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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现实主义征程中的最初足迹

— 沦周立波早期的评论活动和文艺思想

吴 肇 荣

一个作家的成长及其创作上的成就
,

是

多种因素促成的
,

而坚 实的理论修养和思想

基础则往往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条件
。

我国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先驱者鲁迅
、

茅盾等
,

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
,

都有一段不短 的时间

从事理论探索工作
,

为尔后开始的创作活动

作了很好的思想
、

理论的准备
;
就是在创作

生渔开始以后
,

他们也一直不间断地从事革

命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评论工作
,

使其创作活

动有更明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自觉
,

从 而能

取得具有时代高度的创作成就
。

他们是集思

想家
、

理论家与文学家
,

学者
、

作家与战士

于一身的英才和巨匠
,

充分显示 了新兴阶级

革命作家的崭新特色
。

我国革命文学运动的

第二代作家
,

努力继承前辈的这个好传统
。

他们大都重视对革命理论 (包括文艺理论 ) 的

学习和宣传
,

·

注意研究古今中外的文艺思潮

和创作经验
,

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
,

努力创

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

为革命文学的发展作

出重要的贡献
。

周立波就是其中一个颇有代

表性的作家
。

周立波重视革命文艺理论的 学 习 和 宣

传
,

重视文艺评论工作
,

这在他文学活动的

早期就表现 出来
。

周立波的写作生活开始于

一九二八年
,

一九三四年加入
“

左联
”

和党组

织后
,

更是自觉地献身于革命文学事业
。

他

早期的文学活动方面较多
,

当编辑
,

搞翻译
,

写诗和散文
,

并做左联的党团工作
,

但结合

编辑工作从事文艺评论活动
,

则是其最主要

的内容
。

可以说他的革命文学生涯是从评论

活动开始的 , 他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收获和

文艺评论的成果
,

是他最初的文学实绩
,

标

示他一生漫长艰辛的革命现实主义征程的起

步
。

探论周立波早期的评论活动
,

不仅有助

于人们 了解作家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
,

而且

还能向我们今天年轻一代作家提供有益的启

示
。

让他们看看
,

我们老一辈卓有成就的作

家
,

在年轻时是如何开始自己的文学步伐的
,

革命的理论对其成长起了怎样的指引作用
,

从而 自觉地防止和纠正自己轻视理论的思想

偏颇
。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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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年
,

初涉文坛的周

立波
,

在回答《大众文艺》征

询意见的复信—
《 我希望

于
“

大众文艺
”

的》一文中
,

曾这样写道
: “

每期

要发表几篇很精炼很平白的普罗文艺论文
,

把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树立起来
。 ” ①这个对

刊物的希望
,

正道出了他对理论批评之所以

重视的原因及从事这项工作的目 的性 之 所

在
。

加入
“

左联
”

后
,

周立波被组织安排在理

论批评战线工作
,

先后担任《每周文学》 ((( 时

事新报 》副刊 )
、

《 文学界 》
、
《光明》等刊物的

编辑工作
,

并做《 生活知识 》半月刊文艺专栏

的主撰人 , 他也就在这些岗位上辛勤劳作
,

为
“

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
”

的树立尽自己的力

量
。

时值左联后期
,

当时不仅敌我之间思想

理论方面的斗争仍很激烈
,

就是革命文艺队

伍内部
,

对诸如文艺与政治
、

革命的倾向性

与艺术的真实磁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

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

也还在继续进行积

极的探索和热烈的讨论
。

随着革命文学创作

的发展
,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译介
,

以及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
,

左联中后期的评论界对上述理论 问题
,

已从

以前的一般泛论转向以创作方法问题为中心

进行深入的探讨
,

一时社会主义 现 实 主 义

(当时亦称新现实主义
、

革命现实主义
、

无产

阶级的现实主义 ) 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间题
。

周立波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走进评论界的
,

他

的评论活动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和推动
。

他

当时认为
,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上
,

的
“

新现实主义
” ,

应成为
“

普罗文艺的理论

基础
”

的一个重要内容
,

革命文学要尽快提

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

作家们就必须在学习和

掌握这一崭新的创作思想和方法 上 狠 下 功

夫
。

基于这个认识
,

周立波就对革命现实主

义作认真的探索和积极的宣传
,

从而构成了

他早期评论活动的中心内容
。

周立波探索和宣传革命现实主义
,

首先

从文艺与现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入手
,

很注

重对现实主义根本精神的阐述
。

现实主义的

根本精神
,

是面对现实
、

正视现实并真实地

描写现实
,

这是对文艺与现实关系作唯物主

义理解
,

所形成的一种文学观和创作论
。

周

立波为 了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现实主义的根本

精神
,

当时认真学习马列经典作家的唯物论

思想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

并结合我国新文

学运动的实践经验
,

特别是鲁迅
、

茅盾等作

家的创作实绩
,

探究现实主义在创作中的具

体贯彻
。

通过这些学习
,

周立波明确认识到
:

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根源和基础
,

文学只不过

是生活的反映
。

他在一组谈文学的特征和感

染力的论文中
,

批评了当时一些人仅仅把文

学归结为作家个人情与意的产物的观点
,

指

出文学的根基是
“

社会
” ,

文学只不过是
“

用

艺术的书叶记录社会思潮
、

社会运动
” , “

是

实际生活的艺术的反映和认识
” 。

②这 个 观

点
,

在他与苏汉争论作家的主观和社会的客

观关系问题时
,

得到进一步的 发 挥
。

他 在

《理论检讨》
、

《答苏汉先生 》中
,

针对苏汉对

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关系的颠倒
,

反复

论述
.
从表面上看

,

文学作品似乎只是作家

个人
“

灵魂
”

的产物
,

而其实作家的
、

“

思想和

感情
,

由发生到表现
,

一径是社会的东西
, ,

有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

才有作为社会现实的

反映的一定的艺术思想 , 社会现实以及这个

现实中的个人的地位
,

才是
`

艺术家的灵魂
,

的决定的基础
” 。

因此作家头脑中的生 活映

象
,

包括他的幻想
, “

都是从现实出发
,

永远

不脱落现实的根据的东西
” ,

创作
“

只有渗进

现实生活的最深处
” ,
才能达到

“

作家的主观

和社会的客观
”

相一致
,

写出真实反映社会

实情的现实主义作品 , 而
“

以苏坟先生的
`

自

由灵魂
’

去
`

修改
’

客观
,

有谁能够担保他不歪

曲客观
” 。

③ 由于周立波紧紧抓住文艺与现实

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来探讨现实主义的蒸本精

神
,

因而他就能够把从现实生活出发
,

注视

现实本身的
“

矛盾
”

和
“

运动
” ,

真实地描写生

活
,

作为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来强诃
,

明确

指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现实性和真实

性
,

认识和见解是准确的
。 _

周立波不仅从理论上阐述现实主义的根

本精神
,

而且还联系左冀文学在这方面存在

的问题和缺陷
,

展开一系列具体的批评
,

表

现出一个革命批评家的可贵勇气和贵任感
。

我们知道
,

从革命文学倡导到左联成立
,

革

命文学阵营不管在理论宣传上
,

还是在创作

实践上
,

都存在忽视文艺真实性的倾向
。

在

理论上
,

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

文艺反映阶级

意识
,

文艺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作用等
,
宜

传得较多
,

这对于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

原则和坚持革命倾向性
,

很有必要
。

但与此

同时
,

对文学创作从生活 出发
,

文学的真实

性要求
,

文学的认识作用等
,

却有所忽视奋

因而 文艺批评上普遍存在
“

单单用意识的食

进性
”

来
“

解释文学感染力的巨大和长 久
”

④
,

而忽视生活
、

实践对创作的决定性作用
。

在

创作上
,

年轻的左冀作家大都革命热催高瓜
而生活基础薄弱

,

创作往往单纯从配合斗争

形势
,

宣传阶级意识 出发
,

因而较普邀地缺

少生活实感
,

主观脸想色彩较浓
,

高昂的革

命呼唤未能得到相应的艺术体现
。

周立波对



这种情况极为重视
,

认为在革命文学发展初

期
,

,

这种情况尽管在所难免
,

但却必须尽快

克服
,

.

并从创作思想
、

创作方法的高度加以

分析
,
探讨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

,

对于主

观与客观
、

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应取何种态度
,

进一步阐发现实主义根本精神
。

例如
,

他就

多次以蒋光慈等人的创作为例
,

分析脱离客

观现实
,

从主观意念出发的创作倾向的弊病
,

说望这些书的作者
,
在主观上

,

常常是想作为

真正的革命使徒出现
,

…… 但他们大都是小

市民式的主观的理想家
,

他们对于现实的认

识
,

不够防止他们的理想流于空想
” ; “

由于

他们的革命理想没有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

相互钱透
,

而成为生活的本来的 东 西 的 缘

故
” ,

于是
,

尽管
“

他们的确给与了文学一种

新的精神
,

替后来的努力者
,

开辟了一条新

的途径
” ,

但
“

因为生活的不熟悉或艺术的感

动力不足的种种缘故
,

这方面也并没有可以

长期深印人心的巨大的绘卷
” 。

⑤在这里
,

他

明确把熟悉生活
,

艺术描写与生活真实相一

致
,

革命理想与客观现实相渗透
,

一切都要

成为
“

生活的本来的东西
” ,

作为现实主义的

根本要求来强调
,

尖锐指出
, “

表现思想倾

向
,

带主观的勉强性
,

是文艺的失败 的最大

的根源
” ,

作家
“

只有对于现实有深刻的认识
,

对于事件和情境进行仔细的观察和估量
,

使

自己成为现实活动的有机的一部分
,

使自己

的思维和知觉完全和现实一致
” ,

才能真正克

服
“
主观理想化

”

倾向
,

使创作达到现实主义

的高度
。

⑥
`

在探索现实主义根本精神时
,

周立波除

强调面对现实
、

正视现实并真实地描写现实
,

即在反映生活上达到现实性和真实性
,

作为
.

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外
,

还着重阐述

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特殊内涵
,

指出这不是一

般意义的真实性
、

而是通过对生活现象的逼

真描绘
,

达到反映现实某些本质和规律 的真

实性
。

对于这个问题
,

周立波作出过自己很

有独创性的理论概括和表述
,

这就是他认为

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

是艺术描写的

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结合
。

他说
: “

被尊为现实

主义最高峰的巴尔扎克
,

就是以对于社会关

系的实质的深刻的认识见长的
。

有味的是
,

巴尔扎克的理性的思索
,

竟能冲破感情的羁

绊
,

使他的描写成为客观的科学的东西
,

成

为经济学上的可贵的事例
。 ”

⑦他在论述托尔

斯泰等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时
,

也表述过相

类似的见解
。

在周立波看来
,

巴尔扎克
、

托

尔斯泰那种忠于现实
,

并勇于冲破自己某些

不符合生活实际的主观观念的束缚
,

使自己

的艺术描写
“

成为客观的科学的东西
”

的态度

和精神
,

突出地体现了现实主义最根本的特

点
。

这就是说
,

现实主义文学对生活的描写
,

既要达到象客观生活一样的逼真和生动
,

又

要如科学一样反映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
,

揭示一定的生活真理
,

给人 以科 学 性 的 认

识
。

在这里
,

周立波指出
,

两者结合和交融

的关键
,

在于
“

真实深刻地描写现实关系
” ,

因为它是
“

社会矛盾及其发展
”

的体现物 , 只

要作者不把创作的注意力放在缺乏社会性的
“

个人琐事
”

上
,

放在
“

个人的生物学的激动

的要素
”

上⑧
,

而是 以全力去探求
“

对于社会

关系的实质的深刻的认识
”

和反映
·

,

那么他的

艺术表现就能达到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某种程

度的结合
。

周立波的这些论述
,

对于促使当

时一些作家摆脱
“

自我表现
” ,

克服浪漫缔克

幻想
,

走向社会
,

直面人生
,

探求对生活的

本质认识和反映
,

有一定作用 , 他自己也通

过这些理论批评活动
,

在文艺与现实关系问

题上
,

初步树立 了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观念
。

周立波对革命现实主义

的探索和宣传的 另 一个 重

点
,

就是揭示
、

阐述它的革

命性所在
。

我们知道
,

从客观生活出发
,

正

视现实并真实地描写现实作为现实主义的根

本精神
,

只反映了现实主义的一般规律
,

而

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主义又都有其特殊性
。

革命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
,

它

除了具有现实性
、

真实性特征外
,

还有自己

的革命性特征 ; 正是这三者的结合
,

才构成



这种崭新的现实主义
。

周立波在 评 论 活 动

中
,

非常重视对这一点的阐发
。

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
,

主要是在
“

五四
”

文学革命运动中兴起的
。

当时的文学

新兴力量
,

主要是从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

主义文学中饭取现实主义思想
。

由于这个原

因
,

在一些作家头脑里
,

往往容易把十九世

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当作现实主义的标

本
,
不能敏锐察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与它的

区别
,

这实是作家掌握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的一个障碍
。

有感于此
,

周立波在 《 一个巨

人的死》 中
,

专门把巴尔扎克与高尔基进行

对比
,

让人明确两种现实主义的区别
。

他说
:

“

如果说
,

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 》 是不情愿

地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和市民阶级的兴起

的十九世纪法兰西社会
,

那么
,

高尔基的一

切现实主界的著作
,

是十分情愿地描写了地

主和资产阶级的没落和劳动人 民的兴起的二

十世纪俄罗斯社会
, … …

。

如果说
,

巴尔扎

克是无意识地
,
用艺术作了历史的雄伟的概

括
,

并且又无意识地制出了市民社会的剥削

关系的明快的图解
,

那末
,

高尔基在这一方

面
,

是意识地创立 了功勋
。 ”

⑨在他看来
,

高

尔基与巴尔扎克的区别
,

就是新 旧两种现实

主义的区别 , 这种区别
,

既表现在写什么
,

即侧重描写的生活内容上
,

也表现在怎样写
,

即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评价上
。

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现实
,

因

而不 同时代的现实主义
,

就会有不同的
“

写真

实
”

的对象和内容
。

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的

是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

领导人 民展开推

翻旧世界的斗争的新时代
,

那么它的革命新

特色就首先从这个新的描写对象和题材内容

上表现出来
。

周立波把这种情况解释为
“

时

代的特征— 依照乌拉机密尔 (即列宁—
笔者注 ) 的意见— 就是 文学 的 特 征

。 ”

L

从这一理解出发
,

他认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应着重表现无产阶级
、

劳动人民的生活
,

歌

颂他们变革现实
、

推动历史前进 的 实 践 活

动
。

他曾高度评价过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现实

主义先驱者们
“

为人生
”

的文艺思想
,

认为以

备迅为代表的
“

为人生
,

而且要改良人生
”

的

文学主张是
“

无限的严肃和崇高的
” 。

但又指

出 ,
现实发展到当今

,

生活又向现实主义文

学提出了
“

深一层的人类历史的课题
” ,

即要
“

描绘新的更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运 动 以

及这个运动的真正的主角
,

工农大众
”

⑧
,

使
“

为人生
”

的文学有新的现实内容和意义
。

当

抗 日救亡浪潮兴起之时
,

周立波又积极宣传

文学
“

要反映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切斗争情

境
,

描写各种各样的民族英雄
” ,

特别是其
“
主体

”

的
“

劳动大众和他们的斗争生活
” ,

以
“

鼓吹和推动已发与未发的民族革命的斗

争
” 。

L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
,

他高度评价普

迅杂文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

热情称赞郭

沫若
、

茅盾
、

巴金
、

夏衍
、

张天翼
、

沙汀
、

艾

芜
、

欧阳山
、

萧军
、

萧红
、

舒群
、

罗烽
、

端

木蒸良
、

姚雪垠等反映现实矛盾
、

表现人民

斗争生活的作品
,

说这些作品的出现
,

使
“

中

国新文学在发展途中
”

产生了
“

稀有飞跃
” 。

但是他又认为
,

我们描写人民斗争生活的作

品
“

还赶不上时代的需要
” , “

许多现实主义

者
,

只看见 了现实的消极面— 赞如灾难
,

还没有把握现实的光明面— 价如一切形式

的挣扎
” , 说

“

我们渴望作家对于当前飞跃的

现实的迅速的把握
” , “

我们期待着斗争中的

中国的更伟大的叙事诗
” 。

L这些评论对 于扩

大革命文学的影响
,

阐发革命文学新的现实

主义特色
,

起了一定的作用
。

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特色
,

不仅表现在它

的新的描写对象和 题材 内 容上
,

还 表现在

它要求作家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和分析生

活
,

对生活作出合乎社会发展规 律 的 评 价

上
。

周立波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的阐述
。

他

曾这样说过
: “

新的现实主义要看清现实的本

质
,

要看到社会的矛盾与发展
,

… …只有这

样
,

才能执行改造人类思想的最大的使命
,

才能完成新的现实主义的教育 的 任务
”

@
。

他认为
,

要做到这一点
,

作家就必须掌握先

进的世界观
,

用它来指导创作
。

他说
, `
文学



作家是不能超越时代了
,

那么
,

许多伟大的

作家常常作了下一时代的预言
, ..

一这正是
因为艺术家的伟大的眼光看到了现实的本质

的原故
。

他们不仅目击了现实的现状
,

而且

细察了现实的发展
, 不仅看见了今天的光景

,

而且预窥了明日的生长
,

这是要有深刻的思

想的作家
,

才能办到的
。 ”

L所以他多次提醒

作家们注意
,

叮为了桐察现实的现象
,

明辨

历史的动向
,

我们应当熟悉世界和中国的现

势
,

… …并不断地学习人类智慧的最大的成

就— 革命的世界观
。 ”

L周立波 的 这 些论

述
,

实际上触及到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再现

现实的问题
。

在他看来
,

所谓深入分析生活
、

正确评价生活
,

就是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上
,

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生活
,

揭示它的内在矛

盾及其发展趋势
,

使之不但说明现在
,

也预

示未来
。

为了说明世界观对创作的重大影响
,

说

明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评价
,

往往是决定他

走什么创作道路
、

坚持什么创作方法的一个

重要因素
,

周立波研究了一系列外国作家
,

特别是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些外国作家的

创作历程
,

从中发掘于我们有益 的 经 验 教

训
。

他首先评述高尔基的创作历程
,

说高尔

基
“

发表了他的处女作《 马卡尔
·

楚德拉 》 以

后
,

……开始了他的创作前期的革命浪漫主

义活动
。 ”

后来
, “

他认识了
`

真正的人间
, ,

并

不在这里— 并不在这些浮浪者中间
,

他一

定要从产业无产者之中去找这种新的人格 ,

《夜店 》 的剧本
,

最明白地表露了这种新认

识
,

表明了他和浮浪人诀别的新意识
”

0
,

这

时他才坚实地走上了新的
,

即后来称之为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

周立波还考察

了法国作家巴比塞的创作发展
,

说它经历了

《地狱 》
、

《火线下》
、

《光明》三个时期
; “

到了

《光明》时代的 巴比塞
,

已经看清了世界的光

明方向
,

已经更进一步完全站在劳动者群众

的最前列
” ,

其创作才闪现出新的现实主义光

彩
。

L周立波又分析过相反的情况
,

他说爱

尔兰作家乔易
r

斯
,

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

新时代
,

他
“

抓不住人间的本质
,

看不出人

民大众的最根本的契机
,

不理解发展的基本

线索
,

更不知道世界的动向
” ,

因而他的创作

也就
“

与文学应当有新鲜的内容和崇高的目

的相违反
” 。

L在这里
,

周立波明确指 出革命

现实主义作家必须
“

完全站在劳动者群众的

最前列
” ,

必须抓住
“

人间的本质
” ,

必须理解

社会矛盾
“

发展的基本线索
” ,

必须把握
“

世

界的动向
” ,

一句话
,

就是必须对生活及其发

展作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评价
,

这

就把革命现实主义另一个新特色栩述得更具

体更明晰
。

正是这些新特色的作用
,

才使新

现实主义文学有巨大的革命作用
。

周 立波的

这些理论思考
,

为他确立为革命为人民服务

的文艺思想
,

奠定了最初 的基础
。

卜~ 一 J

·

周立波是一个很懂艺术

规律
,

重视文艺特征的批评

家
。

他探讨革命现实主义的

现实性
、

真实性和革命性要求
,

都是从文艺的

特点出发
,

而最后又落脚到文艺创作的实践

上
。

从文艺创作的实践出发
,

现实主义的中

心环节
,

就是创造艺术典型
。

正因为艺术典

型的创造
,

体现了现实主义对于作品思想内

容深刻程度的要求和作品艺术形式完美程度

的要求
,

是达到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再现的

手段
,

所以周立波对典型性问题也十分重视
,

说
“

典型的创造是一切文学的一 个最 大 任

务
” , “

表现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这种
`

微妙

的
、

很难捉摸的
、

若有若无的特征
, ,

是新的

现实主义者的最大的任务
” 。

L

周立波认真考察了当时革命文学在塑造

典型方面的现状
,

尖锐地指出
, “

我们的前

面
,

正摆着一个富饶无比的现实
,

我们正可

以塑造英雄的
、

前进的
,

或者没落的许多典

型
。

然而我们的文学
,

除了阿 Q 以外
,

再找

不出第二个典型
。 ”

@ 话虽然说过了一点
,

但

也确实道出了当时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的薄弱

环节
。

革命文学要提高自己的现 实 主 义 水

平
,

必须在典型创造上有所突进
,
而要塑造

成功的艺术典型
,

除加强对生活的熟悉和理



解外
,

重要的一条
,

就是要把握典型的美学

特征及其创作规律
。

对于这个重要问题
,

周

立波作过比较精细的研究
,

并在 《文学中的

典型人物 》@ 一文中
,

作了精辟的阐述
。

他认

为典型人物有如下四大特征
:
一

、 “

典型人

物不是抽象的
,

理想的
,

典型人物的生产过

程
,

是精密的科学过程
。

……在这里去概括

一切不同范畴的人类的抽象的企 图
,

固然不

会成功
,

而一切太依作者的理想的努力
,

也

常常成了失败
。 ”

二
、 “

典型的不是现成的
,

现

成的只是一些散漫而暗晦的典型的因素
。

在

这里
,

我们要极力反对把文艺家当作照相机

的理论
。

… … 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
,

他们常常把那一时代正在生长 的典型和行将

破灭的典型预报于大众
,

…… 而文艺的最大

的社会价值
,

也就在此
。 ”

三
、 “

典型的不是偶

然的
,

许多作家常常抓住一些偶然事件中的

个别人物
,

作为典型
。

这样的描写
,

常常不

但要失去艺术的普泛性
,

在典型的社会环境

中找不到它的根底
,

而且因为这样
,

一定抓

不住时代的本质
,

触不到时代的动向
,

在社

会意义上是很少价值的
。

我们应当从广大的

民众中塑造我们时代的积极的典型
,

从许多

上层的社会层中塑造否定的典型
,

…… 把我

们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连贯起来
,

造成我们

的文学典型
,

这才是不朽的典型
。 ”

四
、 “

典型

的不是单纯的
,

许多作家常常把典型人物写

成单纯的
,

机械的东西
。

… …现实中的人物
,

是饱含极复杂的矛盾的
,

而且
,

只有体现着

这极复杂的矛盾的典型
,

才有极大的艺术价

值
,

才有极大的社会意义的
。 ”

这四条就构成

了他典型论的体系
。

在这里
,

他首先是从反

映社会动向
、

揭示时代本质
,

使艺术获得巨

大社会价值的角度来探讨典型问题的
,

把典

型与时代的关系提到突出的地位
。

这就抓住

了革命现实主义典型观的核心
,

使之与旧现

实主义的典型论划清了界限
。

也正是从这一

基点出发
,

他才明确提出塑造一个时代正在

生长的积极典型和行将破灭的没落典型
,

以

反映现实的革命发展
,

是革命文学的紧迫任

务
。

其次
,

他是用辩证的观点考察典型诸特

征的相互关系
,

指出典型来自生活
,

是真实

具体的
,

而不是抽象的
,
但又不是现成事实

的抄录
,

而应是作家对实生活进行集中
、

概

括的结果 , 这种集中概括是使生活矛盾趋于

本质化同时趋于个性化的过程
,

决不能是一

种消融生活复杂性
、

磨平生活矛盾的纯化净

化过程
,

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典型的美学特征

及其创作规律
。

周立波还通过一系列作品评论
,

探讨了

典型创造过程中的具体艺术表 现 问 题
。

第

一
,

他强调创造艺术典型
,

是作家创作活动

的中心点 , 作家的一切艺术才华
,

所展开的

一切艺术描写
,

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
,

否 则

就没有意义
。

例如
,

他曾评论艾芜的 《 欧洲

的风》是
“

最惹 目的
” , “

令人神往
” , “

作者显

现了对于 自然描写的优美能力
” ,

但对其
“

不

能作成典型性格的缺点
” ,

很感遗憾 , 在评论

《冬天到春天》时
,

说其艺术描写很生动
,

但

又指出它
“

写了人物的兽性冲动
,

带有色情

狂的苍白的面孔
,

这是不是现实中的典型
,

是很成问题的
” 。

第二
,

他强调创造典型
,

是

一个发掘和反映生活本质的问题
,

因此在创

作上要精心处理好情节的奇巧和 生 活 的 必

然
、

追求作品思想的积极性和对生活真实描

写的关系
。

一些作者常常不顾生活本身的逻

辑
,

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巧妙
,

以取悦读者
;

或仅仅为了满足一些读者的心理要求
,

人为

地制造不符合生活情理的
“

积极
”

结局和
“

光

明尾巴
” ,

这些都是违反艺术典型化原则的
。

他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 》一文中
,

结合作品详细地分析了这类问 题
。

如 指 出
“

舒群的风格很明朗
,

朴素
,

却缺少含蓄
,

并不深湛
。

他最注意情节
,

……为了要把生

活装进一个框子里
,

常常会把它写成种种奇

遇和巧合
。

奇遇和巧合在人生中当然可能发

生
,

但常常不是普遍的
,

描写它
,

很难创造

时代的典型
。 ”

又说宋之的的 《 粤粟花开的时

候 》中的
“

三娃子
· ·

一把一个横蛮无理的禁烟
委员杀死了

,

给了读者一种道德上的满足
,



但反而冲淡了读者对三娃子所受的剥削与压

迫的同情
。 · ·

… 峨县粟花开的时候》里的禁烟

委员和姚雪垠的《碉堡风波》里的碉堡委员是

同样的人物
,

但我们也许更恨碉堡委员
,

因

为他还活着
,

还可以作无穷的恶
” 。

从这个

对比分析中
,

我们不难看 出周立波的见解和

主张
。

第三
,

他强调典型创造不仅要 以生活

为基础
,

从生活实际出发
,

真实地反映生活
,

更需要对生活有新的开拓和发现
,

艺术表现

上有新的创造
。

如他对端木蒸 良在 《遥远的

风砂 》 里创造了黑煤子这个独特的典型
,

颇

为称赞
,

说它
“

不但描写了塞外的景色和风

习
,

… …最使人难忘的
,

是作者创造了一个

在中国文学里不常出现的土匪的 典 型 的性

格
。

黑煤子是一个带领收编的人们去收编土

匪队伍的土匪
。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

有许多的缺点
,

却又有莫大的力
。

他的一切

性情
,

都是他的生活所铸造
,

都是那么 自然

的东西
。

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
,

常常很

单纯
。

《遥远的风砂 》的作者创造了一个复杂

的典型的性格
” ,

很值得重视
。

这些评论不仅

切中当时创作中的弊病
,

而且对人们理解和

掌握现实主义典型观
,

很有启发意义
。

这就是老作家周立波在漫长的文学道路

上
,

即艰辛的革命现实主义征程中留下的最

初足迹
。

我们从他这一段行程可 以看出
,

作家

在自己文学活动的早期
,

通过理论探索和批

评活动
,

已树立了为人生为革命的现实主义

思想
,

在众多的文学道路面前
,

作了一次方

向性的选择
,

为自己一生的文学活动开了一

个好头— 朝着革命现实主义方 向进 行追

求
。

他在这些理论批评 活动中
,

认定生活是

文艺的源泉和创作的基础
;
真实地描写现实

生活
,

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准则 , 通过创

造艺术典型反映现实的革命发展
,

是新现实

主义对创作的根本要求
,

奠定了他文艺思想

的现实主义基础
。

当然这些认识还只是初步

的
,

还缺乏深入坚实的思考和探论
,

特别是

对怎样才能实践革命现实主义这 一 重 要 间

题
, 还认识不够明确

,
尚不能理解作家深入

人民斗争实践
,

获得人 民大众的思想感情
,

是实践革命现实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

当他尔

后经过抗日战争生活的锻炼和延安整风的教

育
,

在学习马列和深入群众的过程中
,

上述

思想幼嫩的弱点就得到很好的克服
,

革命现

实主义思想也就锤炼得更为坚实
,

从而开辟

了文学活动的新阶段
。

’

注释
:

① 见 《大众文艺》第四期
,

1 93。年 5 月
。

② 见周立波《怎样看小说》
、

《文艺的特征》
,

载《读书生活 》第二卷二
、

六期
。

③ 周立波《理论检讨》
,

《大美晚报》 , 1 9 35年

6 月 1 7日
。

④L 周立波《文学的感染力》
,

《读书生活》二

卷五期
。

⑤ 周 立波《中国文学的新发展》
,

《光明》第一

卷
。

⑥⑦ 周立波《文艺的特征》
,

《读书生活》二卷

二期
。

⑧⑧ 周立波《选择 》
,

《读书生活》二卷十期
。

⑨L 周立波《一个巨人的死 》
,

《光明》一卷第

二号
。

L 周立波《为
“
国防文学的 民族性问题

,
答周

楞伽先生 》 ,

《生活知识 》二卷四期
。

@ 周立波《我们应该写什么》
,

《读书生活 》四

卷一期
。

@L 周立波《我们现在的文学 》
,

《读书生活 》

三卷七期
。

L 周立波 《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

《一

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
,

《读书生活》三卷二期
、

《光明》二卷第二号
。

L 周立波《悼巴比塞 》
,

《时事新报 》 1 9 35 年 9

月 1 日
。

L 周立波 《詹姆斯
`

·

乔易斯》
,

《 申报
·

自由

谈》 1 9 3 5年 5 月 6 日
。

L
`

周立波《观察》
,

《读书生活》二卷八期
。

L@ 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
,

《大晚报冷

1 9 34年 1 2月 3 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