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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研究的新成果

— 评孙党伯著《郭沫若评传》

秦 新 文

孙党伯教授所著《郭沫若评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98 7年出版 )
,

以其丰富翔实的材料
,

稳妥公允的立论
,

充分展示了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的生活道路
、

思想发展
、

文学创作
、

史学研究
、

政治活动等

各个方面的状况
,

是一靓达到了郭沫若传记研究新水平的学术著作
。

评传最引人注 目的一个特点
,

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

立论从对象实际出发的学术研究准则
,

客观评述了郭

抹若光辉
、

曲折的一生
,

既不抹杀他的功绩
,

也不为贤者讳而有意隐瞒他的缺点
。

如作者写郭沫若经过辛亥

革命后
,

一方面看到他的眼光由个人
、

学校转向社会
,

政治视野大为开阔
,

另一方面又看到
,

他把袁世凯窃

取大总统职务视为民国的
“

一线生机
” ,

贬责蔡挎的护国义举
,

褒扬段棋瑞的
“

削平大乱
”

都确实是褒贬失当
。

同样
,

作者既充分肯定了《女神》时期郭沫若对革命导师列宁的赞颂
,

又实事求是地指出
,

他把列宁等同于哥

尔栋
、

罗素
,

是以资产阶级观点理解这位革命的伟人
。

作者既高度评价郭沫若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 动 中

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

又 没有忽略他当时还存在一些片面和偏激的错误观点
,

特别是化名杜荃攻击奋迅所造成

的
“

极坏的影响
” 。

该书还认为
,

在两个 口号论争的初期
,

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解释是
“

精当的
” ,

并无什么偏

颇
,

但当鲁迅发表《答徐愁庸并关于杭 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后
,

他对鲁迅
、

茅盾的言行产生了误解
,

态度

遂出现偏差
。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解放后郭沫若成了我们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

评传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实

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
。

作者认为
,

解放后
,

郭沫若对党和党
`

的领袖所提出的政策或指示
,

总是率先响应的
。

当

这些政策或指示正确时
,

他的表态就自然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 反之
,

他的表态就会发生不良影响
。

如五十年

代对错误处理胡风
、

冯雪峰的表态
,

如 热 情

、

真 诚 地 歌 颂

“

大 跃 进

” ,
以 及 后 来 对

“

九 大

” 、 “
十 大

”

错 误 路 线 缺

乏 认 识 而 表 示 拥 护 等 等

,

都 不 免 明 显 地 打 有 当 时 时 代 的

“

左

”

的 印 记

。

评 传 正 是 这 样

,

对 郭 沫 若 这 位 伟 大 人 物

的 一 生

,

满 怀 林 崇 的 感 情

,

又 不 因 此 装 点 或 删 削 历 史 的 真 相

,

这 正 显 示 了 作 者 治 学 态 度 的 严 谨

。

其 次

, 《 郭 沫 若 评 传 》 还 能 做 到
“

传
` 、 “

评
”

结 合

。 “

评
”

由

“

传

”

出

, “

传

”

是

“

评

”

的 客 观 多 础
, “

评
.

又 对

“

传

”

起 到 某 种 统 摄

、

笼 盖 的 作 用

,

这 便 全 书 虚 实 相 间

,

既 显 得 具 体 生 动
,

又 带 有 浓 郁 的 理 论 色 彩

。

而 无 论 是

“

传

”

是

“

评
” ,

都 不 是 静 止

、

孤 立 地 罗 列 材 料 和 观 点

,

而 是 以 历 史 的 眼 光 审 视 一 切

,

注 意 把 郭 抹 着 放 到 他 身 处 的 社

会 环 境 中

、

放 到 他 人 生 发 展 的 不 同 阶 段 里 进 行 具 体 的 考 察

、

评 述

。

比 如 作 者 写 早 期 的 郭 沫 若

,

既 强 调 孔 子

、

王 阳 明

、

李 白

、

王 国 维 等 人 所 代 表 的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思 想 对 他 的 濡 染 熏 陶

,

强 调 上 新 学

、

读 林 译 小 说

、

特 别 是

留 学 日 本

,

各 种 外 国 的 社 会 思 潮

、

文 化 思 想

,

诸 如 民 主 与 科 学

、

泛 神 论

,

无 政 府 主 义

、

浪 漫 主 义

、

马 列 主 义

等 等 对 他 的 深 刻 影 响

,

同 时 又 突 出 新 旧
交 替 时 期 的 社 会 生 活

、

辛 亥 政 治 革 命

, “

五 四

”

新 文 化 运 动 等 对 他 的

磨 砺

、

冲 激 和 鼓 舞

,

作 者 由 此 充 分 描 绘 出 古 今 中 外 各 种 社 会

、

文 化 因 素 如 何 铸 就 了 郭 沫 若 早 期 思 想 的 丰 富

复 杂 性

,

有 条 不 紊 地 梳 理 出 他 早 期 思 想 中 的 各 种 因 素

、

各 个 侧 面

。

同 时

,

又 十 分 注 意 各 种 思 想 因 素 在 后 来

的 岁 月 中 的 相 互 激 荡

,

消 长 变 化

,

使 人 清 晰 地 看 到 郭 沫 若 思 想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轨 迹 来

。

与 此 相 适 应

,

作 者 还

以

“

史

”

的 线 索 勾 画 出 了 他 不 同 时 期 文 学 创 作 的 发 展 演 化 过 程

。

评 传 表 明

,

从
《 女 神 》 到 《 星 空 》

,

诗 人 的 感 情

由 激 昂 奔 突 的 高 峰 跌 入 到 了 一 个 仿 徨 苦 闷 的 低 谷

,

而 至 《 前 茅 》 ,

则 抛 弃 了

“

低 回 的 情 趣

, 。

它 对
比 《 女 神 》

,

思 想

内 容 有 所 突 进

,
’

艺 术
成 就

和 感 人
力 量

又 有 所 不 及

。

到 《 恢 复 》
,

虽 然 思 想

、

艺 术 方 面 还 有 一 定 的 缺 点

,

而 就 总

的 倾 向 看

,

它 是 郭 沫 若 思 想 实 现 质 的 飞 跃 的 一 个 标 志

,

也 是 现 代 中 国 第 一 部 无 产 阶 级 的 诗 集

。

评 论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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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也 注 意 展 示 早 期
《 三 个 叛 逆 的 女 性 》 与 抗 战 时 期 的 六 个 剧 本 及 解 放 后 的 《蔡 文 姬 》 的 相 互 区 别

、

承 传 和

转 化 关 系

。

作 者 在 事 实 上 是 把 郭 沫 若 的 文 学 创 作 当 做 一 个 完 整 的 系 统 来 看 待 和 评 述 的

。

总 之

,

评 传 写 郭 沫

若

,

力 图 做 到 在 空 间 上 使 传 主 与 整 个 社 会

、

时 代 交 融 相 通

,

在 时 间 上 注 意 传 主 一 生 的 前 后 勾 连 照 应

,

全 书 有 力

地 烘 托 出 了 一 个 活 生 生 的 发 展 着 的 生 命 形 象

,

同 时 也 强 化 了 该 书 的 有 机 整 体 性

,

使 其 内 容 丰 富 繁 复 而 不 零 乱

。

经 过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时 间

,

郭 沫 若 研 究 已 经 达 到 了 一 个 较 高 的 程 度

,

同 时 也 仍 有 许 多 问 题 存 在 着 分 歧

。

评 传 作 者 并 不 回 避 这 些 有 争 议 的 间 题

,

他 能 通 过 独 立 的 思 考 提 出 自 己 的 见 解

,

使 全 书 由 于 研 究 者 的 独 特 识 见

而 带 来 理 论 上 的 新 鲜 感

,

这 是 该 书 又 一 突 出 的 特 点

。

有 关 郭 沫 若 的 思 想 转 变 就 是 郭 沫 若 研 究 中 长 期 争 执 不

下 的 一 个 难 题

。

有 人 认 为 郭 沫 若 思 想 的 根 本 转 变 是 在

“

五 四

”

时 期

,

有 人 认 为 是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翻 译 河 上 肇
《社

会 组 织 与 社 会 革 命 》 以 后
,

也 有 人 说 他 翻 译 这 本 书 才 开 始 接 触 马 克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

作 者 通 过 对 所 占 有 的 大 量

资 料 的 分 析

,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

他 认 为 郭 沫 若 的 思 想 转 变 大 致 经 历 了 三 个 阶 段

。

一 九 二 三 年 发 表 《 我 们 的
“ 文 学 新 运 动 》

,

标 志 他 开 始 接 受 马 克 思 主 义 并 向 无 产 阶 级 方 向 转 变

,

因 为 该 文 提 出 了 许 多 新 的 思 想 观 点

,

如

对 现 存 社 会 的 性 质 及 病 根 的 正 确 认 识

,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的 信 仰

,

以 及 对 改 变 现 存 社 会 制 度 及 创 造 新 文

艺 途 径 的 看 法 等 等

,

而 作 为 转 变 初 期

,

他 的 思 想 又 显 得

“

相 当 含 混 和 矛 盾
” ,

带 有 尼 采

、

康 德 和 无 政 府 主 义

思 想 的 明 显 影 响

。

一 九 二 四 年 翻 译
《 社 会 组 织 与 社 会 革 命 》 后

,

郭 沫 若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有 了 比 较 系 统

的 了 解

,

这 对 他 的 思 想 转 变 起 到 了 巨 大 的 促 进 作 用

,

成 为 他 思 想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转 折 点

。

同 时

,

作 者 又

指 出

,

仅 仅 翻 译 一 本 并 非 完 全 正 确 的 介 绍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书 并 不 能 成 为 一 个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只 有 在 了 解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的 基 础 上
,

经 过 大 革 命 时 代 血 与 火 的 洗 礼

,

才 使 他 的 政 治 观

、

哲 学 观

、

文 学 观 得 以 根 本 转 变

,

由 一 个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者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坚 强 的 共 产 主 义 者

。

应 该 说

,

这 种 对 郭 沫 若 的 思 想 转 变 过 程 作 系 统 而 有

阶 段 性 的 具 体 分 析

,

是 令 人 信 服 的

。

又 如

,

有 关 郭 沫 若 早 期 的 泛 神 论 思 想 也 是 一 个 争 论 的 热 点

。

不 少 人 认 为

,

郭 沫 若 早 期 是 个 泛 神 论 者

, 《 女 神 》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泛 神 论
。

作 者 对 此 经 过 充 分 的 辩 析 后 指 出

,

郭 沫 若 是 一 个 偏

于 主 观 的 人

,

他 往 往 凭 着 自 己 的 主 观 印 象 和 需 要 去 解 释 泛 神 论

,

并 不 着 意 弄 清 泛 神 论 的 木 质

,

这 样

,

经 过 他

的 主 观 改 装 过 的 泛 神 论 与 哲 学 上 的 泛 神 论 就 不 是 一 码 事 了

。

因 此

,

也 就 不 能 简 单 地 判 定 郭 沫 若 是 一 个 泛 神 沦

者

,

不 能 笼 统 地 说
《女 神 》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泛 神 论

。

进 而

,

作 者 还 论 述 了 郭 沫 若 式 的 泛 神 论 在 他 的 思 想 及 作 品

所 占 踞 的 地 位 和 具 体 表 现

,

这 就 使 人 们 对 他 的 泛 神 论 思 想 有 一 个 比 较 全 面 而 准 确 的 把 握

。 《 郭 沫 若 评 传 》 还 对

素 有 争 议 的 郭 沫 若 的 一 些 作 品 作 了 新 的 评 价
。

如 有 人 觉 得 他

“

五 四

”

时 期 创 作 的 《 笔 立 山 头 展 望 》 一 诗
“

错 误 地

歌 颂 了 日 本 的 物 质 文 明

” ,

是 人 们 感 情 上 所 难 以 接 受 的

。

而 评 传 认 为

,

该 诗 歌 颂 现 代 科 学

、

物 质 文 明 是 符 合

产
五 四

”

时 代 精 神 的

。

当 时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欺 压 胁 迫 中 国 的 罪 因 并 不 在 于 这 物 质 文 明 本 身

,

而 在 于 它 的 制 度

。

这

样 简 明 的 辩 析 很 能 解 决 问 题

。

值 得 说 明 的 是

,

评 传 不 囿 成 说

,

有 所 创 新

,

除 了 作 者 有 较 高 的 理 论 修 养 和 大

量 占 有 资 料 外

,

还 在 于 他 对 研 究 对 象 有 真 切 的 理 解

。

正 是 由 于 对 郭 沫 若 的

“

偏 于 主 观

” 、

富 于 情 感 的 个 性 特 征

的 把 握

,

作 者 才 能 正 确 判 定 郭 沫 若 受 有 泛 神 论 影 响 而 又 不 可 能 是 一 个 真 正 的 泛 神 论 者

。

间 一 道 理

,

留 学 日 本

之 初 郭 沫 若 之 所 以 倾 心 于 政 治 上 反 动 的 王 阳 明

,

作 者 认 为

,

并 不 是 因 为 他 赞 赏 王 阳 明 的 哲 学 理 论 和 政 治 立

场

,

而 是 为 了

“

以 彻 底 的 同 情 去 求 身 心 的 受 用

” 。

也 正 是 由 于 作 者 对 研 究 对 象 有 深 刻 的 理 解

,

才 使 他 能 传 其 神

韵

,

评 述 确 当

。

因 为 理 解 的 本 身 不 仅 包 含 对 对 象 的 理 性 认 知

,

同 时 还 包 含

一

与 对 象 的 感 情 上 的 共 鸣

,

心 灵 的 相

通

。

据 《 后 记 》 交 待
,

该 书 的 初 稿 原 是 作 者 六 十 年 代 初 的 研 究 生 毕 业 论 文

。

由 于 写 作 时 间 拉 得 长

,

一 方 面 使 作 者

能 从 容 积 累 丰 富 的 材 料

,

思 虑 较 为 成 熟

,

另 一 方 面 又 不 可 避 免 地 使 该 书 所 引 用 的 一 些 材 料 和 某 些 观 点 带 有 过

去 时 期 的 历 史 痕 迹

。

如 书 中 对 曾 经 影 响 过 郭 沫 若 的 尼 采

、

康 德

、

罗 素

、

无 政 府 主 义 思 想 等 大 都 采 取 过 于 简 单 的

否 定 态 度

,

似 缺 少 一 种 历 史 的 辩 证 的 眼 光

。

又 如 作 者 在 论 述 郭 沫 若 思 想 转 变 时

,

往 往 把 他 早 期 强 调 主 观

、

崇

尚 天 才

、

景 仰 个 性 及 其 他 自 由 的 浪 漫 主 义 文 学 主 张

,

视 为 资 产 阶 级 文 艺 思 想
,

把 重 主 观 表 现 看 成 是 哲 学 上

的 唯 心 主 义 而 贬 低

、

否 定

,

同 样 显 得 过 于 简 单 化

。

因 为 上 述 的 浪 漫 主 义 文 学 主 张 并 不 是 资 产 阶 级 所 独 有 的

,

不 应 当 笼 统 地 贬 低 或 否 定
,
至 于 把 重 主 观 表 现 等 同 于 哲 学 上 的 唯 心 主 义 也 是 不 科 学 的

。

因 为 一 个 人 的 文 艺 观

与 哲 学 观 虽 然 有 所 联 系

,

但 这 种 联 系 并 不 是 线 性 的 直 接 关 系

,

不 可 将 这 二 者 进 行 简 单 的 类 比

。

郭 沫 若 重 主 观

衰 现 首 先 是 承 认 人 的 感 情 的 客 观 存 在 并 对 此 表 示 尊 崇

,

这 就 很 难 说 是 唯 心 主 义 的

。

即 使
《 郭 沫 若 评 传 》 带 有 这

称
祥 尸 些 坊 史 的 痕 迹

,

但 并 不 影 响 它 对 郭 沫 若 研 究 所 作 出 的 新 的 突 破 和 贡 献

.

户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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