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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家的自我及其表现

黎 山 晓

`
作家的自我及其表现

,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

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
一

、

自我

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 二
、

自我是个人和社会 的统一 , 三
、

创作是从 自我出发和从生活出发

的统一
。

文中谬误之处
,

望得到指正
。

有些同志认为自我是主观的
,

因此自我表现便只是表现主观的东西
,

而与客观生活相绝

缘
。

其实
,

这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对 自我的理解
。

在费希特看来
,

自我是 一种纯粹

精神的东西
,

并且是一切事物的无条件的最先出发点
,

整个现实世界都是从这个自我中逻辑

地推演出来的
。

这就是自我创造非我即主观创造客观的公式
。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费梢特对 自

我作了唯心主义的理解
,

就轻率地否定自我的作用
。

自我毫无疑间是有主观因素的
,

是有意识
、

精神因素的
,

这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

要特点
。

但是把自我等同于意识和精神
,

等同子主观的东西则是错误的
。

自我并不是无人身

的自我
,

自我首先是有血肉之躯的人
,

是有自然属性的人
。

人的意识和精神是人脑的机能
,

人脑的发展制约着意识和精神的发展
。

恩格斯曾说
: “

我们的意识和思维
,

不论它看起来是多

么超感觉的
,

总是物质的
、

肉体的器官即人脑 的产物
。 ”
①如果把自我仅仅视为一种精神

,

那

就等于把 自我不是视为神灵就是视为鬼魂 了
。

自我的 自然属性的寒邓件否定不 了
,

自我的社会属性的冬艰件也 同样否定不了
。

当然
,

这两种属性不是并列的
。

一方面
,

自我的社会属性以自然属性作为物质承担者 , 另一方面
,

自然属性以被扬弃的形式获得了社会生命和社会灵魂
。

所以自
,

我的本质是社 会 性 的
。

所 谓

自我本质的社会性
,

就是说每个自我都生活于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之中
,

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
、

自我的本质
。

所以自我本质的社会性也就是一种客

观性
。

作家在社会关系及其动态形式— 生活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
,

也是具有客观性的
。

例如茹志鹃
,

具有客观性的生活通路和创作道路给了一双只属于她 自己

的眼睛
,

她用这一双眼睛到生活中去寻找清新之诗
、

俊逸之情
,

写出了《百合花》等名篇
。

可

是有人曾无理指摘她的作品过于纤细
。

她自己也曾一度迷茫起来
, “

为 自己不能反映宏大的
、

波澜壮阔的题材
,

为 自己没有泼墨似的大笔
”

②而苦恼
,

并一度向这个方向努力
,

但并没有取

得什么成效
。

这说明
,

作家的创作是不能违背自我审美心理结构的客观规定性的
。

当然这种

心理结构的客观规定性
,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曾有不少好心的读者希望 王蒙保持
“

组织部
”

的
“

青年人
”

的风格
。

王蒙说
: “

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

二十年来
,

我当然早就被迫离开 了
`

组

10 7



织部
, ,

也不再是
`

青年人
, 。 ”

③现在他的创作变得更加清醒
,

抒悄中透出冷峻
,

幽默中显 出深

沉
。

这种创作个性的变化
,

是为作家的生活和实践的客观性所决定的
。

作家主观的创作意识和创作心理
,

不仅是对于客体对象的客观性的反映
,

而且也是对于

自我结构的客观性的反映
。

以往我们谈创作中的客观问题
,

客观仅仅指对象的客观性
,

而否

认主体结构的客观性
,

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

例如作家的审美需要
,

虽然表现为主观形式的情

感
、

想象和欲望
,

但主观形式的情感
、

想象和欲望并不等于审美需要本身
,

而是审美需要的

反映
。

审美需要是客观地
、

历史地形成的
,

成为 自我结构中的一种客观规定和内在本性
。

当

然
,

需要总要反映到作家的心理和意识中来
,

被他们意识到
。

鲁彦周写作《天云山传奇 》之前
,

一个顽固的念头纠缠着他
,

仿佛有人在耳边不断大喊大叫
:

写我们吧
,

把我们的遭遇和心灵

写出来
,

这是你的贵任 ! 作家表现那些
“

右派
”

的强烈欲望
,

不是从思想意识中
,

而是从自身所

经历的二十年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浩劫中客观地
、

历史地升华出来的
。

由此可见
,

作家的自我结构中既有物质的方面 (不仅是 自我的 自然属性
,

而且自我 的 社

会关系及其动态表现
,

同样具有客观物质性 )
,

又有精神的方面 , 既有客观的方面
,

又有主观

的方面
,

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

自我结构中既然存在物质和精神
、

客观和主观的方面
,

当然也

就存在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
。

自我结构中的客观定性是第一性的
,

自我结构中的心理和意

识则是第二性的
。

前者是被反映的对象
,

后者是反映的结果
。

这是说
,

作家的心理和意识不

仅反映粉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定
,

同时也反映着内在世界的客观规定
。

平时我们常说
,

作家要

认识 自己
、

发现自己
,

自己把自己作为客体来对待
,

这就说明自我结构中确实存在有不依主

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
。

把作家的自我如果完全当作一种主观的
、

精神的东酉
,

这在创作上必将导致两种不 良后

果
。

第一种不 良后果是导致唯心主义的创作
、

主观主义的创作
。

把 自我等同于精神
,

也就是

把主体混同于主观
,

把主体的能动性完全视为主观精神的能动性
。

主观精神在主体能 动性中

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并成为主体能动性的重要形式
。

但是主观精神若是离 开 了 主 体

的整体结构及其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定性即受动性
,

仅仅依靠自身是不能发挥什么真正的能动

作用的
。

这就是说
,

主体的能动性是包含受动性在内的能动性
,

是以受动性为基础为舞台的

能动性
。

离开了受动性的制约
,

主体的能动性是无从发挥的
。

所以
,

不能将主体的能动性完

全看成是主观精神的能动性
。

否则
,

就可能导致创作上的唯意志论
。

这在我们当代文学发展

的指导思想上是曾有过表现的
。

今天叫作家写这个
,

明天叫作家写那个
,

好象只要作家想得

到也就做得到
,

仅仅发挥主观精神的能动性就可 以了
。

其实
,

处于一定历史和社 会 条 件 下

的作家
,

有着独特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的作家
,

他想什么
,

怎样想
,

产生什么文学观念
,

是受他的主体结构的客观性制约的
。

我们 曾经要茅盾去写反映肃反的电影
,

要老舍去写反映

工人与资本家作斗争的剧本
,

结果并未获得理想的成功
。

任何作家即使是茅盾
、

老舍这样的

大家
,

他们的主体结构也是存在客观规定性
、

客观制约性即受动性的
。

离开这种客观地
、

历

史地形成的受动性
,

他们的主观精神的作用也就离开了自己的基础
、

自己的舞台
。

假若他们

的能动性有机地包含着受动性
,

就能作出出色的创造
。

老舍很熟悉北京市民
,

特别是下层的

市民
,

这是他自我结构的客观规定性即受动性
。

以此受动性作为客观的舞台
,

他的艺术才华

这种主观精神的因素就大显身手
,

写出如《 四世同堂》
、

《龙须沟 》
、
《 茶馆》等获得巨大声誉的

作品
。

所以
,

任何作家的创作
,

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动接受受动性的制约和规定
,

也就能在

多大程度上实现主体能动性
。

把 自我完全视为纯粹精神的东西
,

导致的另一种不 良后果是
,

否定了自我的客观性
,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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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否定了作家自我的内在世界可以和外在世界一样
,

成为创作的对象
。

以前我们总是 认为
,

作家的生活不算客观生活
,

作家的实践不算客观实践
,

所以对客观生活的开掘
,

只能是作家

的外在世界
,

而不能包括作家的内在世界
。

于是种种清规戒律 出来了
,

作家不能写自己亲身

经历的东西
,

不能写灌注了自己的心血和心愿的东西
,

总之一句话
,

不能写自我的生活世界

和情感世界的东西
,

认为只有如此
,

作品的内容才具有客观性
。

其实这种没有渗透 自我特性

的客观性
,

没有浸染自我心血的客观性
,

只能是摄录外在物象的一种浅薄的客观性
,

是缺乏

作家的真情实感的机械的客观性
。

这样的作品在我们人民的审美需要中也许供过于求了
。

作家的自我是一种其有客观性的实体
。

这个实体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

浩浩沙漠中

的一片荒原吗 ?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

马克思早就说过
: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

即
“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④
。

它既在社会关系 中形成
,

又在社会关系 中体现出来
。

只有存在

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
,

才是现实的人
、

真实的人
。

所以
,

我之所以为我
,

是通过与他人发生

对象性的关系才能存在和表现自己的
。

在社会关系 之外
,

也就没有自我的存在和表现可言
。

因此
,

自我的本质不是孤立的
、

封闭的
,

而是内在地包含着现实生活的社会关系于自我的结

构之 中
。

当然
,

自我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一切方面
、

一切层次的社会关系
,

而只是这些关系之网

的人格化的纽结
。

但是通过这些纽结
,

无不或隐或显
、

或曲或直地联系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

系
,

联系着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
。

虽然 由不 同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自我
,

联系社会生活的方式

是不同的
,

但是每个 自我毫无例外地都是包含着社会关系的自我
。

因此
,

个人和社会的统一

(这里是从哲学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这种统一的 )是必然的
。

一方面
,

社会总是 由个人的

细胞组成的社会
,

另一方面个人总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
,

和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现

实的个人
。

马克思说
: “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
,

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 很 少 的 情

况下才能直接 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
,

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
,

因为我是作为人而

活动的
。

不仅我进行活动所需的材料
,

— 甚至思想家借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
,

— 是作

为社会的产物给与我的
,

而且我自身的存在也是社会的活动 , 因此
,

我用我 自身所做 出的东

西
,

是我用我自身为社会做出的
,

并且意识到我 自身是社会的存在物
。 ”

⑤所 以
,

作家的自我

表现总是社会关系的表现
、

社会生活的表现 (至于表现得如何
,

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
,

而不可能是孤独 的
、

纯粹的个人的表现
,

因为这样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

即使是

个人某种孤独的性格和情绪
,

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曲折的反映
。

例如西方现代 派

作家卡夫卡 ( 8] 83 —
1 9 24 )

,

无论是作家本人
,

还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
,

都有一种严重的孤

独感
。

这种孤独感并不表明人可 以置身于社会关系之外
,

而是表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深刻的社

会危机
。

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的自我
,

一方面既是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结果
,

另一方面又是进行新

的创造活动的起点和前提
。

因此包括作家在 内的任何人
,

他的活动和创造的出发点
,

总是 从

自我出发的
。

所谓从自我出发
,

当然既不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自我
,

也不是从主观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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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的虚空的自我出发
,

而是从自我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出发
,

从自我从属 的历史

条件出发
,

从自我结构的规定性出发
,

总之一句话
,

就是从自我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出发
。

而

自我的心理和意识
,

不过是对其客观性和社会性的反映罢了
。

对此
,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过精

辟的闸述
: “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
,

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
,

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

人
,

而不是思想家所理解的
`

纯粹的
,

个人
。 ”

⑥
“

在任 何 情 况 下
,

个 人 总 是
`

从 自 己 出发

的
’ , …… 他们是 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

,

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
`

从 自己出发

的
’ ,

至子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
`

人生观
, ,

则是无所谓的
。

这种
`

人生观
,

—
即使是被哲学

家所曲解的— 当然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
。 ”

⑦

从自我 出发
,

是作家进行创作活动的普遍规律
。

巴金在《和读者谈
“

家
” 》一文中说

: “

我熟

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
,

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 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
,

那些人都

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
,

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
。 ”

巴金写《家 》 ,

正是这样首先从自己所处

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 出发
。

这种社会关系对于巴金来说
,

并不是外在的东西
,

而是进入了

他的内在世界
,

进入了自我的有机结构
,

成了对他的自我客观本质的一种规定
、

补充和发展
。

而在自我这种客观规定的基础上
,

他才喷发出主观性的心理和意识
: “

我写《 家》的时候
,

我仿

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
,

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
。

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
,

也陪着他

们哀哭
。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
,

我好象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
,

我又看见 了过去使我的

心灵激动的一切
。 ”

高晓声写陈灸生
,

同样也是从自我出发的
。

当然这不是首先从主观意识出

发
,

而是首先从与陈灸生们
“

生活在一起几十年
,

休戚相关
,

患难与共
”

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生活 出发
。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
,

才产生 了作家与陈灸生们共同的悄感
。

这种情感用高晓

声自己的话说
: “

是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毫不勉强的 自然物
。 ”

⑧所以
,

从 自我出

发
,

并不同于从主观出发
。

创作从自我出发
,

这并不是对
“

创作从生活出发
”

的否定
。

创作从生活出发
,

这是从艺术

的本原
、

艺术的最终源泉即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的
。

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客观生活的观念形态

的反映
。

但是我们不能用艺术的本体论来取代创作的反映论
。

客观生活虽是艺术的本原
,

但

并不会自动地成为艺术作品
,

而须通过作家实践活动的中介和桥梁
。

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
,

是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
,

亦即主体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
。

非对

象化
,

是指人的实践活动使对象的规律性变成主体活动的规律性
,

使对象受动的特性变成主

体能动的特性
,

使对象 自身的逻辑变成主体心理
、

意识和行封伪逻辑
,

这就是非对象化的过

程
。

⑨非对象化的过程
,

是 自己把自己作为客体对待的过程
,

通过对象性的活动规定自己
、

燕陶自己和塑造自己的过程
。

非对象化的概念说明作家的实践活动使对象的客观规定变成了

自我的客观规定
,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使客观生活变成了主观生活
,

变成了主 体 的 感 受
、

情

感
、

想象和理解
,

变成了主体的经验
、

知识
、

能力和技巧
。

总之
,

非对象化的过程是将客体

的特性内化为主体的特性过程
,

是使 自我作为客体全面地得到改造
、

充实
、

丰富和提高的过

程
。

自我一方面作为非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和产物
,

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主体对象化活动的前提

和起点
。

主体活动的这两方面是紧相联系的
,

自我只有作为非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和产物
,

才

能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前提和起点
。

这是说
,

自我只有作为 自身的客体
,

才能真正成为 自身的

主体
,

实现主体的对象化
。

所谓主体的对象化
,

就是主体从 自身的规定出发
,

将主体的特性

外化为对象的特性的过程
。

这种外化
,

也不能仅仅理解为主体的精神的外化
,

主体精神的外

化是在主体实践力量外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

一个描写四化建设的作家
,

如果他没有参加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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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实践活动
,

没有参加变革和创造世界的实际斗争 (这就是主体实践力量的外化 )
,

是难

以仅仅在精神活动中将 自己的情感
、

想象和 目的对象化的
。

主体的活动无论是非对象化 (内化 )
,

还是对象化 (外化 )
,

都是从自我出发的
。

主体从生

活
、

环境
、

对象中
,

以什么方式接受什么影响和制约
,

进行充实和改革主体结构的内化活动
,

是为主体本身原有的特点所决定的
,

是从自我 出发的
。

主体将自身的特性转化为对象的内在

有机的特性
,

使对象成为自我的客观确证和客观实现的外化活动
,

同样是从自我 出发的
。

创作从生活出发
,

这是我们进行创作活动必须坚持的本体论的根本前提和贯彻创作活动

始终的根本原则
。

但是这一根本前提和根本原则的现实的实现
,

必须经过主体的非对象化和

对象化活动的中介
,

经过自我结构的中介
。

这就是说
,

客观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非对象化活

动
,

转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
,

转化为主体的心理和意识的内容
,

转化为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

之后
,

主体才能以这一非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和产物
,

作为主体对象化创造活动的 前 提 和 起

点
。

没有从生活出发
,

固然无所谓从自我出发
,
但没有从 自我出发

,

也不能实现从生活出发

的本体论原则
。

关于这一点
,

我们还可以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来进行论证
。

外界刺激 ( )S 只有经过

主体的同化和顺应 ( A ) 纳入认识结构 ( )T 之后
,

主体才能对其作出反应 (R )
,

这 就 是 S

一A T

一
R 的公式

。

这个公式说明外界刺激只有变为主体结构之中的有机因素之后
,

主体 的

反应 (当然不是低级形式的反应 )才是可能的
。

从哲学的反映论来看
,

可以说不反映自我
,

就

不能反映客观生活
,

反映自我是反映客观生活的中介
。

因此
,

创作的直接描写对象并不是作为艺术本原的客观生活
,

而是客观生活内化于心 中

的意象
,

变形于心中的直觉
,

溶解于心中的秘密
。

也就是说
,

作家直接描写的只能是 自己独

特的感受
、

独特的体验
、

独特的理解和独特的发现
,

只能是属于自我的东西
,

只能是 自我表

现的东西
,

而不可能是 自我世界以外的东西
。

大家知道
,

鲁迅听了陈赓将军关于苏区情况的

介绍后
,

曾想写一部红军斗争生活的小说
。

应该说这是具有重大价值的题材
,

但鲁迅最终还是

放弃了
。

原因就在于他准备写的东西尚未进入自我的有机结构
,

成为仅仅属于他的东西
。

所

以在特指的意义上来说
,

作家不写自我世界以外的东西
,

是颇有道理的
。

这种要求对于作家

来说
,

是提高 了
,

还是降低了呢 ? 应该说是提高了
。

作家直接描写的只能是进入了 自我世界

的那一部分客观生活
,

只能是变成 了自我的血肉
、

自我的情感
、

自我的生命和灵魂的那一部

分客观生活
。

这比那种机械地描摹外在物象的创作
,

所下的功夫不知要高 出多少倍
。

如果从自我以外的原则出发
,

从情感以外的概念出发
,

从感受以外的主题出发
,

哪能写

好所要描写的东西呢 ? 我们一些作品之所以缺乏真情实感
,

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

就不是从

自我出发
。

没有从自我出发的所谓从生活出发
,

就有可能导致两种情况
,

一是机械唯物主义

的创作
。

这种创作的突出特点是
,

把创作看成是客观生活的简单位移和机械增减
。

因此这种

创作之于生活
,

不过是一种皮相的反映和机械的摹拟
,

因此就极有可能 以现象代本质
,

以片

面代整体
,

最终难免从机械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
。

没有从自我出发的所谓从生活出发的另

一种情况是
,

从上面的指示出发
,

从舆论的风向出发
,

实际上也就是从观念 出发
。

不过这种

观念并不是作家自我的观念
,

而是凌驾于自我之上 的一种外在的
、

神秘的观念
,

即客观唯心

主义观念
。

我们当代文学的创作
,

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过客观唯心主义观念的严重影

响
。

从五七年到
“

文化大革命
”

的大量创作
,

实质上是根据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这一作者并不知

其所以然的神秘观念进行演绎和图解的
,

即使是象《 山乡巨变 》
、
《创业史》这样的优秀之作

,

也在构思和情节之中不时浮动着这一客观唯心主义的阴影
。

(下转第 96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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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展成为具有图书
、

情报
、

档案专门化知识的单一型人才 , 今天向一专多能通才发展
。

这种人才必然 比现在图书
、

情报
、

档案分开纵向培养的要求高
。

他们在宏观上能驾驭图书
、

情报
、

档案
,

在微观上能精通图书
、

情报
、

档案的业务工作
,

在整体上能推动
“

一体化
”

的发

展
.

为 了培养这种通才
,

必须及早着手于对现在的图书
、

情报
、

档案教学体制进行改革
,

打

翅图书
、

情报
、

档案横向联系的通道
,

实行
“

一体化
”

教学
。

图书
、

情报
、

档案学教学有共同

的墓础与内容
,

只要我们认真去抓
,

改革是能实现的
,

,

通才是能造就的
。

4
.

统一图书
、

情报
、

档案的分类
、

著录
、

标引和检索
,

实行图书
、

情报
、

档案工作管理

规范化和标准化
。

图书
、

情报
、

档案同属于知识信息
,

其物质载体都是纸张
、

胶卷
、

胶片
、

磁带
、

光盘等
,

在管理方法上都有分类
、

著录
、

标引
、

检索等环节
,

因此
,

在管理原则上是

一致的
,

但在具体方法上并不统一
。

这不仅首碍于图书
、

情报
、

档案资源的开发
,

而且有碍

于图书
、

情报
、

档案手段的现代化
。

既然本质相同
,

原则一致
,

其方法也可以统一
,

例如用

共同的分类表
、

著录编目条例
、

主题词表和比较一致的字顺排检方法
。

在这方面
,

图书情报

界 已先走一步
,

共同编制和使用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和《汉语主题词表》 以及 《文献著录

条例》 等
。

我们觉得档案界也可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
、
这不仅是技术方法上的引进

,

而且是

尽可能走向一致
,

这有利于加快
“

一体化
”

的进程
。

5
.

建立 图书
、

情报
、

档案一体化的现代网络
。

由于管理对象
、

服务目的的一致
,

因此现代

化的手段和方法也是一致的
,

我们应该在图书
、

情报
、

档案工作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基础上
,

建立全 国
“

三位一体
”

的现代网络
,

这是实现
“

一体化
”

的关键性步骤
。

6
.

建立全国
“

一体化
”

的协调机构
,

统一规划
,

统筹安排
,

统一协调图书
、

情报
、

档案的
“

一体化
” 。 “

一体化
”

只是一种发展趋势
,

但其发展速度
,

取决于人的作用
。

为此
,

我们建议

在国务院领导下
,

设 立全国图书
、

情报
,

档案的协调机构 、 统筹安排
“

一体化
” ,

加 速
“

一 体

化
” 。

以上 几点
,

是实现图书
、

情报
、

档案一体化必不可少的措施和步骤
。

司 . 目 月卜 , 月 , 门门 . 卜 . 明卜 . 月卜 . 明卜劝川 , , 叫. 月 月口 , 司 司, 月 明 . 月 . 卜刁 闷卜 ` 叨 , 心 司 . 月月 , 月 叫 . , .
月卜

. 月 , 刁司 , 心 司. 月 . . 月 司. 卜心 司 , 月 司. . 司 . 月 司卜 . 月 , 月 闷 . 卜 ` 月. 闷 川 . 月 月卜
. . . , 月司 , 月闷 , 月 门卜月 月. 司 司卜 , 叫 . 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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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创作从生活出发
, 必须具体体现于从自我出发之中

,

抛弃从自我出发的所谓

从生活出发
,

最终往往是难以坚持从生活出发的
,

`

当然
,

从自我出发
,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

现和坚持从生活出发
,

如果离开了这一贯彻创作始终的原则
,

那么所谓从自我出发
,

也就变

成从主观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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