式, 并着眼于 /自己与他人0的共在关

系 ) ) ) 从他人对自己的异化角度谈人的非本真生

存方式。晚期的海德格尔则主要从 /自己与他物 0
共存关系的角度谈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重点研究

人在技术理性时代的异化。而不管是他人对自己

的异化还是人在技术时代的异化,都着眼于从个体

的人:从 /此在0的 /烦0的结构和 /向死而在0出发

去论述存在的历史性,把异化领悟成人的存在的普

遍命定形式。相对而言,萨特从物的 /匮乏0去追寻
异化的根源,试图通过人的实践的总体化来克服异

化。但他并非像马克思那样把异化看作私有制度

的特有现象,而是看作存在于人类始终的普遍而永

恒的存在状态。在萨特看来,个体的人在匮乏的环

境中首先失去人性然后又起来反抗以求恢复人性。

但是反抗或革命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被制度化而

重新陷入分散状态和惰性状态, 以致丧失人的意

志。这样一来反抗或革命也就失去了原来应有的

意义,所以,反抗或革命不可能消除异化,相反只能

导致新的异化。要言之,当萨特和海德格尔一样认

为异化是人的永恒存在状态时,其怀疑精神和批判

意识便具有了虚无主义质素。

/ -虚无主义 .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

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

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0½虚无主义之 /虚无 0

指一种缺失 /地基 0 (传统信念 )的世界状况, /缺
失 0当然是由人之存在的异化所造就; 虚无主义

更是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态度, 即对曾有的生存世

界之 /地基0的否定。这种 /否定 0针对的是一种
理性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本质论 ) ) ) 历史进化论和

文明进步论,所以它是一种对历史进化论和文明

进步说的虚无。

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社会历史发展观上存在主

义者几乎都具有反历史进化论和文明进步论的历

史 /虚无0化乃至恋古、复古的倾向。 /要重估一切
价值 0的尼采, 迷恋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存

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则认为个人所有真正的

发展 /都是返回到我们的起源0, /存在者, 将通过

返回到他的起源而试图去认识他自己; 在同时, 他

将反过来展望它的未来而寻求自我认识。这样, 他

将把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联接在现在里。0¾海德

格尔神往的天地神人四维融合的诗意栖居境界实

质上与尼采一样 ) ) ) 对古希腊文明的回归。在海
德格尔那隐晦而诗意的表述中,天地人神的游戏有

本真与非本真之分,即他所谓 /诗性的0与 /非诗性

的0之分。在诗性的游戏中,天地人神既是平等独

立的又是一体不可分的, 在此没有 /中心 0而只有

/中间0,在游戏中确立的真理、意义与价值是诗性

的:恰如发生在古希腊人和真正的诗人那里的事

情。由此海德格尔便将人以及他赖以生存的真理、

意义与价值交给了神秘莫测的存在发生与存在历

史,一种类似于希腊神话时代的命运。萨特 50、60

年代转向了所谓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0,在5辩证

理性批判6等著作中, 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

发展和社会环境中考察并提出历史总体化的构想,

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

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

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萨特以存在主义哲学家和

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警示人们:人生是无意义的,面

对荒谬的世界人只能产生 /恶心0;即以历史虚无主

义试图澄明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以此提醒人们对现

存秩序与状态的怀疑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

虚无主义是对绝对真理信仰的空虚化以及对真理

基础的人本化。

二、对历史进步论的质询

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立场

  不难发现, 对历史进化和社会进步予以怀疑

和乃至否定也是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基

本创作立场,众多存在主义作品所体现的 /荒诞 0

和 /孤独0主题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
审美转述。

¿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对 /原来

如此 0( 5狂人日记6 )的民族存在状况和国人生存

境遇产生怀疑、否定意识的人。当他决意究察这

种存在状况、追问这种生存境遇后,便对自身亦沉

沦于此的生存真相有一种形而上的体认, 从而表

现出人所不及的思维洞察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历史的 /中间物 0,最终 /在无物之阵中老衰,

寿终。0 ( 5这样的战士 6 )怀疑和否定使鲁迅成为

一个清醒得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称自己的

5野草 6是 /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 0, À

当5野草6以昏暗不明、人鬼混杂的地狱意象来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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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存在的境况时, /人 0的生存境遇便像一团黑色

的阴翳始终无法化解, 总是压迫着人的灵魂。从

而也使得鲁迅在许多方面接近卡夫卡: /在卡夫

卡看来,异化的世界, 这是不受人控制的世界,即

没有舵,也没有帆的世界, 这也就是我们唯一的世

界,而且任何时候, 也是唯一的, 因为我们不配得

到好一些的。0Á鲁迅的虚无似乎更彻底。存在主

义的 /无 0是上帝已死去、没有任何绝对客观的价
值的 /虚无0世界上, 人必须自己选择和创造他的

价值, 个人是各种价值和意义的根源。但是在鲁

迅眼中,对于先觉者置身传统中反传统的悲剧性

悖论处境的洞察,使他对 /自我 0亦投去了怀疑和

否定的眼光。惟其如此, 鲁迅才发出 /荷戟独彷
徨 0的慨叹。于是 5野草 6时期的鲁迅, 在深切的

怀疑和自审中无情地剥去了五四以来盲目地加在

诸如 /大众 0、/希望 0、/青年 0、/黄金世界0等观
念上的乐观想象, /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 作

5希望6。0Â 5希望6中的 /暗夜 0作为一种笼罩性

氛围, 让昔日满怀信心的个性主义战士们大都陷

入绝望的精神状态之中, 生存的压力使生命在

/暗夜0里异化、变形, 以扭曲的方式存在于 /虚

妄 0的社会大环境。于是作者感慨着: 所拥有的

仅仅是 /无物之阵,无词的言语,彷徨于无地0。

如果说世纪初的鲁迅在 5野草 6中表露出类

似于存在主义对历史进步观和社会进化论的质疑

和否定,那么这种怀疑和否定意识在 20世纪中国

存在主义文学中不绝如缕,乃至延承到世纪末的

新历史主义小说中。

笔者以为,与其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受西

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如说在其创作精神

资源的构成上更多受益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现象

学的基本精神就是破除主客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其创始人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基本原

则是 /面向事情本身 0, 其包含着现象学的 /无前

提性0要求。胡塞尔认定旧的哲学是不严格的,

严格的哲学不能有任何预设和任何假定为前提,

因为任何 /预设0和 /前提0都是某种意义上的 /偏

见 0。胡塞尔通过所谓 /现象学的还原 0方法来

/悬搁0旧哲学的 /信念 0和 /预设 0以确立哲学的
严格起点: 哲学只从 /在直观中原本地呈现出来

的东西 0�lv ,人们之所以很难进入现象学的视域是

因为受制于各种理性预设,即不加彻底考究就接

受了某种现象和事物的现成被给予状态和被给予

方式。而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被忽略或含糊了过

去。 /还原0 ( Reduktion)意味着去掉一切现成的

理性假设从而剥离出一个现象学的态度。海德格

尔则把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改造成存在主义哲学

的思维基础。当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思路提出问

题时,不仅 /面向事情本身 0而且进入人的思维表

象领域,并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现象学方法 ) ) )
把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现象学的再度 /还原 0: 不

是要还原到超越前的意识始源上去,而是要还原

到超越本身 ) ) ) 还原到 /此在 0的生存结构上去。
也是通过海德格尔的现象学, 萨特提出了存在主

义的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从海德格尔到萨特现

象学,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并被确

立为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 /根据现象学原理, 那

种必须作为事实本身被体验到的东西, 是从何处

并且如何被确定的? 它是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性

呢,还是在无蔽和遮蔽中的存在者之存在。0�lw确

切地说,海德格尔的现象面对的是 /此在 0的现实
世界中存在的领域。 /海德格尔认为, 由于存在

论现象学将 -此在 .即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引入

现象学,而解释则是追寻人的存在意义的重要方

法。所以, -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译学 ( Herme-

neutik) . , -是一种历史学性质的精神科学方法

论 .。也就是说, -此在 .作为-此时此地存在着的
人 . , 就显示出了时间性和历史性,它所具有的存

在的意义就具有了历史的生成性,只有在历史的

生成中才能理解一切意识经验。0�lx

新历史主义小说正是在 /面向事情本身0的创

作原则上使历史与文学、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得到

调整:在历史的存在空间与人的当下生存境遇之间

相互敞开并形成了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

象学 /还原0。如果说这种 /还原0意味着去掉一切
现成的有关历史的理性假设从而剥离出一个现象

学世界,那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失却了以往同类小

说对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的气度和眼光,因为它还

原的是若干并不连续的、通过一些文化碎片建构起

来的 /文化空间0,所有这些使得新历史主义小说文

本自身就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

或,它悬搁 /本质化0、/真理化 0的历史 ) ) ) 以超越

历史本质论的方式得出了有别于 /前文本 0的历史

感观。如格非的 5青黄6, 小说文本在对 /青黄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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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学考证中逐渐转化为一部关于 /青黄0失踪的

历史:关于九姓渔户的残缺不全的历史。5青黄6以
对历史文本形成过程的虚构性演示来证明真实历

史的缺席和不可企及。真正的历史过程已淡化为

可望而不可及的阐释背景。历史的本质性和进步

论也陷入困惑之中走向虚无。

/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偶然、不可知、神秘性、

文化或命运、纯属个人的冲动、莫名其妙的发迹或

死亡等等因素的凸显来宣告历史本身的无理性和

不可知性,对理性地把握规律和解放自身的乐观

情怀极不信任。在他们看来,人们创造了历史,但

人们却为历史所支配且无从解放, 从而表达出虚

无主义的历史感叹。0�ly
刘震云的 5故乡相处流

传 6、5故乡面和花朵6分别关涉到三国时期、朱元

璋时期、清末和 20世纪 2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等

历史时段,而其中的人物却永远不死,杂然共处各

个不同的时代空间。这种时间弱化、空间收缩、时

间转化为空间的内在逻辑意义, 就是尼采式的历

史永恒轮回的思想:一个永远重复、永无创新的荒

谬的原样世界。

毋庸讳言, /新历史主义小说试图突破历史

叙述-规律 ) 解放 .的模式, 反感理性化处理历史

的方式,注重描绘个人历史的丰富多彩,将历史生

活化而不是将生活历史化。但新历史主义小说在

怀疑历史理性之时也并未发现思考历史的新方

法,因此只能走入虚无的境地 ) ) ) 当人无法认识

对象时也只能将对象视为本身是不可知的。从本

质上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或者必然性永远是认

识的两极,本身并无本质差异, 但新历史主义小说

的叙述同样面临着合理性的危机。0�lz在某种意义
上, /合理性的危机0却正是现象学式创作的合理

性演绎,其演绎的价值诉求直指对历史进化和文

明进步的怀疑和质询, 是耶非耶全在乎此。至少

可以这么认为, 新历史主义小说之类的创作对主

流文学有关历史发展的终极真理观的背离,一方

面显示了边缘化创作的执守, 另一方面则预示了

主流文学有关社会进步、历史进化的现代性叙事

逻辑的渐趋淡化。

三、对 /现代性 0叙事的 /非理性的僭妄 0
是存在主义边缘性的成因

  事实上,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

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

历史观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世界观在社

会历史领域的延伸。之所以把 /历史观0与 /世界

观0和 /意识形态0同等对待,是因为历史总是特定

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叙述的历史。当然,这里所说

的历史是 20世纪中国 /现代性 0历史。

须知, 20世纪的文学思潮无一不是对文化现

代性的反应。何谓 /现代性 0? 简言之,就是使现

代社会成为可能的东西。而在 20世纪中国这种

可能的东西就是 /现代民族国家 0。亦即,建立现

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的价值旨归。问题还在

于, 20世纪中国的 /现代性焦虑0往往伴随强烈的

民族主义情结,于是西方现代性自身那种的内在

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差异性、矛盾

性在大多数情况下 (除了世纪初的五四和世纪末

的 90年代 ) ,每每由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

使命的紧迫性因而在很长时间内被遮蔽、被忽视

而转换成了中、西方和新、旧思想之争。而历史进

化和社会进步成为现代性叙事的运思逻辑。这种

不断进步和有最终归宿的时间观也包含了西方自

启蒙以来形成的 /进步0观念。
/从启蒙运动发展到今天, 在短短的几百年

时间内, -历史 .已经从一个西方的叙事变成了人

类的共同叙事。迄今为止,已经没有一个民族生

活在 -历史 .之外,没有人不是生活在组成-历史 .

进程的一个又一个的 -民族国家 .之中。, ,历

史这个叙事是如此巨大, 以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

不依靠它来了解我们自己与我们周围的世界, 在

这一点上,历史也是最成功的叙事。0�l{启蒙主义
者需要为人们提供一个振奋人心的理想目标, 来

满足人们在传统衰败后寻找共同信仰的精神要

求。由此一种带有绝对色彩的信仰和承诺是必不

可少的,因为只有它才能担负起鼓励人们投身于

伟大的启蒙理想中去。因而使得对于 /现代 0的

追求成为一种面向未来、追求无限的精神上的朝

圣运动。在那里,一切有限的东西都将终结,一种

完全不同于既有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文明将会

出现。它是一种处身于相对主义的时代对绝对主

义的渴求。于是启蒙主义关于个人自决、自由伦

理、国家主权及民主政治的合法性都必须通过历

史进化和文明进步这种普适性的历史真理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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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卡利奈斯库在 5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6中强调:

/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

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

识的框架里中, 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

来。0�l|黑格尔将现代性定位为 /精神的自由意识 0
的实现与发展过程,同时他也认为这种 /自由 0只

有在 / -世界历史 .的明镜中0才能现出 /光辉 0。�l}

马克思将现代发展的动力定位为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之间的矛盾, 同时他也认为理想的个人自由与

国家自由都是通过认识、掌握这种矛盾关系、历史

规律来达成的。可见, 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诉求如

欲获得自身理念与实践的合法性, 必须凭藉从奴

役到自由、从愚昧到光明的历史化叙事。后者成

了现代性确证自身的基点。

而延续了启蒙精神的现代文学理论家们也对

历史进化与文明进步这一普适性的真理观情有独

钟。巴赫金就认为文学现代性的兴起与艺术 /时

空体0的变迁有关。他指出不同观念的人们通过

不同的时间、空间组合体来理解并叙说外部现实,

古代人从奇迹、巧合与偶然性的角度理解现实所

以需要空间性小说来表述,现代人从合目的性、历

史必然律去观察现实, 所以需要时间性小说来表

述。空间性体现在早期流浪汉小说、漫游小说、传

记小说与田园诗等体裁中,它们不从时间动态发

展而 /从空间角度, 从静态角度来看五彩缤纷的

世界0, �l~
这类小说显然不能满足现代人对人性逐

步完善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性设想。于是, 在教

育小说与成长小说中出现了从空间向时间的转

型,它不再是静止的而是包含着交替与更新而

/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

日 0,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 (或显示 )变化的两

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0。这种

变化标志着历史时间对叙事的进入。历史渗入叙

事以后,人物与社会便 /在意义上失去一成不变

的性质:它的内涵和意义会随着环境的进一步展

开而更新和发展。0�mu它直接导致历史的价值意义
在文学叙事中的全面建构。巴赫金所表明的是,

现代性之所以能在文学中得以表达是以现代时间

观念对叙事的渗透为前提的。这种时间性不仅使

文学中的经验与事件呈现出井然有序的发展状

态,同时还将某种黑格尔或马克思式历史因果律

赋予个人和族群,使之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 并与

特定的历史本质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纠缠发生

紧密的关联。此即斯宾格勒所言的 /极端历史主
义的 0现代人需要的一种能处理 /整个生活 0的文

学形式。
�mv /由于 -进化 .是一种 -科学公理 . , 因而

社会和个人的进化不过是 -公理 .的物质性的展
现。进化的观念提供了社会走向未来的动力、目

标,这就是所谓 -现代性 .的时间观念在中国发生

的理论依据。0
�mw
亦即, 启蒙精神及其对现代性的

激进追求也是以五四为肇始的中国 /新文学 0兴

起的内在动力。

实际上, /历史意识0和 /现代性 0问题对于现

代中国文学不是局外的问题而是关乎文化 (价

值 )现代化的问题: 只有通过文化 (价值 )的现代

化创造才有可能进入现代性, 也惟有为一个时代

设置真理的尺度那个时代才具有文化 (价值 )的

含义,因而才富有历史性。而这里所说的历史性

相对于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而言就是所需要的

/现代性0。在更大范围内, 乃是由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统一性被破坏的历史境遇所造成的, 而与此

历史境遇相关的中国 /新文学0的意义和价值重

构并未具有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文化

态势,更谈不上类似于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高于

古代文明的意义和价值重构。因为就中国现代知

识分子而言,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并不存

在西方的古代 (希腊 ) ) 中世纪 (基督教 ) ) 文艺
复兴运动 (近代文化 )那样完整的文明链, 相反,

面对的恰恰是文化和历史的断裂。为此不得不凭

借历史哲学干预历史的 /文明化 0。卢卡奇曾将
文学视为历史哲学的形式: /这不仅因为小说规

范的不完整性和问题性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一个与

生俱来的的形式,而且,其形式的基础已经触及时

代精神的真实状况, 从而成为拥有合法性的标

志0。�mx执意追求现代性的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成
为历史哲学的表现形式, 因为 /历史情状所负载

的一切分歧和破裂必须被放置到赋形的过程中

去,而不能也不应用写作手段伪饰起来。0�my

中国现代性过程一开始就是以 /现代 0与 /传

统0的分裂为表征 ) ) ) 从 /创世 0或 /进化 0开始,

/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 -变 . : 变革、变动、
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 0。�mz文明进化与历史进步的

问题在 1840年以后的中国更已成为一个逼人正

视、令人振起而行动的世纪性话题。五四时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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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在5新青年 6上发表 5青春 6一文, 相信个人凭着

无限的意志力,不但可以进人 /无尽的青春 0而且
整个民族、世界、宇宙同样如此。李氏声称苏联

/十月革命0使人类进入一个 /新纪元 0或 /复活更

生 0。当他以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与乌托邦的心态
欢呼和迎接 /十月革命0时, 有理由相信这是有关

/现代性 0叙事的先声。其时胡适也揭示并预言,

/文学革命 0亦即 /文学进化 0, 其 5留学日记 6
( 1916年 4月 5日 )中这样说: /革命潮流即天演

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 -革命 .。自其循

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 -可也 .。0因此中国文学
的发展既可说是进化史, 又可以说是革命史。胡

适的5逼上梁山 6一文中就用这个观念去解释中

国文学现象: /从此以后,我觉得我已从中国文学

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

案。0在这里, 文学叙事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 /关

系 0为思考对象来考察人类历史活动与文学活动
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表述关系, 由此对文学中

历史与人、历史与审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做出系

统的说明,因此历史叙事也包含着一个对各种文

学话语进行内在整合的审美诉求。文化的进化观

因此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论。这意味着,进化观在

现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又往往与 /科

学 0、/进步0、/革命 0重合在一起,而社会 /革命 0

无疑是历史 /进化 0的特殊的形式。 /现代性的态
度之一是进化论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 它把个人

及其生存的意义与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的当代时

刻相关联, 置身于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

中。0�m{客观地说, 这是一种带有权力话语特征的

总体化叙事 ) ) ) 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
种元叙事。在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它以一种

寓言的形式呈示在主流文学的叙事逻辑中。

质言之,五四新文化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现代

性叙事的历史规划中去,它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

建构文化自身历史的开始,文学也因此被 /历史

化 0了。文学创作原本就是文化话语体系中最活
跃、最具表现力的话语形式,因而文学叙事更能使

人看到有关现代性总体化叙事的本色。反映在文

学观念方面,则是以特定的社会发展理念来把握

创作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尤其是当中国的

现代性发展选择了激进的革命方向时, 激进的革

命与传统社会实行决裂的同时也与西方式现代性

实行决裂。这种双重决裂使它必须重构自身的历

史以及现实的合法性。显而易见, 从 30年代的

/革命文学 0到 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均以社会

历史的进步为运行逻辑, 以再现客观历史为艺术

原则,通过建立历史元叙事的方式赋予文学完整

的历史观。即,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建构完

整的叙事时空结构, 为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

性找到充足的艺术表现和审美依据。

总之, 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依凭一种具有历

史终极目的或形而上意义及其变化着的可能

性 ) ) ) /历史必然性 0或 /历史的规律 0。主流文

学创作的形式和结构因此也与特定的 /历史 0叙

事形式和表述结构具有同源性关系,它遵循一整

套的历史观念为基础建构它的审美观念和叙事法

则,并在文学创作中被审美转述为宏大的社会解

放主题和历史进步的真理。可以说, 20世纪中国

主流文学的创作精神轨迹其实正是中国现代性叙

事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存在主

义文学有关历史 /虚无化 0和文明 /非理性 0的叙

事原则与主流文学的不合乎逻辑的取向, 注定了

其不合 /时 0宜性 ) ) ) 一种命定的边缘性地位。

黑格尔所谓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存在主义文

学创作的 /边缘性0正是这种合理的现存。

注释:
¹ 参阅解志熙: 5生的执著 ) ) )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

文学6,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张清华: 5从启蒙主义
到存在主义: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6, 5中国社会科
学6 1997年 6期。

º ¿参阅拙作: 5中国文学中 /孤独 0与 /荒诞 0问
题6, 5文艺争鸣6 2008年第 4期; 5现象学式书写: 20世纪

晚期小说的一种存在主义创作倾向6, 5小说评论6 2008年

第 4期。

» ¼转引自 [德 ]哈贝马斯: 5现代性的哲学话语6,曹

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99、113页。

½ [德 ]海德格尔: 5林中路6, 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

版社 1997年版,第 219页。

¾转引自朱立立: 5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 ) ) )
试论白先勇的时间哲学6, 5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6, 2003年第 1期。

À鲁迅: 53野草4英译本序6, 5鲁迅全集6第 4卷, 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Á [苏 ]扎东斯基: 5卡夫卡和现代主义6, 洪天富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 70页。

Â 5鲁迅全集6第 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356页。

�lv [德 ]胡塞尔: 5纯粹现象学通论6,李幼蒸译,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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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原型理论的文学解释力
) ) ) 以藏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崇拜原型为例

t  俞  菀

  内容提要  本文以藏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崇拜原型为例, 分析探讨原型理论解释少数民

族民间文学时的局限, 并根据艺术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 指出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本源问

题的探究,不能脱离具体作品及其产生的文化情境。

关键词  原型理论  解释力  藏族民间文学  动物崇拜

作者俞菀,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当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研

究的对象日益凸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时候,荣

格的原型理论是否仍然具有某种层面的解释力,

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文学心理学议题。本文对

于荣格原型理论解释力的评判, 将主要以藏族民

间文学作品中动物崇拜原型为例。即从民间文学

中普遍叙述的人类对于动物的崇拜和信仰层面,

来分析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和运用原型理论的可能

性,并结合艺术人类学专业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

法,力图给予荣格的原型理论一种更为客观的质

疑方式和评价。

一

勒内 #韦勒克和奥斯汀 # 沃伦在 5文学理
论6中指出, /文学心理学 0 ( psycho logy o f litera-

ture)的含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对文学作

品中所表现的心理学类型和法则的研究。但是往

往还有很多人会从文学作品的起因来尝试评价文

学作品,即从心理学的角度,把作家当作一种类型

和个体来研究, 或进行创作过程的研究。这在韦

勒克和沃伦看来, 是并不值得提倡的 /起因谬

说0。
¹
因此,本文首先想指出的,就是荣格的原型

印书馆 1992年版, 第 84页。

�lw [德 ]海德格尔: 5海德格尔选集6下卷, 孙周兴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 1255~ 1256页。

�lx曾繁仁: 5试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 6, 5文学评论6
2003年第 3期。

�ly�lz刘川鄂、王贵平: 5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
限度6, 5文艺研究6, 2007年第 7期。

�l{李扬: 5抗争宿命之路 ) )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0
( 1942) 1976)研究6,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0~

14页。

�l| [美 ]卡利奈斯库: 5现代性的五副面孔6, 顾爱彬等
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第 18页。

�l} [德 ]黑格尔: 5历史哲学 6, 王造时译, 上海书店出

版社 2001年版,第 503页。

�l~ �mu [苏 ]巴赫金: 5小说理论 6, 白春仁等译, 河北教

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16,第 18、29、534页。

�mv参阅 [美 ]瓦特: 5小说的兴起6, 高原译, 北京三联

书店 1992年版,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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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版, 第 1024~ 1025、1033页。

�mx�my [匈 ]卢卡奇: 5卢卡奇早期文选 6, 张亮等译, 南

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48、36页。

�mz [美 ]余英时: 5中国近代史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6,

李世涛主编5知识分子立场: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6,时

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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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Compilation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 le, streng then the bu ild ing o f the study ing

theory fo 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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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s of the Self from the P erspective ofM etaphor ( 103)

M engH ongdang ( Eng 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Human 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 logy, Y ancheng 224000)

Abstract: Understanding se lf is one of the importan t goals o f human beings, and thus concept ions o f self

have been the key subject o f human it 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 ive o fmetaphor, the paper a-t

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 ia l relations o f human beings, the influence o fw ork and possessions upon the rea liza-

t ion of se lf as w ell as the philosophical them e thatm an is the measure of a ll things.

Keywords: Se l,f Concept ion, M etaphor

The / N ihility0 ofH istory and the / Non- Rationality0 of C ivilization) On theM arginality
of the Ex istentialism L iterature in the 20 th Century China(PartOne) ( 108)

Yang J ingjian, D ongW aip ing ( L iterature Schoo ,l Hunan N orma l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Ex istentia lism literature in fact w as a kind o f cen turia l ideo log ical trend ( phenom enon) in the

process o f China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w hile it alw ays w as at the marg ina l cond ition w hich resulted

from / non- ra tiona l o ffensive0. The non- rational o ffensive or ig inated in the susp icion sp irits and denial con-

sciousnesses o f the ex istentialism. It suspected the / M odern ity0 of the ideals of h istoric evo lut ion and socia l

progres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From Lu Xun. sW eeds a t the beg inning of 20 th century to the new h istoric ism

nove ls in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 nihility0 o f h istory and the / non- rationality0 of the civilization became

a basic creation standpo int of the ex istent ialism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 ina. Because o f unsu itable

for that tim e, it had to be on the ed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show ed its un ique value orientat ion.

Keywords: The 20 th Century Ch ina L iterature, Ex istentialism, Non- Rat iona lO ffensive, M arg inality

The Explainable Extent of the Archetypes in Folk lore Study

) ) ) Use the AnimalW orship Archetype in T ibetan Folk lore as An Example ( 114)

Yu Yu ( Fudan U niversity, Shangha i 200433)

Abstract: Th is thesis aim s to analysis the lim itation of the A rchetypes in Chinese M inority fo lk lores.
study. It a lso uses the A rt Anthropo logy as a ma in method, and the anima lw orsh ip arche type in T ibetan fo lk-

lo re as an examp le to indicate that the Ch ineseM inor ity fo lk lore stud ies should not leave the cu ltura l situation

research. It is useless to discuss the essentia l prob lem w ithout know ing the certain cu ltural c ircumstance.

Keywords: Expla inable Ex ten,t A rchetypes, An ima lW orship, T ibetan Fo lk 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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