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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文论的复杂性

姜　峰

（北京教育学院 中文系，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　要：处在历史变更时代的沈从文在历史间隙区域形成的文学思想，带有不可避免的复

杂性。他在强调文艺特殊性时低估一般文艺工作者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

立场及文学审美论上 的 温 和 立 场 拘 囿 了 他 的 视 野，顿 悟 式 思 维 使 其 文 学 评 论 有 时 略 显 空 灵

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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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文论是一笔斑驳奇诡的遗产，他最

基本、最重要的贡献是经由文学通例和自身经验

的解剖，努力平衡灵感、天才与实践的关系，赋予

其文论某种程度的现实性，其中最杰出处是在文

学观念上张扬文学独立自足的品格，沟通文学本

体层面和创作主体层面，反映出某种文学自觉的

特征。他接过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主张，倡

导文学独立，与个人本位构成了本质上的一致与

呼应。作为审美启蒙的主要体现者，沈从文从审

美领域坚持“人的文学”精神，又把文学独立性作

为目标，为防止文学本性的迷失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历史间隙形成的文学思想

沈从文的文学思想驳杂眩目。从肯定文学与

人生的观点来看，他接受儒家经世致用、积极入世

的思想，其作品是对人性、民族品德的重造等问题

的完满反映；就归依自然的宗教情感与对生命神

性的至诚向往而言，他又浸染着道家出世与隐逸

的色调；对某些作品的荒谬意味和心理深度中还

显然有弗洛伊德、乔伊斯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
不能说沈从文脱离、孤立于时代，没有接受西方文

学影响，但他的文化心理、创作心态及美学趣味仍

然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影响。沈从文“除了用

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之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

粘附”［１］（Ｐ４２），这种创作程序 几 乎 就 是 他 评 论 同 代

作品常用的方法。受创作出发点调整的影响，沈

从文几乎只用自己作品中的创意来解释和判断别

人的作品，自己最努力开拓的新小说，如描写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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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袭下农村毁灭的小说、抒情诗小说、散文化

小说及其他小说艺术手法，便是评论别人作品可

靠的尺度，也是创新的视野；也因此他的所有论文

都独具慧眼，透视出这些作家作品与沈从文之间

的隐秘关系。他评论鲁迅、废名、施蛰存、罗 黑 芷

等人描写乡镇的小说时，简直就像透视自己的作

品，像是批评、指摘或肯定自己，暴露的也是自己。
其理 论，一 切 强 有 力 的 佐 证，就 是 他 努 力 创 作 的

作品。
所长处 往 往 蕴 涵 所 短：沈 从 文 追 求 小 说 中

的冷静，所以排斥 愤 怒；喜 爱 郁 达 夫 像 自 己 那 样

感伤、鲁迅 那 样 忧 郁；自 己 作 品 中 没 有，就 不 接

受诙谐趣 味 的 小 说；在 民 族 生 存 危 机 四 伏 的 愤

怒时代讲求和谐、恰 当 的 美 学 格 调，体 现 出 温 和

的中庸色彩。联系 起 来，沈 从 文 的 评 论 显 得“对

当时文学 创 作 现 实 的 考 察 和 由 此 得 出 的 结 论，
带有很大的片面 性。其 要 害 是 他 仅 仅 囿 于 个 人

的经验和 成 见，对 包 括 进 步 的 左 翼 文 坛 在 内 的

文学创作 作 出 了 完 全 否 定 的 结 论”［２］（Ｐ４２）。沈 从

文说：“对 于 广 泛 的 人 生 种 种，能 用 笔 写 到 的 只

是很窄 很 小 一 部 分”［１］（Ｐ４１），他 的 批 评 视 境 也 显

得“很窄 很 小”，只 评 论 同 一 圈 子 的 作 家 作 品。
由于个人关系、文 学 渊 源 的 原 因，沈 从 文 跟 京 派

作家很相近。京派 多 数 人 的 共 同 范 式 是 轻 视 历

史尺度，没有建立 系 统 理 论 的 冲 动，批 评 视 野 相

对狭小，苦 于 寻 觅 自 我 与 世 界 的 平 衡。沈 从 文

指责三四 十 年 代 与 他 同 时 期 的 文 学 批 评 家 说：
“一为与 商 人 或 一 群 一 党 同 鼻 孔 出 气 的 雇 佣 御

用批评家，一 为 胡 乱 读 了 两 本 批 评 书 籍 瞎 说 八

道的说 谎 者。前 者 领 导 青 年 读 书，后 者 领 导 青

年不读 书。两 者 同 样 皆 欲 得 到 青 年，所 不 同 处

只在方法 上 的 运 用”［１］（Ｐ３６）。这 固 然 是 表 达 对 带

有商业气 息 或 党 派 色 彩 批 评 的 不 满，但 另 一 方

面也反映出他对理智主义的轻视与排斥。
每一个历史运动在扩大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免

裹进许多旧的、未经消化的、同它的本性相矛盾的

东西，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 的 沈 从 文 在 相 对 封 闭 的 客

观环境中与现代社会变革的时代大潮相隔膜，主

观上又不能理解这种变革所蕴涵的历史合理性及

其进步意义，过于担忧历史进程中的道德败坏与

美的失落。从时间上来看，沈从文进京开始创作

时，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已渐近尾声，文艺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并为政治斗争服务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话语，而他却孤独

执着地走在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道路上，并导

致了与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主潮的某种隔膜与牴

牾。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精神

病相，使他企图以一种混杂着乡村文化标准的传

统文人趣味的人生美学理想和“以小说代经典”的
伦理构想，来干预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其文艺

思想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专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精义的哲学思想，与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与
江绍原、周作人所一度热衷的“让人生艺术化”的

文艺思想，有些相通或近似，体现出处在历史变革

间隙地带里的现代知识分子善良而狭隘的历史愿

望和静穆保守的人格立场。应该说，从伦理美学

角度介入社会人生是文学家习惯性地掌握现实的

审美方式，文学家循着伦理审美的思维路径参与

或代表着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追求历程。
但沈从文对于真、善、美的精神追求，似乎缺少对

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为基础，湘西世界

中那野性雄强、健康自然的人性美，那和睦温馨的

民情美，都是建立在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甚至是

物质极其匮乏、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农业社会

基础上的。它善则善矣，却陷于原始和 蒙 昧。作

家以这种道德标准和美学标尺来衡量、介入现代

社会变革，自然只能与现代社会变革相冲突。与

左翼文学事业的牴牾，只是这种冲突的一种表现。
比如，在《湘人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中，沈从文对

张天翼评价很高，却偏偏遗漏了文学成就同样出

色的叶紫，真正原因恐怕是因为叶紫所着力表现

的是一向为作家自己所不屑的打杀内容。只能说

沈从文在强调文艺特殊性时忽略了对一般性大众

文艺意义的认识，低估了一般文艺工作者对社会

进步的作用。
可以这么理解，由于西方文化对现代 中 国 的

侵入和渗透，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局势的变迁，形成

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处在历史变更时

代的沈从文在历史间隙区域形成的文学思想，带

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是超然于

现实政治 之 外 的 文 学 超 然 意 识 与 保 守 的 政 治 倾

向、缺乏时代气息和壮美风格的文学趣味，而且是

作家偏狭和保守的历史发展观以及返朴恋旧、惧

怕社会变革的文化态度所致。

　　 二、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

沈从文相当重视文学的自由表达。１９３１年，

沈从文对于文学的自由表达已有明确的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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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
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沈从文充分

肯定文学自由表达的价值，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学

的独立与个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当时文

坛上浮泛而起的政治功利倾向与商业化色彩，表

现出相当的反感。沈从文本人挑起的两次论争，
可 算 是 其 文 学 批 评 活 动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一 是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 年 前 后 的 京 派 海 派 论 争；一 是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间 的“反 差 不 多”运 动 与 争 论。这

两次 论 争，于 沈 从 文 而 言，都 在 要 求 文 学 的 独 立

性，排拒政治与商业对文学独立性的损害。直至

４０年代，沈从文依然对政治和商业可能或已经给

文学带来的干扰给予严峻关注。１９４１年５月，沈

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发表的题为《短篇小说》
的讲话，以及他在１９４２年所写的《小说与社会》中
均明确指出，“一个作者……不懂商业或政治，且

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象样些”。凡此种种，都清楚

地说明了沈从文对文学自由表达的坚持，并为其

写作提供观念上的支持。
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拘囿着沈从文，使他

未能从本质上把握革命文学兴起的历史根由，把创

作只看成创作本身，使沈从文对时代刺激下的大量

不缺少“病的焦躁”的作品持有相当保留的态度。
从人性启蒙的观点出发，沈从文把文艺的使命与政

治的使命对立起来。他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感悟

到金钱与权势是人性的大敌，于是在正面倡导的同

时，便激烈地反对文学与商业、政治结缘。在沈从

文眼中，左翼文学是政治对于文学的参与和控制，
是典型的海派；“反差不多”运动，导致他对左翼文

学和抗战文学救亡运动的不应有的指责。如果说，
对于文学商品化的批评在当时还有其积极意义，那
么笼统地指责文学与政治结缘，就与中国文艺运动

发展的现实规律相违背了。这暴露出沈从文文艺

理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使他从游离于中国文学

运动的主潮，而终致于搁笔。沈从文处在中国现代

浪漫主义思潮蜕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上，这使他处于

两难境地———既不讨好当局，又受到左翼文艺界的

批评，这种遭遇其实代表了浪漫主义思潮在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的必然命运。沈从文在这种左右为难的

处境中所选择的道路，在“最后的浪漫派”中具有代

表性，也使他的作品带有隐逸性，难以得到主流意

识的认同。３０年代，个性解放的任务事实上还没

有完成，而只是被更为紧迫的社会革命任务所暂时

掩盖罢了。沈从文退居社会边缘，秉持田园浪漫主

义者的自由文学观，是对“五四”精神有所取舍，削
弱了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只把它用做维护个人自由

的手段，因而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沈从文的自由

主义文艺观是不自由的时代中的自由主义，是一种

别扭的错位。
如果说，在文学批评的具体标准和美 学 原 则

方面，左翼文学批评因过多的现实功利感和政治

意识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对文学规律某些

方面的探讨，与文学的批评相隔膜；那么，沈从文

的文学批评，则因为过于执着地追求文学批评的

艺术审美效应，与时代的要求相脱节，有意识地追

求纯粹的艺术美，关注现实的力度不足。希腊神

性小庙下的审美旨趣，面对改造国民性的时代呼

唤，则显现出其有限性。受其文艺思想影响，沈从

文对所论作家作品很少论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作家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这涉及对于文学艺术的看法：奔放的文笔算不算

艺术？夹叙夹议是不是废话？在这一点 上，沈 从

文过多地以个人的审美情趣代替了客观的评价。

　　三、文学审美论的温和立场

沈从文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 活 动 中，

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念，即审美独立。他在《云
南看云》中写道：“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

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

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把每一个都有

形无形市侩化。”在这种情况下，“云物的美丽，也

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

们习 惯 于 向 远 景 凝 眸，不 敢 坠 落，不 甘 心 坠 落”。
作者写云的目的在于用美的景物唤起人们对于美

丽人生的一种向往；他同时又强调，审美独立并不

等同于完全的纯粹的无功利，“文学的功利主义已

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谚语，不过，这功利若

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的，坏的变好，
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

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

会，较之在迷糊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

有些功利的 好 处。”３０年 代 中 期 以 后，作 家 延 续

着以往的思路，在文学的非功利与功利之间努力

找到平衡，使之起到更好的道德重建作用：“一个

好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

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

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

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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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文学由于其语言媒体的特点而具有比其他艺术类

型更明显的功能性，沈从文关于文学功用问题的

阐述是结合着文学媒体的特点展开的，这表明他

在文学审美论上的温和立场。
折衷主义态度往往会 带 来 自 相 矛 盾 的 结 果。

沈从文试图在文学理论中调和极端功利主义和审

美论的对立，并确实有所建树，但他仍然主要是从

直觉的、无利害的审美范畴出发，这种审美论的出

发点限制了他的视野。沈从文在《女难》和《芷江县

的熊公馆》两篇散文中，重复说他如何被狄更斯小

说迷住，就因为这位作家在小说中不说道理，只写

现象，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而他自己就正好“是个

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这种情趣

不是着眼于现象、感情和道理三者的有机统一，而
是片面强调倾心于现象。从克服概念化流弊的角

度来看，强调现象和感情是对的，这有助于增强文

学的客观性、形象性，防止坠入空洞抽象的说教，成
为主观概念的图解，若把现象同道理割裂开来，对
立起来，甚至乐于 不 想 明 白 道 理，这 就 有 失 偏 颇。
“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

理愈乱”。意，即思想的重要性一目了然。思想是

文学的灵魂，有了它，文章才有生命的活力。一个

优秀的作家对一切现象必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对所

倾心的现象总有所寄托，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
或因事明理。沈从文把对现象倾心和探明道理对

立起来，把思想同外物、感情同理智对立起来，难免

顾此而失彼。这种艺术旨趣上的弊病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文章的思想内容。沈从文写小说的秘诀

就是用自己的感觉去捕捉社会现象与梦 的 现 象。
所以，不管在散文、序跋或正式的文学评论中，沈从

文的视野与论点都有所局限，只论说影响过自己的

作家作品，只谈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去追求的语言与

技巧，只肯定自己认同的作品。
沈从文过于偏爱自己的文学领地了，确 实 存

在着一种自我封闭的危险趋向。比如评论冯文炳

时，就拿自己的《雨后》与《桃园》比较，通过自己的

创作经验来评论对方。个人的趣味好恶与许多非

艺术趣味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制约和影响着沈从

文对于与之风格差异很大的作家作品的理解与认

识。最典型的是他对鲁迅等以国民性批判为主题

的创作持排 斥 态 度：“《阿 Ｑ正 传》在 艺 术 上 是 一

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

也还是低级的谐谑，而缺少其他趣味的”；“《孔乙

己》也有同样情性，诙谐的难以自制”；“八股式的

反复，这样文体是作者的小疵，从不庄重的文体，
带来的趣味，使作者所给读者的影像是对于作品

上的人物感到刻画缺少严肃的气氛”。注重审美

向度的张扬，潜意识也会制约理性批判的呈现，理
性批判的声音也必定微弱。传统的影响加上文化

背景造成的思维定势，沈从文的思维不是严密的

逻辑思维，而是典型的顿悟式思维，这促使他获得

成功，与印象主义的缘分盖缘于此。同时，顿悟式

思维也限制了其思维的拓展，使其文论留下些许

“有佳句无佳篇”的遗憾。较多的偏好对艺术元素

做直觉式的顿悟，相对淡薄社会学和美学意义的

判断以及西方逻辑思维的分析功能，使沈从文的

文学评论有时略显空灵朦胧。
对于作家型批评家的沈从文来说，他 丰 富 的

创作经验是其批评最宝贵的资源。沈从文常以作

家身份介入批评，传达其瞬间感受和直觉印象，引
导读者感悟作品，其批评中的直觉因素、感官印象

因素极大地替代了学者批评中常见的精密分析和

逻辑论证。沈从文的创作与批评都投入了大量的

生命情感，它们偏重于情感、悟性和想象，是对世

界和艺术的诗性把握，这势必影响着其创作、批评

的感性色彩格外突出。他的批评常常引导着读者

去发现美、鉴赏美。这种以创作美、感受美的批评

文本是诗化、散文化的美文。毋庸置疑，沈从文文

学批评的直观印象性特点与其“印象式”创作息息

相关。因为沈从文是以一个作家而非理论家的思

维方式进行评论，所以其批评的逻辑不是十分严

密，对具体作家的评判标准也不尽统一。他的评

论也大都停留于印象式赏鉴，而未对文学历史追

根溯源、宏观把握和深入的理性剖析，且多囿于个

人的审美趣味，从而或多或少影响着其批评的科

学性，这正反映了感悟式印象批评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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