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九八五年第五明

论 超 现 实 主 义

张 延 风

什么是超 现实主义 ?

有人说它是垂死的资产 阶级恶梦
,

有人说它是

现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
有 的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

,

有的把它捧上诗坛的宝座
。

要想 比较准确地认识它
,

评价它
,

必须认真地

研究它
。

一
、

文学史上独特的单元

任何一部法 国二十世纪文学史都记载着
,

在二

十

—
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在法国诗坛 和画坛上赫

赫扬扬
,

不可一世
,

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电影和广

播
。

同时代的其他流派与之相 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

虽然二次大战后它逐渐失去势头
,

但直到现在我们

仍感 觉到它的余波
。

如 同不 了解浪丧
尸

主义戏剧就不

了解于九 世纪文学 一样
,

不认识超现实主义就无法

理解二十世纪文学
。

超现实主 义运动是法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独特

的单元
,

它有许多特点
。

首先
,

这是一次有理论
、

有纲领
、

有组织的文

化运动
。

1 91 9年布勒东
、

路 易
·

阿拉贡
、

菲利普
·

苏波

组织
一

了超现实主义小组
,

并且创办了 自己的杂志《文

学 》
,

1 9 2 0年在上面发表 了第一篇超现实主义的作品

《磁场 》
。

1 9 2 4年该运动的宪章 《超现实 主义 的第一

号宣言》发表如同在文坛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

立刻

在大西洋两岸引起连锁反应
,

从此超现实主义运动

就象滚 滚的春潮
,

一发而不可收 了
。

超现实主义有

自己的领 导机构
“

超现实主义研究室
, ,

办 公地设在

巴 黎格雷内尔大街十五号
。

机关刊物叫 《超现实主

义革命》 (系《文学》杂志改名 )
,
1 9 3。年布勒东在上面

发表了《超现实主义的第二
一

号宣言》 ,

把该运动推向

新的高潮
。

象雅典娜一 出
一

世就盔胃齐全一样
,

超现实主义

运动几乎 一 诞生就具备了一个成熟的文学运动的基

本形态
。

它是先有组织后拉队伍
,

先有宣言后有行

动
,

先有理论后按理论创作
。

(按
:

绝大部分超现

实主义者是在宣言发表后才开始创作的
。

) 它不 象

“
自然

”
产生的

, 、

倒象是
“
人造

,
的

。

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另 一个特点是人多势众
,

规

模巨大
。 “

在安德烈
·

布勒东的号召下
,

这个运动聚

集了各类的作家
、

诗人和艺术家
,

其中包括保尔
·

艾 吕雅
、

罗 贝尔
·

德斯诺斯
、

邦雅曼
·

佩香
、

勒内
·

克勒韦尔
、

马克斯
·

恩斯特
、

罗歇
·

维持拉克
、

安

托南
.

阿尔托
、

乔治
·

于涅
、

勒内
.

夏尔
、

萨尔 瓦

多
·

达利
、

米歇 尔
·

莱里
、

雷蒙
.

格诺
、

雅克
·

杏

鲁韦尔
。 ”

①根据 《当代法 国文学词典 》记载
,

与超现

实主义有密切联系 的诗人就达二十多名
。

这还不包

括美国
、

德国
、

意大利
、

罗马 尼亚
、

波兰等国的超

现实主义者
。

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

超现实主义 也是一次横跨文学和艺术两大领域

的文化运 动
。

它 以同一种理论
,

同一种创作方法
,

几乎同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开创了新时期
。

有很

多人 既是诗人又是画家
,

这在艺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十九世纪名画家德洛克 罗瓦和席里柯曾把浪漫主 义

的创作原则运用到绘画中
,

为人类献出了不朽的作

品
。

但是浪漫主义的旗手雨果不但没有和他们联合

反而大加指责
。

超现实主义者都有意识地把两 寿结

合起来
。

1 9 2 8年布勒东发表了 《超现实主义和绘幽 》 ,

在二
·

三十年代他们多次举 办美展
,

1 9 3 8年还举办

了国际展览
。

著名诗人为展览作序
,

写评论
,

梅次

展览都成为影响深远 的超现实主义盛会
,

为 大西洋

两岸所瞩 目
。

根据 《国际艺术词典》统计
,

包括 毕 lj1J

索在 内的三十多名 画家参加过这一 运动
。

除欧 洲各

国外
,

亚洲
、

南北美洲都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踪

迹
。

我们所熟悉的布勒东
、

阿拉贡
、

艾 吕雅
,

艺术

界所熟知的米洛
、

达利都是 廿世纪最重要的文人

这些灿如群星的诗人画家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

掀起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的第一次高潮
,

.

这就

是超现实主义运动最基本的历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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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 义既是一场文化运动又是一场政治运

动
。

法国历史上文学 家参予政治的著名人物是雨果

和斯达尔夫人
,

但他们常常是孤军奋战
。

超现实主

义作为一个运动从一 开始就宣告
“
要 改变人生

” ,

要

制定
“
新的人权宣言

”
。 “

革命
”
是这个运动最喜欢用

的词
。

例如
, 《文学》被改名为 《超现实主义革命肠

1 9 3。年又新办了《超现实主义为革命服务 》杂志
;
布

勒东曾发表过一篇名为 《革命第一
,

永远革命 》大作
。

这个运动的许多人曾参加过共产党
,

加入过 抵抗法

西斯运动
,

有的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如 德 斯 诺

斯
。

综上所述
,

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二 十世 纪法 国文

化生活中最引人 注目的现象
,

我们理应重视它
、

研

究 它
。

但实际上
,

由于极
“
左

”
思潮 的影响

,

我国文

艺 批评界长期 以来视其为禁区
,

谈
“
超

,
变色

。

由于

对超现实主义者的一些理 论和 口号不赞成
,

人们往

往轻率地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

往往扣上
“
资产 阶

级腐朽文化
”
的帽子

。

另外
,

也是由于资料太少
,

隔

绝太久
,

以及诗歌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译性
,

也使得

研究工作步履艰难
。

这个运动诞生 已六十年了 (从布勒东发表《超现

实主义一号宣言 》算起 )
,

西方对它的评述可谓汗牛

充栋
、

良芳混杂
。

许多资产阶级批评家并不识它的

`
庐山真面 目

”
。

有的人别有用 心地把超现实主义捧

上了夭
,

把一个活泼泼的文学 生命装扮成一具超凡

绝世
,

不食人间烟火的
“
怪胎

” ,

这只能是
“
捧杀

”
。

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

我们

要 以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南
,

在详细占有资科

的基础上
,

进行全面 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
,

并以此

为 出发点
,

正 确认识和 评价法国当代文学
,

深入了

解在现代 社会中文学和艺术发展的特点
,

从而为我

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

有所启迪
。

二
、

超现实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许多书上说布勒东和 阿拉贡吸取了达达派的叛

逆精神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精髓 才
“
创造

万了超

现实主义
,

因此
,

超现实主义是几个文学家和哲学

家的
`
思维

”
的产物

。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 确实
,

布勒

东 等人在发起超现实主义运动中起过 巨大的作用
,

达达派和精神分析说是超现实主义理论 的 两 个 来

源
。

但是
,

仅仅这样认识是不够的
,

如果绝对化
,

把它看成几个人活动的产物
,

则更错了
。

实际上
,

超现实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

可 以说没有这次大战就不会有超现实主义
。

大战后
,

如果不是由布勒东发起
,

也会有别人发起
。

而这一

次世界大战又是历史发展 的一个阶段
,

所以超现实

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

恩格斯说过
: “
一种社

会活动
,

一系列社会过程
,

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控

制
,

愈是越出他们 支配的范围
,

愈是显得受纯粹的

偶然性的摆布
,

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 以自然

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 ,

②

历 时四年的第 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

空前浩劫
。 “
协约国 出兵四千万人

,

中欧列强二千万

人

—
总数六千万人 ! 在这 巨大的数字中

,

几乎有

九百万人丧失 了生命
,

二千万人受伤
, ·

.. … 还应加

上成千上万的平 民

—
男子

、

妇 女和儿童

—
在饥

饿
、

疾病和暴行中死亡
。 ” ③战后欧洲列 国 元 气 大

伤
, “
生活费用到处上涨 有 些国家

、

政府 已频于破

产
,

人 民尤其穷困 已极
” ④残酷的现实使一部分敏

感的知识分子对整个资本主 义制度产生了怀疑
。

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之 日起就不断 有 人 批 月

它
。

但是
,

除了象欧仁
·

鲍迪埃这样的无 产阶级诗

人外
,

大部分文人对资产阶级民主 自由
、

人道主 义
、

理性主义和科学文化 还抱有幻想
。

即使象雨果
、

左

拉这样的作家也莫能例外
。

然而
,

这一次世界大战

全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
、

非人道和腐朽
。

在战争废墟面前人们对一切都绝望 了
。

这个世界再

也不是理 想中的千年王国了
。

最典型的结论莫过于

法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
“
官方

”
诗人瓦莱里的一 句哀

叹 了
: “
我们文明人

,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会死的
。 ”
全

面绝望 导致了全面否定
。

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派

最信奉笛卡尔的一句话
“

我甚至不愿意知道
,

在我以

前还有人存在过
。 ”
正是在这失望到绝望的气金中

,

超现实主义爱出了他们的振聋发破的呐喊
。

超 现实

主义揭露资产阶级
“
在文明的幌子下

,

借口进步
,

所

有被正 确地 或错误地视为幻想或迷信的东西都 置之

脑后
,
一 切不合惯例的探 求真理 的努力 都 受 到 排

斥
。 ” ⑤超现实主义还象法 国人最引为自豪 的 文 学

和艺术发动 了猛烈进攻
。

在 《宣言》中布勒东嘲笑传

统小说
。 `
它们的每一个说 明都有一些随机应变而又

是徒劳无益的独特性
,

这使我想到它们简直拿我来

开心
。 ”
他 喝令

, “

当人们不再 去感觉时
,

我要叫人 闭

咀
。 ”
这种全面否定当然是缺乏辩证法的表现

,

但是

在战后那万马齐暗的黑暗年代
,

有一伙年轻人敢于

站出来
,

彻底否定被资产 阶级奉为天经地义的伦理

常纲
,

文化典籍
,

这毕竟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举动
。

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 以后
,

科学和技术突飞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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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
。

大战前阿波利奈尔
,

桑德拉就在诗中描写 了工业化的都市
,

现代 化的交

通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

这种题材的突破充分证明

了马克思论断 的正 确性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 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
、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

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

相反
,

是人们的社

会存在决定人佩的意识
冲⑥二十世纪初

,

科学在人的

大脑和思维研究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

俄国巴甫洛夫

的条件反射学
,

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是两

大学派
。

它们都试图揭开千百年来人们久思不得其

解的奥妙—
人的思维

。

他们的研究有的是颇有成

效的
,

有的是幼稚的
,

有的甚至是错误 的
,

例如弗

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根本动力是性欲
。

但他们对于

人 的大脑机能与思维之 间关系的研究
,

毕竞是人类

认识自我的一大进步
。

他们的成就当然引起了人们

的注意
。 “
诗歌是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

”

⑦
,

诗人为什

么感情特别强烈
,

灵感特别迅疾
,

想象特别丰富
, _

这是人们多年来探索的问题
,

那么当科学初步揭示

这一奥秘时
,

人们怎么能不 向科学求教呢 ? 如同现

在人们研究计算机写作 和画画 一 样
,

布勒东等人把

精神分析说应用到诗歌和美术创作中
,

想不断
“
制

造
”

灵感
,

让形象
“
自行插翼而来

’ ,

从而打开一条创

作 的新路子来
。

可 以说
,

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分析说

为武器来和旧 世界对抗同时
,

以这一学说为工具来

创造
“
新世界

, 。

事实也表明西方的戏剧
、

小说后来

也 陆陆续续走上 了否定传统的路子
。

这一演变的社

会
、

历史原因基本相同
,

不同的是诗歌由于启身的

特点变得早些
,

戏剧 和小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后才开始变化
。

三
、

超现实主义和共产主义

人们也许会问
,

为什么超现实主义一开始不接

受马列主义呢? 答案仍要通过研究法国社会才能找

到
。

马列 主义的传播和 接受必须有一定的社会条件
。

中国距俄国革命中心彼得堡虽 有万里之遥
,

但由于

革命的条件成熟 了
,

马列主义就能迅速生根
、

开花
、

结果
。

一次大战后的法国虽然满目废墟
,

百业萧条
。

但法国大资产 阶级取得了战争 的
“
胜利

, ,

在凡尔赛

分 赃会议上又得到 巨大利益
,

社会各种基本矛盾 尚

没有激化到爆发革命的程度
。

俄国革命的胜利暂时

还没有造成马列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大传播
。

所以
,

在大战后的最初几年
,

法国知识界出现了暂时的思

想典空
。

传统观念被抛弃了
,

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

思想也破产了
,

知识分子苦闷得很
。

于是激进的知

识分子只好向弗洛伊德的学说寻找武器
。

但这个学

说绝不是革命的思想
,

其严重的缺陷从一开始就是

超现实主义留下的致命弱点
。

历史发展到二十年代中期
,

苏联革命和建设的

胜利象初升的太阳光照人间
,

马列主义 突破资产阶

级的封锁在法国传播开来
。

1 9 2 4年法共成立了
.

超

现实主义运动中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不满足 于被精

神分析说牵着鼻子走
。

面对着世界上革命和反革命
、

民主和法西斯的日趋激烈的斗争
,

他们无法整天沉

浸在
“
梦幻写作

’
之中

,

他们要走向社会
,

切切实实

地进行社会革命
。

于是
,

马列主义被一部分超现实

主义者接受
,

也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

先是阿拉贡
,

接着是布勒东和艾 吕雅加入了法共
。

这一行动 引起

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分裂
,

在法国掀起了一

股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的热潮
。

当一个大的思潮席卷着社会时
,

常常鱼龙混杂
,

泥沙俱下
。

但随着斗争的 日益深入
,

不同立场
、

不

同目的的人就会分化
。

布勒东从不肯放弃自己的资

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

他也从没有真正站在工人阶

级一边
。

他谈革命犹如
“
叶公好龙

” 。

布勒东宣称
’

“
我们接受了过去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

,

超现实主义

者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
,

它一 贯把这笔遗产用在推翻

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中
。

我们认为
,

为此目的
,

我

们过去必须而且现在仍然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
,

谨

防中断我们 的研究
,

继续作为化学家和其他各种技

术专家而当然不是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去从事这些

研究
。

如果转而从事所谓
`

无产阶级
’

的诗歌和艺术

创作
,

我们不 同意
。 ”

⑧他终于在 19 3 5年退 出法共
,

1 9 3 8年旅行墨西 哥
,

会见 了托洛茨基
,

尔后组织 了

《 国际独立革命艺术联盟》
。

终于导致了超现实主义

运动的第二次分化
。

这次分化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列

宁的英 明论断
:

无产阶级经常把不十分彻底的
,

不

十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
,

不 十分正确的个别分
一

子或

流派吸收到 自己党 内来
,

可是又同样经常按期清洗

自己的党
。 ”

这种分化在民族矛 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又可以

转化为联合
。

在 二次大战中
,

爱国诗人奋起反抗德

寇的占领
,

迅速组织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中
。

阿

拉贡和艾吕雅是主将
,

布勒东
、

德斯诺斯
、

雅各布
,

直到瓦莱里和佩斯都以不 同形式参 加 到 抗 战文学

中 诗歌由于感情充沛
、

号 召力强
,

便于书写和传

播
,

成为文学战线上的轻骑兵
,

是抗战文学的主要

武 器 艾 吕稚那脍炙人 口的名诗
“
自由

”
被 印 成 传



单
,

舌片似地散发在敌占区
,

流传在游击队营地
,

鼓午了成千上万善 良的人们
,

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

佳话

事实一 再证明
,

即使是现代派诗人
,

也不是与

世隔绝的
“

隐士
” , “
文学 只是社会的反映

,

文学家只

是 社会的喉舌
,
只有因社会的变动

,

而后影响于思

想
,

因思想的变化
,

而后影响于文学
, 。

⑨

四
、

超现实主义的创作观

前面三部分分析了超现实主义 的产生 的社会 根

源
、

它 的特点和演变
。

这一部分着重研究超现实主

义文学理论的得失
。

对于超现实主义
,

布勒东所下 的定义是
: “
超 现

实主义
,

名词
。

纯粹的精神的无意识 活动
。

人们凭

借它
,

用 口头
、

书面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实

过程
。

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又没有任何美学或道
二

德的成见时
,

思想的自由活动
。

L
每
他还补充道

: “
超

现 实主义认为
,

过去被忽视的某些联想形式具有很

大的真实性
,

相信变幻无所不能
,

相信思想活动能

不带偏见
。

超现实主义最终废除一切其他心理机械

论
,

取而代 之
,

以解决生活中的主要向题
。 ”

⑧

这段话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 1

.

超现实主义要

思想摆脱一切理性
、

意识
、

美学和道德的束缚
,

能

自由活动
。

2
.

某些联 想形式
、

梦幻就是这种纯粹 的

精神活动
, “
具有很大的真实性

” ,

它超越 了传统的

现实
,

因此叫超现实
。

3
.

超现实主义还是要
“
用 口头

、

书面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实过 程
。 ”

这 里
,

关键的问题是思想能否摆脱一切束缚
,

梦幻和联想是否算摆脱 了束缚的纯粹的精神 活动
。

稍有一点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人都知道
,

人是各种

社会关系的总和
,

在阶级社会里
,

各种思想都摆脱

不 了它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客观环境
。

哲学和心理学

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
,

人的精神 活动 归根到底是客

观世界在人的大脑的反映和加工
,

梦不过是思的延

仲和变形
。

很久以前
,

古人就正确地指出
: 日有所

思
,

夜有所梦
。

布勒东要反其道而行之
,

不就 和拔

着自己的头发 飞到月球上去一样荒谬 吗 ! 说穿 了
,

这 不过 是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变种
。

布勒东就象

东方的佛教徒一样
,

妄想六根皆净
,

就 可 神 游 六

合
。

古今中外有谁能做到 ?

那么
,

是不是布勒东 的理论就毫无可取之处了

呢 ? 马列主义有一条基本原则
,

对任何具体问题
,

都要做具体分析
。 ,

对超现实主义的研究也同样不能

脱离 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

在一 个社会中
,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 以全社

会意识形态面 貌出现的
。

本世纪初 法国文坛弥漫着

资产阶级的腐朽臭气
,

毒害着人们 的心灵
。

大资产

阶级控制 了官方的出版界和批评界
,

把生动活泼的

文艺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
,

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
,

扼杀新生力量
。

我们从对大雕塑家罗丹的不公 书待

遇就可见 一斑
。

此时
,

超现实主义号召摆脱理性的

控制
,

美学和道德的成见
,

以及一切其他的心理机

械论
,

虽 然有不分青红皂 白之过
,

但首当其 冲遭到

攻击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意识 形态和道德规范
。

这不

能不说是对腐朽的资产 阶级文化的一个挑战
,

对新

生力量 的一个鼓舞
。

阿拉贡
、

艾 吕雅等一批年青的

革命诗人积极拥护这个理论 的基本原因就在这爪
〕

梦幻和无意识写作是超现实主义的两大法宝

我们 前面 已指 出了超 现实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

主 义认识
,

为了更全面地 了解 了解超 现实主义
,

我

们不妨再引一段布勒东更为详细的论述
: “
做梦和无

意识 写作 是心灵活动的产 物
。

如果这些心灵 活动的

产物尽量与表达心声的意 愿分开
,

尽量减少 随时准

备当制动器的责任观念
,

尽量避免为
`

智力的被功

生活
’

以外的东西所控制
,

那么这些产物就会具有下

列优点
: 只有这些产物能为在艺术领域里奇怪地变

得无能的那群批评家
,

提供鉴定庄重文体的素材
;

它们允许对抒情作品的评价标准普遍 进 行 重 新 分

类 , 它们提供了一 把钥匙
,

用以无限期地不断打开

那只装着无数抽屉的
,

叫做
`

人
’

的箱子
;
这样

,

当

他在黑暗里撞见 外面
_

L 了锁的
`

彼岸世界
’
之门

,

现

实之门
、

理性之门
、

天才之门和爱情之 门的时候
,

就好劝阻他不要为 了自我保存而向后转 了
。 , L布勒

东告诉我们
,

梦幻和无意 识创作由于摆脱了束缚
,

就能帮助人写 出惊人的作品
,

这 些作品能使文艺批

评大开眼界
,

使抒情作品的评价标准发生 巨大变化
。

更重要 的是它们揭示了封闭着的人心世界 布勒东

还认为有无灵感是创作成败的关键
,

做梦和无意识

创作就是不断
“

制造
”
灵感

“
超现实主 义 目 前和将

来最可贵的 目标必须是人为地再 现那个 理 想 的 时

刻
:

在那个时刻
,

完全受某种感情支配的人突然为
`

强于 自 己者
’

所吸住
,

身体虽然不动
,

人却被投人

永存中去了
。 ”

L
“
灵感井的来撰去脉是千百年来人们纷争不休的

一个问题
,

本文不打算对此作出评论
,

我们所要讨

论的问题是
:
在梦境中或无意识写作中能否爆发灵

感 ? 超现实主义的观点有无根据 ? 翻开文学史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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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在梦境
、

醉意中爆发灵感写出名篇的例子并

不乏见
。

诗仙李白就常在大醉中吟诗
,

杜甫称他
“
李

白斗酒诗百篇
. ,

王羲之大醉而书 《兰亭序》
,

醒酒后

再写则远不及前文
。

曹雪芹在 《红楼梦》里也设计 了

香菱写月夜诗
,

久思不得
,

于梦中得 了一首好诗 的

精乍
、

对这种现象产生 的心理过程尚需科学家们研

究
,

但它产生的前因后 果还是清楚 的
。

黄药眠指出
:

“
灵感是指一个人把注意力完全集中 到创 作 的对象

的时候
,

他的一切能力和力量特殊繁张和高涨的那

种状态
。

此外
,

灵感也 还有另外一种表 现的形式
。

那就

是有时当作者很紧张地工作而想不出来 的东西
,

可

是 当他把工作放下来而偶然在散步的时候
,

或在睡

前醒后闲着休息的时候
,

那个他寻找 了很久的某种

思想会突然浮现在他 的脑子里面
。

因此 人们就常常

为它 的出现感到惊异
。

其实这也并不是… … 什么
`

灵

见
’ .

而仍然是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的
。

因为 当作者

把工 作放下来休息的时候
,

他 的意识是没有这样紧

张了
,

但是
,

他为 达到那种 目的的思想还是存在着

的
,

这是一方面
;
另外一方面

,

由于停止 了工作
,

精神松弛下来
,

他的注意不再只集中在某一 点上
,

别的方面的神经联系也可以活跃起来
,

因此
,

他 也

就有 可能从身边的许多偶然的事物
,

通过联 想把他

所要寻找 的那种思想或形象一触即得
。

… … 灵感虽

然表面上看
,

好象
`

灵光一闪
’ ,

它是自然而然地涌

现出米的
,

但实际 上
,

这种突然的涌现
,

乃是经过

长期的准备和劳动 的结果
。 ”

⑧因此
,

超现实主义认

为梦中和无意识写作 中能产生灵感是有根据的
,

他

的缺点是把这 种情况绝对化了
,

恰好否认了灵感产

生 的根本原因乃是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劳动
.

黑

格尔的一段话说得妙极 了
,

可 以赠给超现实主义者
:

因为天才与心灵现象和 自然现象通常都处在一种最

紧 密的关系中
,

人们就 以为通过感官的刺激就可 以

激发灵感
。

但是单靠心血来潮并不济事
,

香槟酒产

生不出诗来
,
例如马蒙特尔说过

,

他坐在地窖里面

对着六千瓶香槟酒
,

可是没有丝毫的诗意冲上他脑

里来
。

同理
,

最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 在青草地

上
,

让微风吹来
,

眼望 天空
,

温柔的灵感 也始终不

光顾他
。

L

五
、

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

超现实主义者既然以这 种矛盾 的创作观指导写

作
,

他们到底写 出惊人的作品没有 ? 如何评价他们

的艺术成就呢?

超 现实主义者经历过 多次分化
,

他们的创作风

格
,

作品的思想 内容大不一样
,

即使是 同一个作家

和诗人的创作生活也经常变化
,

所 以必须区别对待
、

分别研究才能把 间题说清楚
。

布勒东在他所写的小册子
.

《什么 是超现实主

义 ? 》 中十分详 细地谈到了他的写作方法
, “

在思想最

易集中的地方坐定后
,

叫人把文具拿来
。

尽量使自

己的心情处于被动
、

接纳的状态 … … 事先不去选

择任何主题
,

要提起笔来疾书
,

速度之快应使自己

无暇细想也无 暇重看写下的文字
。

开头第一句会自

动跃在纸上 ; 不言而喻会这样
,

因为下意识的思想

活动产生的句子无时无刻 不在力图表达出来
。

接下

来一句就比较难写 了
,

因为它无疑会接受 我们意识

活动 的影响
,

那末其他句子也不好写
。

但这 些毕竞

无关紧要
,

因为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最大兴味正在于

此
。 ”

L显然
,

用这种办法写出来的句子只能是跳跃

的
、

不连贯的
,

甚至在含意和逻辑上前后矛盾的句

子
。

这些句子反映 出的形象是怪涎的
、

破碎 的
、

非

现实的
。

然而这正是超现实主义者要 表现的
“
彼岸

世界
” ,

他们甚至发展到
“
模仿精神病 (急性躁狂症

、

全身麻痹
、

早发性痴呆 ) … … ; 制造出具有象征作

用的客体… … ; 分析睡和醒的状态 的互相贯 穿… …

单凭凝视就能把任何物体变成任何东西
。 ”

L这样的
“
作品

”

满篇是狂人的疯话和醉鬼的胡话
,

读了叫人

毛骨辣然
。

笔者曾参加过一个短训班
,

法国教师叫

学员每人在一张纸上任意写一句话
,

然后联在一起
.

成一篇
“
文章

却 ,

文中全是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荒唐话
,

逗得人捧腹大笑
,

法国人说这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作

品
。

据说很多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不睡觉
,

让大

脑处于极度疲劳
,

半睡半醒的状态
,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开始创作
。

不言而喻
,

这样的作品很
“
新鲜

” ,

但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

可是
,

当超现实主义者不那么
“
自由

”
时

,

当现

实主义的强大影响突破了层层设防时
,

他们 也能写

出动人 的篇章
。

布勒东在《交通管 》中这样写 巴黎
:

“
应该一大早站在圣心高地上看巴黎

。

都市从美

妙 的晨雾中缓慢地浮现出来
,

然后展开双臂
。

分散

的
、

冻得僵硬的
、

毫无生气的人汇成人流
,

象一艘

巨 船划破善于把美好和肮脏合二为一的沉沉黑夜
,

骄傲 的建筑艰难地在人声鼎沸的都城 的尘雾中耸立

着
,

太 阳已准备好把鸽子和光波撤在上面
。

… … ’

超现实主义者中真正找到正确道路 的是以 阿拉

贡和艾吕雅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诗人
。

他们为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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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写诗
,

为 民族解放呐喊
,

他们 的诗代表 了三
`

十年代

文学和抗战文学的最高峰
。

他们的作品不但内容好
,

而且明白易懂
,

气势磅礴
,

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

请看阿拉贡在名诗《 我向您致敬我 的法兰西… … 》 中

如 何呕歌烈士
:

当您到来时因为您应该来到

J冬会有无数鲜花您要多少有多少

将会有鲜花未来就是花的颜色

当您重返 时将 会有鲜花

您将会坐在光明柔 和的位置

儿童将会吻您那烈士的双手

在您疲惫的脚下音乐从苔辞

中升起直到您平静 的心里

您在里面安息

这深沉的感情
、

铿锵的诗句
、

壮严 的亚历 山大

体使我们 想起雨果的抒情诗
。

超现实主义运动 已成为历史
,

当年活跃在诗坛

的风云人物 已经作古
。

然而对它的评论分析却经 久

不衰
。

事实证明
,

以布勒东为首的
“
正统派

” ,

虽 然

打出造反和革命的旗号
,

但没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
。

虽然声称要 突破僵死的教条
,

开辟新路
,

实际
_

L制

造了新的教条
,

走 上了死路
。

他们的作品尽管被捧

得很高
,

却没有群众基础
。

他们开始人多势众
,

但

不可避免 的分化使布勒东慢慢变成了
“
光杆司令

” ,

二次大战后他 想重整旗鼓
,

然而和者甚寡
,

他深 感

凄凉
。

布勒东是一个失败 的叛逆者
,

而不是失败 的

革命者
。

在诗坛上真正起革命作用的是阿拉贡
、

艾

吕雅这些左派诗人
,

他们顺应历史潮流
,

不断进步
,

从超现实主义阵营中杀出来
,

同时又保留了超 现实

主义的有生命的东西
,

他们接受马列主义
,

为人众

写诗
,

为人 民高歌
。

在祖国危亡 的关头以诗歌为武

器投入战斗
,

他们是真正 的民族诗人
,

永远值得法

兰西人 民和世界人民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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