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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时 期 文 学 的世 纪 回 眸

— 纪念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 20 周年

曾 庆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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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新时期文学站在时代前列
,

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
,

在更纯粹的意义上

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
。

新时期文学高扬改革开放 的时代主旋律
,

文艺创作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

新时期文学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是认定了社会主义道

路并为之奋斗的普通人
。

新时期文学在艺术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

出现 了不少名

篇佳作
。

新时期文学还主动吸收了外来文化 因子
,

在尝试和借鉴中
,

不断丰富着文

学表现复杂的社会人生的手段
,

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与人 民利益 的高度一致是新

时期文学繁荣最深刻的原因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

经济的迅速

发展
,

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出现
,

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的落实
,

大大地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

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
“

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
,

在艺术

表现上
,

都有显著的进步
。

小说
、

报告文学
、

电影
、

电视剧
、

话剧
、

戏曲
、

诗歌
、

音乐
、

美

术
、

舞蹈
、

曲艺等各个方面
,

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
。 ’ ,①

一
、

新时期的文学站在时代前列
,

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
,

在更纯粹的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

在此之前的文学
,

如解放区文学与
“

文革
”

前 17 年的文学
,

一般来说
,

都是在革命斗争

或党的中心工作推动下取得迅速发展 的
。

作家
、

艺术家虽然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
,

但文学创

作在节奏上相对地滞后于革命斗争
。

而新时期反映现实斗争
、

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学
,

是在没

有
“

作家协会
”
的布置

,

没有权威部门的号召
,

也没有文学流派
、

社团的约定的情况下
,

几

乎是与党在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同步甚至是超前出现的
。

中国当代作家作为时代感应的神经
,

自觉地以 自己的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传统
,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
,

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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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

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所以作家们迅速作

出反应
,

亦是历史的必然
。

1 9 7 6 年 3 月
,

首都群众以悼念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形式
,

在天安门

广场掀起了一场自发的
、

声势浩大的诗文运动
,

参加者达 2 00 多万人次
,

创作
、

张贴
、

散发

的诗文难以数计
,

许多揭露
“
四人帮

”

篡党夺权阴谋
、

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文迅

速传向全国各地
。

这场群众性的诗文运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

它敲响了
“
四人帮

”

覆灭的

丧钟
。

这个后来被中共党史称为
“
四

·

五运动
”

的历史事件
,

以文学形式向钻人党内的反动

分子发难并且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
,

这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都是少见的
,

其意味

十分深长
。 “
四人帮

”

被粉碎后
,

当人们还未跳出
“

文革
”

噩梦般的回忆
,

思想还被两个
“

凡

是
”

紧紧束缚
,

心有余悸时
,

短篇小说 《班主任 》
、

《伤痕 》 的发表又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

幕
。

这两篇小说以敏锐的感触
,

揭示 了
“

文革
”

10 年浩劫对人们心灵 的严重扭曲
,

以及给人

们精神造成的难 以医治的创伤
,

在较深的层次上对
“

文革
”

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
。

其后不久
,

短篇小说 《神圣的使命 》
、

《灵魂的搏斗 》
、

中篇小说 《大墙下的红玉兰 》
、

《铺花的歧路 》
、

《我

该怎么办?}) 等
,

起而呼应
,

作品以沉重的笔触
,

描写了严酷的现实
,

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

共鸣和巨大的精神震撼
。

这类作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
“

伤痕文学
” 。

1 9 7 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
,

在此之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
,

以及党内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

恢复
,

都大大解放 了人们的思想
。

人们开始正视建国后党内反复出现的
“

左
”

倾指导思想
,

追

溯它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
,

以及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生活与精神的痛苦
。

1 9 7 8 年初
,

小说 《剪辑错了的故事 》
、

《黑旗 》
、

《记忆 》
、

《李顺大造屋 》
、

《天云山传奇 》
、

《犯人李铜钟的

故事 》
,

以及 《月食 》
、

《灵与肉》 等相继发表
,

形成了所谓
“
反思文学

”

热
。

这些作品以充分

的现实主义精神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
“

反右
” 、 “

大跃进
” 、 “

四清运动
”
以至更远的历史年代

,

深刻地揭示了党 内
“

左
”

倾指导思想发生
、

发展乃至恶性膨胀的过程
。

作家们站在无产阶级

的立场上
,

毫不留情地批判 了那些脱离群众
、

危害人民利益
、

竭力推行
“

左
”

倾路线的干部
;

以深挚沉重的笔调
,

塑造并讴歌了那些为维护党和人民之间鱼水关系而甘愿背负沉重的十字

架的无产阶级
“

圣者
”
的形象

。

在社会主义祖国刚刚迈进新的历史时期之际
, “

反思文学
”

的

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
,

它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建国后的思想路线
、

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还存

在着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吻合之处
; 一些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

,

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

挫伤

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阻碍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

作品提出的问题表明
,

中国不改革
,

社

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
,

从而以文学的形式印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
、

路线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

改革伊始
,

由于
“

左
”
的指导思想流毒深广

,

积重难返
,

所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

邓

小平同志指出
: “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 “

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
,

每一步都会影

响成亿的人
” 。 “

改革能否成功是有风险的事
’ ,② 。

改革在生活中引起的震荡和矛盾斗争
,

很快

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力
。

1 9 7 9 年 7 月蒋子龙的短篇小说 《乔厂长上任记 》 在 《人民文学 》 上发

表
,

立刻引起社会的关注
。

小说描绘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形象
,

开了
“

改革

文学
”
的先河

。

其后
,

蒋子龙又发表了 《一个工厂秘书的 日记 》
、

《开拓者 》
、

《赤橙黄绿青蓝

紫 》
、

《锅碗瓢盆交响曲》
、

《燕赵悲歌 》
、

《阴错阳差 》 等反映改革的作品
。

这些作品同小说

《祸起萧墙 》
、

《乡场上 》
、

《人生 》 等作品互相呼应
,

形成了一股强劲 的
“

改革文学
”
思潮

。

“

改革文学
”
的特点是以城乡四化建设为背景

,

在社会转型时期
,

以具有现代眼光和开拓精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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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者
、

企业家
,

或是得到改革实惠后身上开始躁动着主体意识的平民百姓为主角
,

真实

地描绘了新旧观念的对峙和冲撞
,

改革进程的艰难和曲折
,

以及矛盾斗争的尖锐和复杂
。

展

示了改革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
,

以及改革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光明前景
。

“

改革文学
”

的出现
,

在当时不仅对改革者是一个道义上的支持
,

它在宣传新的人生价值观念

方面也有导向作用
,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深人发展
。

二
、

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
,

文艺创作多样化
,

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

自 7 0 年代末结束
“

左
”
的指导思想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以后

,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逐渐恢

复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

经济建设
、

改革开放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 “

改革文学
”

以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
、

个性各异的改革者形象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艰难而伟大的事

业
,

并以此确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

随着改革的深人
,

社会发生 了急剧变化
, “

改革文学
”

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

改革初

期作家的笔触集中在对改革 的强烈呼唤和对改革 的由衷赞颂上
。

到 了中期
,

作家们开始注视

改革中的复杂斗争及其引起的社会震荡
,

着力表现它对人们生活方式
、

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
。

近期的
“

改革文学
”

则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深人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心理等层面
,

全面

地审视改革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

探索其正确的走 向
。

高晓声的
“

陈灸生系

列小说
” ,

大体上反映了
“

改革文学
”
的这一变化历程

。

张一 弓的反映农村改革的系列作品
,

也紧追着时代前进的步伐
,

在更深广的层次上探讨了改革对社会生活和人所产生的影响
。

蒋

子龙反映工业和城市改革的系列作品也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全方位的描绘
。

在社会主义文艺运

动史上
,

如此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与时代发展亦步亦趋
,

对社会的革命变革进行追踪式的全

景
“

报道
” ,

为无产阶级事业摇旗呐喊
、

鸣锣开道 的作家
,

恐怕只有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中才

能见到
。

与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相联系的是新时期文坛上的反对
“

资产阶级自由化
”
和肃清

封建主义
、

资产阶级思想
“
污染

”

的斗争
。

值得一提的是
,

党的领导部门对这些作品的出现

没有作简单的政治裁决
,

而是因势利导
,

充分发扬文艺民主
,

通过不 同意见的论辩与交流
,

使

作家们明白了
,

揭露社会生活 中落后和腐朽的东西
,

显示文学批判的锋芒
,

本来就是无产阶

级文学的战斗任务
。

但是
,

社会主义文学又是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文学
,

对落后和腐朽东西的

批判
,

必须是为了催促新生的
、

先进的东西的诞生和成长
,

必须是更好地维护和发展社会主

义事业
,

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旧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本质上 的不同之处
。

这种讨

论无疑也从另一方面突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

新时期文学中还有一些内涵 比较复杂
、

指 向不很单纯的作品
,

也引起了文艺界争鸣和讨

论
。

除
“

朦胧诗
”

的争鸣外
,

长篇小说 《人啊
,

人 ! 》
、

《沉重的翅膀 》
,

中篇小说 《晚霞消失

的时候 》 的争鸣
,

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都很有意义
。

对这类复杂的文艺现象的解释
,

虽然

众说不一
,

至今也未能达成共识
,

但开展争论对党加强和改善文艺工作的领导
,

以及如何高

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是有积极作用的
。

新时期文学的多样化和丰富性集中地表现在题材领域的空前广阔上
。

如描写知青生活的
“

知青文学
” ,

著名的作品就有 《磋跄岁月 》
、

《生活的路 》
、

《呜咽的澜沧江 》
、

《营草的眼泪 》
、

《西望茅草地 》
、

《飞过蓝天 》
、

《本次列车终点 》
、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
、

《北极光 》
、

《燕儿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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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
、

《今夜有暴风雪》
、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
、

《北方的河 》
、

《黑骏马 》
、

《迷人的海 》 等
。

有

人说
: “

知青文学在进人 《北方的河 》 与 《迷人的海 》 之后
,

便失去 了特定题材的独立意义
’ ,③ 。

这种断言
,

看来为时过早
,

叶辛新近创作的 《孽债 》
,

把知青生活的影子投射在知青子女的身

上
,

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
,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 “
乡土文学

”

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
。

刘绍棠的 《蒲柳人家 》 不以现实题材为主
,

而
“
以劳动人民的优 良品质为旨归

”

的
“

牧歌型
”

的乡土文学
,

汪曾祺的 《受戒 》 “

不选择重大题材
,

不切人现实斗争
,

只将轶闻逸

事… … 随手披拾
,

勾勒出一幅幅风俗画
”
的

“

文化型
”

的乡土文学
,

何士光的 《乡场上 》 描

写
“

吾土吾 民
,

展示了农村的历史的状况和农民的生存状态
”
的

“
写实型

”

的乡土文学
,

明

显地呈现出不同风格
。 “

市井文学
” ,

以城市小市民的特殊心理及生存方式引起了广大市民读

者的兴趣
。

作家们以小题材
、

小天地
、

小人物勾勒出复杂的世态人情
,

显示出丰富的社会历

史内容
。

陆文夫推出了 《小贩世家 》
、

《美食家 》
、

《围墙 》
、

《井 》 等颇有影响的作品
。

邓友梅

的 《话说陶然亭 》
、

《寻访
“
画儿韩

” 》
、

《烟壶 》
、

《那五 》 等优秀作品
,

以特有的京味
,

把都市

中落魄飘零的人们放在世事的浮沉里
,

将忠奸善恶
、

人情世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

冯骥才的小

说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
、

《船歌 》
、

《神鞭 》
、

《三寸金莲 》 等也给
“

市井文学
”

增添了分量
。

作者把曾是
“
国粹

”

的辫子
、

缠足写人作品
,

着力发掘其文化意蕴
,

是很耐人寻味的
。

“

军旅文学
”
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

。

徐怀中的 《西线轶事 》
,

李存葆的 《高山下的花环 》
、

《山中
,

那十九座坟荃 》
,

朱春雨的 《亚细亚瀑布 》
、

《山魂 》
、

《沙海绿荫 》
,

刘亚洲的 《一个女

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
、

《两代风流 》
,

李斌奎的 《天山深处的
“

大兵 ,’))
,

刘 富道的 《直线加

方块的旋律 》
,

海波的 《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回 》
,

唐栋的 《兵车行 》
,

刘兆林的 《雪国热闹镇 》
、

《索伦河谷的枪声 》
,

朱苏进的 《射天狼 》
、

《引而不发 》
、

《凝眸 》
、

《第三只眼 》
、

《欲飞 》
、

《绝

望中的诞生 》 和 《炮群 》 等作品
,

在表现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有战争这一
“

永恒
”

的主题时
,

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社会主义特色
。

这些作品在揭露敌人残暴虚弱的本质
,

表现革

命战争的正义性及其必然胜利的趋势
,

赞颂无产阶级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
,

也真实地描

绘了普通军人的平凡性格
,

表现了他们在战争与和平
、

生与死
、

对生活的热爱与义无反顾地

献身精神之间的抉择和 由此产生的思想情感的撞击
,

使
“

军旅文学
”

在保持崇高的基调上
,

增

添了悲壮的色彩
。 “

军旅文学
”

对军 内矛盾的大胆触及和对从人性视角与文化视角对军营生活

的透视
,

都在更深的层次上丰富了
“

军旅文学
”
的内涵

。

此外
,

所谓
“

新潮小说
” 、 “

实验戏剧
” 、 “

朦胧诗歌
”

在新时期文学 中也占有重要的地 位
,

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

如王蒙的 《夜的眼 》
、

《布礼 》
、

《蝴蝶 》
、

《风筝飘带 》
,

宗璞

的 《我是谁 ? 》
、

《泥沼中的头颅 》
,

阿城的 《棋王 》
,

韩少功的 《爸爸爸 》
,

李杭育的
“

葛川江

系列小说
” ,

刘索拉的 《你别无选择 》
,

徐星的 《无主题变奏 》
,

王安忆的 《小鲍庄 》 及 《小城

之恋》
、

《荒山之恋 》
、

《锦绣谷之恋 》
,

刘恒的 《狗 日的粮食 》
、

《伏羲伏羲 》
,

莫言的 《红高

梁》
、

《透明的胡萝 卜》
,

残雪的 《山上 的小屋 》
、

《苍老的浮云 》
,

马原的 《拉萨河的女神 .)}

《冈底斯的诱惑 》
,

洪锋的 《极地之侧 》
,

池莉的 《烦恼人生 》
、

《不谈爱情 》
,

方方的 《风景 》 等

等
,

成功地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表现手法 (意识流
、

荒诞
、

超现实
、

象征
、

变形等 )
,

扩大了文学表现复杂社会生活
、

复杂人生的能力
,

给新时期文学和读者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
。

当然
,

其中有些作品对形式和结构的过分追求
,

以及过于超前的
“

先锋
”

意识
,

脱离了生活
,

疏远了读者
,

路子越来越窄
,

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
。 “

朦胧诗
”

的悄然隐退
, “

寻根文学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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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消遁
,

都说明了文学最终是不能疏离现实
,

不能无视读者的
。

历史小说的繁盛
,

是作家摆脱借古喻今的老套
,

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
,

发掘其新的

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结果
。

《李自成 》 的后 4 卷
,

《星星草 》
、

《少年天子 》
,

以及 《金颐缺 》
、

《孔子 》 都是有广泛读者的佳作
。

在新时期的文学样式中
,

迅速反映了时代变革
、

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是报告文学
。

老

作家徐迟的 《地质之光 》
、

《哥德 巴赫猜想 》
、

《刑天舞干戚 》
、

《生命之树常绿 》
、

《向着二十一

世纪 》 等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

这些作品第一次赞颂了科学家

和他们的工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的重大意义
,

生动地刻画了他们勤奋
、

真诚
、

质朴的品

格
,

以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

在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还有争论的情况下
,

这些作品形

象地表述了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的思想

。

黄

宗英的 《大雁情 》
、

《小木屋 》
,

理由的 《高山与平原 》
、

《依傍 田野的小屋 》
、

《痴情 》
,

陈祖芬

的 《祖国高于一切 》
,

柯岩的 《美的追求者 》
、

《奇异的书简 》
,

邓加荣的 《记人 口 学家马寅

初 》
,

蒋巍的 《大洋的此岸和彼岸 》 等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新形象
,

对于改变人们对知识分子

的偏见
,

形成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的新的社会风尚
,

起了积极的作用
。

此后
,

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人
,

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

报告文学逐渐转向对社会问题的观照和对

现实生活的干预
。

陈祖芬的 《共产党人 》
,

刘宾雁的 《人妖之间》 是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作

品
。

《中国的
“

小皇帝 》
、

《将军的泪 》
、

《阴阳大裂变 》
、

《唐山大地震 》
、

《志愿军战俘记》
、

《走

下神坛的毛泽东 》 等作 品报导 了人民大众关切而又知之不多的真情实况
,

引起人们极大的兴

趣
。

《中国农民的大趋势 》
、

《蓝军司令 》
、

《市场风云录》
、

《世界大串连 》
、

《人 口大爆炸》
、

《中

国老人婚恋面面观 》
、

《多思的年华 》
、

《北京外汇黑市 》
、

《 中国的乞丐群落 》
、

《 中国西部大监

狱 》 等都以全景方式反映了新的社会问题
,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新时期

的报告文学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开放曲折进程的一面镜子
,

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开放得最

鲜艳
、

最灿烂的花朵
。

小平同志对此曾作了充分的肯定
,

他赞誉这些作品
“

能够振奋人民和

青年的革命精神
,

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
,

具有强大鼓舞力量
’ ,④ 。

在

新时期
,

其他的文学样式
,

如诗歌
、

话剧
、

戏曲
、

曲艺
、

儿童文学
,

特别是影视文学
,

都取

得了重要成就
。

新时期文学 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
,

呈现 出一派绚丽多姿
、

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

除了这

一时期各级文艺部门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
“

双百
”

方针以外
,

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放手让

作家们自由竞赛
,

使其作品经受社会
、

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 “

新潮文学
”

中一些作品对性本能

的过分张扬
, “
寻根文学

”

从人的原始本性去探索其深埋的文学意蕴
, “

朦胧诗
”

的玄奥晦涩

等都曾引起过
“

轰动效应
” ,

但热闹过后
,

没有任何行政干预
,

便很快沉寂下去
,

都是文艺 自

身发展规律发挥了作用
。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点时说
: “

我们仍然坚持
`

双百
’

方针
,

坚持

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 自由
,

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
,

不搞任

何运动和
`

大批判
’ 。 ’ ,③有正确的文艺政策

,

按规律办事
,

这是新时期文学繁荣兴盛的最宝贵

的经验之一
。

1 1 8



曾庆元
:

新时期文学的世纪回眸

三
、

新时期文学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

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鼓舞人民群众
,

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神

圣使命
,

新时期文学在这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
。

新时期文学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

与解

放区文学和
“

十七年文学
”

相比
,

首先是
“

新人
”
的范围扩大了

,

除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以外
,

还有平凡朴实的普通人 (如 《人到中年 》 中的眼科医生陆文婷
、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

中的李铜钟等 )
,

获得了现代意识的农民群众 (如 《乡场上 》 的冯么爸
、 “

陈灸生系列小说
”

中

的陈灸生等 )
,

以及在科技领域辛勤耕耘的知识分子 (如有关陈景润
、

李四光
、

周培源
、

茅以

升等人的报告文学 )
。

新时期的英雄人物与以前的文学中的英雄人物相 比
,

其面 目也有 了很大的不同
。

在他们

身上充溢的主要不是理想的英雄主义精神
,

而是对
“

全新事业
”

的执著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生

活态度
。

他们面对的多半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

而是裹缠不清
、

是非不甚分明的陈规陋

习
、

思维定势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

所以
,

新时期文学不可能以铁腕手段
、

快刀斩乱麻的作风

来表现他们的英雄本色
,

而只能在韧性的战斗中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
。

乔光朴是新时期文学

中出现的第一个英雄形象
。

他立志改革
、

果断刚毅
、

有勇有谋
,

但他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去

冲破由历史的惰性和习惯势力编织成的大网的束缚
,

在荆棘丛生的路上努力开拓
、

进击
。

车

蓬宽
、

曾淮 ( 《开拓者 )))
、

解净 ( 《赤橙黄绿青蓝紫 )})
、

牛宏 ( 《锅碗瓢盆交响曲 })) 等被人

们称之为
“

开拓者家族
”
的成员

,

都是有献身精神
、

屡挫屡起
、

业绩斐然的英雄人物
。

但在轰

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
,

他们既要迎接外部势力的挑战
,

又要超越自己
,

慷慨之中又不免透露

出奋袂前行者的悲壮
。

因此
, “
改革者形象系列比

`

十七年
’

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系列

呈现出更饱满的生活 内容
,

更丰富的性格棱面
,

更宽宏的心理空 间
’ ,⑥ 。

与以前文学中的英雄

形象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
,

新时期的英雄人物没有超凡脱俗的色彩
,

不是
“

高
、

大
、

全
”

那

样的完人
。

他们都是普通的人
,

甚至是有缺点
、

毛病的人
。

像 《西线轶事 》 中的刘毛妹
,

就

是一个所谓的
“

后进
”

的青年战士
,

当需要为祖国而献身时
,

她虽然对生命和青春无限留恋
,

但她还是毅然地献出了 自己的一切
。

类似的英雄人物还有 《高山下的花环 》 中的梁三喜
、

《亚

细亚瀑布 》 中的陈隆华
、

《兵车行 》 的上官星等
。

他们并不是天生的英雄
,

甚至在他们完成英

雄壮举前的那一时刻
,

他们都还是普通人
,

是伟大的事业
,

是特定的环境造就了他们
,

使其

显现出平凡人的伟大的一面
。

唯其如此
,

这才是属于群众的英雄
。

新时期英雄形象
,

不仅是

对以往文学 中
“

新人一英雄
”

创作模式的突破
,

也是对传统的
“

英雄观
”

的一个突破
。

在新时期文学 中
, “

社会主义新人
”

的含义
,

是从中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

实际来界定的
。

他可以是乔光朴那样的改革英雄
,

也可以是李铜钟那样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

位的革命圣者
;
他可以是陆文婷那样背着生活的重负

,

勤勤恳恳
、

任劳任怨的普通医生
,

也

可以是冯么爸
、

陈矣生那样在新生活的冲击下
,

开始同传统观念告别的朴实农民
;
他可以是

刘毛妹那样为国捐躯的
“

有缺点的战士
” ,

也可以是陈景润那样近乎傻气的执著追求科学真理

的知识分子
。

因此
, “

社会主义新人
”

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
,

也不是远离群众的先知
,

不

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主义者
,

也不是成熟到能洞察一切的革命家
,

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开始了解

社会主义
,

认定社会主义道路
,

并决心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普通人
。

新时期文学显现的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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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点可以说是现实的人的发现
,

也表明人们对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有 了新的认识
。

四
、

新时期文学突出了文艺的审美娱情作用

新时期文学在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
,

继续强调文艺对人的教育鼓舞作用的同时
,

突出了

文学的审美娱情作用
。

这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

一是新时期文学的艺术性有了普遍的提高
,

出

现 了不少耐读
、

耐看的名篇佳作
;
二是美文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重视

。

新时期文学紧跟时代的发展
,

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
。 “

伤痕文学
”

从揭露
“

文革
”

给人们

心灵造成的创伤到反思
“

文革
”
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 “

改革文学
”

从呼唤改革

到审视改革 自身
; “

知青文学
”

从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转向新生活的向往
、

奋斗
; “

军旅文学
”

对
“

军内无冲突
”

论的突破到对军人个性人格的张扬… …这些既是对生活本质认识不断深化的表

现
,

也是艺术表现手段
、

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

此外
,

作家们用历史眼光
、

从文学视角对现

实生活进行观照
,

不仅给 自己的作品注人了新的意蕴
,

也找到了表现这些意蕴的新的艺术技

巧
。

蒋子龙的 《蛇神 》
、

杨绛的 《洗澡 》
、

冯骥才的 《三寸金莲 》
、

张炜的 《古船 》
、

刘心武的

《钟鼓楼 》
、

王蒙的 《活动变人形 》 等
,

都在艺术技巧上作了成功的尝试
。

如 《钟鼓楼 》 的作

者把饱经沧桑的钟鼓楼看作一个历史老人
,

它总是以关切的 目光注视着京都市民生活 的起伏
、

习俗心理的演变
,

努力从凡人小事中挖掘出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
。

为此
,

作者在结构上着意

经营了一番
,

他将几代人的生活压缩在一个白天的时间内
。

空间则集中在钟鼓楼下
、

四合院

内
。

这种
“

花瓣式
”
的结构

,

实际上是对人物
、

事件作了戏剧化的处理
,

即在高度集中的时

空里来展示纷纭的世态和复杂的性格
,

使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与很强的观赏性
。

所谓
“

美文学
” ,

这里主要是指那些不以重大现实题材为 内容
,

不从政治视角评判生活
,

专意营造艺术氛围
,

着力追求某种艺术趣味的文学作品
。

美文学在新时期产生的原因比较复

杂
,

其中既有对以往文学中过于重视教化作用的反拨
,

也有对当今文坛
“

朦胧后
”
反文学

、

张

扬丑恶的厌恶
; 既有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之后想

“

轻松
”
一下的需要

,

也有人们对诗情画意的

渴求
。

80 年代以后
,

在文坛上蔚成风气的
“
乡土文学

”
可算是美文学的一个重要成果

。

代表作

家是刘绍棠和汪曾祺
。

刘绍棠的小说富于传奇色彩
,

人物性格侠义爽朗
、

古道热肠
,

作品追

求故事情节的腾挪跌宕
,

有浓郁的田 园风格
。

汪曾祺的小说偏重于逸事轶闻的记述
,

在轻描

淡写中表达其中深藏的文化意味
,

人物有天真纯朴的意趣
,

情境有清醇淡泊的美感
,

为文常

在平凡和不经意之处翻出新意
,

十分耐人寻味
。

“

市井文学
”

中有一类以小题材
、

小角度
、

小人物来勾勒世风人情
,

显现时代变化的作品
,

也具有
“

美文学
”
的特点

。

如陆文夫的小说 《小贩世家 》
、

《美食家 》
,

邓友梅的 《话说陶然

亭 》
、

《寻访
“
画儿韩 ,’})

、

《烟壶 》
、

《那五 》
,

冯骥才的 《雕花烟斗 》
、

《神鞭 》 等
。

这类作品往

往将旧闻趣事置于现代生活的环境中来描写
,

在市井的图画中来展示历史与现实的交接
、

新

与旧的碰撞
,

在亦真亦幻
、

似古似今的情境中来揭示极尽世态的众生相
。

市井小说较强的文

学意蕴和较高的艺术品味
,

使它拥有广泛的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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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元
:

新时期文学的世纪回眸

五
、

新时期文学在开放的环境中吸收了外来文化因子
,

创作了不少带有

试验性的文学作品
,

这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来文化对新时期文学的冲击
,

首先表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的重新被引进上
。

西

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西方工业社会到来之后
,

以西方非理性哲学为理论基础
,

表现两次世

界大战后现代文明与人性 的尖锐对立
,

人们失去信仰
,

灵魂无所依傍
,

努力寻找人生家园
,

而

又面临无可逃遁的精神贫困的一种文艺思潮
。

它以前卫
、

先锋的姿态
,

全面地否定文艺的传

统
,

提出了许多令人惶惑不安的艺术主张
,

并以此造成了世界影响
。 “

五四
”

时期
,

中国文艺

界曾翻译
、

介绍过象征主义
、

表现主义
、

未来主义
、

超现实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
。

二

三十年代在创作上还出现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
,

以洪深等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戏

剧
,

以穆时英
、

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小说
。

但都未能成气候
,

那时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家还

不能脱出
“

仿作
”
的栓桔

,

其作品
“
不仅模仿别人而且模仿自己

’ ,⑦ 。

80 年代初期
,

现代主义

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坛上重新掀起波澜
。

先是以朦胧诗的争论发端
,

随后是三个
“
崛起

”
(谢冕

的 《在新的崛起面前 》
、

孙绍振的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
、

徐敬亚的 《崛起的诗群 ))) 开路
,

继而是高行健的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 一书的推波助澜
,

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

现

代主义文艺思潮才形成 了声势
。

作为呼应
,

小说界首先由王蒙以 《蝴蝶 》 等 6 个中短篇小说

显示了实绩
。

这些小说抛开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格局
,

突破了小说以塑造典型形象为 目标的旧

套
,

以一种情绪
、

感受 的渲染来
“

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
”

取得了成功
。

湛容的 《人到 中年 》 以

人物在半清醒状态的意识活动为线索
,

把梦幻与现实
、

理想与愿望交织在一起
,

生动地表现

了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

小说 《懒得离婚 》 中散点透视的结构
,

《减去十岁 》 的荒诞构思
,

《太子村秘密 》 的推理手法都运用得很成功
。

张洁的 《鱼饵 》 以象

征
、

荒诞的手法来描写生活中价值观念的混乱
。

宗璞的 《我是谁 ? 》
、

《蜗居 》 则以夸张的变形

来表现环境与人的对立
。

张辛欣的 《我在哪儿错过你 ? 》
、

《最后的停泊地 》 在意识的流动 中让

个人的苦闷与现实历史发生撞击
。

这些创作上的成功尝试
,

都扩大 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影

响
。

但严格说来
,

这些作品还不是纯粹的
“

现代派
”
的作品

,

其创作倾向基本上还是现实主

义的
。

他们只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现代生活的需要
,

合理而成功地吸收了现代主义文艺的技

巧
、

手法
,

以表现 日趋复杂的社会人生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他们的试验
,

不过是扩大了现实

主义表现生活的能力
,

丰富了描写人物的手段
。 “

实验话剧
” 、 “

探索戏剧
” 《屋外有热流 》

、

《魔方 》
、

《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 》
、

《挂在墙上的老 B 》
、

《潘金莲 》
、

《绝对信号 》 等作品
,

都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戏剧观念
,

给戏剧美学注人了新的内容
,

但在根本上又都没有脱

离传统戏剧的轨道
。

应该肯定
,

这种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因子
,

丰富
、

补充自己的民族文学

的路子是正确的
。

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盲目崇拜
、

刻意模仿相 比较
,

这是

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

在借鉴现代主义文艺观念和技巧方面走得比较远的是所谓
“

城市文化派
”
和

“

人性意识

派
” 、 “

新感觉派
”
和

“

结构主义
” 。 “

城市文学派
”
以刘索拉

、

徐星
、

王朔为代表
,

其作品的

特点是张扬个性主义
,

以讽刺
、

幽默
、

戏谑
、

调侃的笔调
,

来表现一部分以近乎嬉皮士的态

度对待社会人生的城市青年的生活和心态
。

他们的作品对传统
、

理想
、

道德的嘲弄
,

明显地

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认同倾向
。 “

人性意识派
”
的代表作家有王安忆

、

刘恒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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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意识派

”

是新时期文学中主张从社会学观念向人本观念转化的一种文艺思潮
。

他们主张

超越人的社会层面
,

来表现人的本能的潜在力量
,

具有强烈的人性意识
。

这一思潮的产生
,

对
“

文革
”
压抑

、

摧残人性本来具有批判的意义
,

但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观念的影响下
,

他们过

分地看重人的自然属性
,

过分地张扬性本能
,

使他们的探索走到另一极端
。 “

新感觉派
”

在毫

不遮掩地表现人的原始生命力方面
,

可以说是
“

人性意识派
”
的继续和发展

。

其代表人物是

莫言和残雪
。

这一派有影响的作品有 《透明的红萝 卜》
、

《红高粱 》
、

《红蝗 》
、

《污水上的肥皂

泡 》
、

《山上的小屋 》
、

《苍老的浮云 》 等
。

新感觉派对现代主义借鉴得比较成功的地方
,

是以

心理真实显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
,

以时空的任意性来组成灵活 自由的叙述方式
,

随心所欲地

将梦幻变成历史
,

将历史化为现实
,

小说在他们手 中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有生命感觉的载体
。

然

而这一派的作家对现代主义价值观念的吸收似乎多于对艺术技巧的借鉴
。

残雪作品中那种形

而上的超前的焦虑
、

惊恐等感觉显然不是来自生活
,

而是来自西方现代哲学
。

其意蕴使读者

感到生涩
、

难以索解
。

这种
“

本源
”

处的不足
,

注定了
“

新感觉派
”

有限的生命力
。 “

结构主

义
”

的代表作家是马原
、

苏童
、

格非等人
,

主要作品有 《拉萨河的女神 》
、

《冈底斯的诱感 》
、

《大师 》
、

《极地之侧 》
、

《瀚海 》
、

《妻妾成群 》
、

《我的帝王生涯 》 等
。

结构主义者们拒绝对世界

固有本质
、

意义
、

价值
、

目的的确认
,

崇拜感觉的世界
,

认为世界的意义是人感觉到后才赋

予它的
。

从这一点说
, “

结构主义
”
又是

“

新感觉派
”

的延续
。

结构主义小说编织的都是些
“

无所谓的故事
” :

死是无所谓 的
,

爱是无所谓的
,

因而世界是无所谓的
。 “

结构主义
”

对人生

意义的彻底消解
,

表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已经画上一个句号
。

结构主义

甩开了一切社会束缚
,

来突出小说的技巧
,

使小说的叙述达到无所不至
、

无所不能的地步
,

虽

然扩大了小说写作的 自由度
,

但这种近乎玩故事魔方的方法
,

也逐渐使人感到腻味
。 “

现代小

说实验到 了结构主义
,

无论是人本观念还是小说技巧
,

都达到
`

极地
夕 ,

因而一次新的反拨又

不可避免了
。 ’ ,⑧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艺现象
,

它能否在中国扎根立足是一个颇有争议

的问题
。

新潮小说
、

戏剧对它的引进
、

借鉴有成功的经验
,

也有失败的教训
。

文艺界并没有

人在这个问题上匆忙地下结论
,

而是让作品去经受社会
、

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

由艺术规律决

定它们的去留取舍
。

这样做既体现了
“

双百
”

方针的精神
,

也保证了新时期文艺沿着健康的

方向发展
。

新时期文艺绚丽多采
,

灿烂辉煌
,

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最重要的一章
,

它的前景

无比辉煌
。

这一点正如邓小平同志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 中所

说的
“
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

、

争奇斗艳的新阶段
,

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

展

现在我们面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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