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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塑造的审美经验

黎 山 晓

无论是在风雨如磐的年代
,

还是在春意

盎然的今天
, “

五四
”

以来的中国史
,

既可说是

一部群众的觉醒史
,

也可说是一部英雄的成

长史
。

正是英雄人物和广大群众的长期奋斗
,

才使历史的整眉绽开了胜利的笑看
,

民族的

血泪化为了东方的霞霓
。

我们的英雄人物
,

不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

发挥了骨干
、

支柱

和桥梁作用
,

而且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
,

推

动了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发展
。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英雄人物的塑造间

题
。

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
,

根据时代特点和群众需要
,

就提

出 了文艺应该表现
“

新的人物
,

新的世界
”

的

要求
。

一九五五年
,

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的按语 》中又说
: “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

孟
。

在中国
,

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
,

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
。 ”

我们的当代

文学在塑造英雄人物特别是塑造无产阶级英

雄人物方面
,

虽还存在这种或那种不足
,

但

在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指引下
,

取得了可称之

继往开来的重要经验
。

现略述之
,

以作为社

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参照
。

一
、

党和人民的事业是

英雄人物的生命

党和人民的事业
,

对于英雄人物来说
,

.

7 8
。

并不是外在的
、

异己的东西
,

而是他们真善

美相结合的生命之所在
。

英雄人物对于党和

人民事业的态度
,

并不仅仅是 自己的理性对

于客观规律的真的把握
,

也不仅仅是 f l 己的

意志对于实践活动的善的选择
,

同时还是自

己的情感对于人生境界的美的体验
。

没有理

性的认识
,

是不能把握真理的 ; 没有意志的

力量
,

是不能参与实践的
;
但是

,

理性认识

和实践意志若不转化为情感需要 和 情 感 体

验
,

党和人民的事业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

英雄人物的生命
。

这里
,

以《青春之歌》一例来作一点正而

说明
。

当共产党员卢嘉川交给林道静一些革

命宣传品时
,

林道静不仅产生了认识和意志

活动
,

同时还随之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情感体

验
: “

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半旧的古铜色的小

提包
,

好象母亲接抱 自己初生的婴儿
。

顷刻

间
,

她的心头充溢着一种幸福的
、

欢乐的感

情
,

这感情是这样激越和有力
,

竟使得她忘

掉了刚才的紧张
,

紧紧把提包搂抱在怀里
。 ”

林道静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理性认识和实践

意志
,

正是因为转化为了这样一种诚挚
、

深

厚的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
,

才获得了义无反

顾地踏上革命征途的牢固基础
。

生发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的英雄人物

的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
,

既是一种社会化的

生命本能
,

又是一种推动英雄人物为革命献



身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

《红岩》中关在
“

中美

合作所
”

的许云峰
,

本来有一条暗道可以逃

走
,

但他为了难友以后能从此越狱
,

他宁肯

牺牲自己
,

也不愿暴露这一秘密
。

越狱中
,

齐晓轩主动用伤残的 自身吸引敌人的火力
,

以一死换众生
,

而不愿只身苟活
。

许 云峰
、

齐晓轩这样作
,

并无谁强迫他们
,

而是出乎自

身内在的指令
,

出于保存他人
、

保存整 体的

情感需要和情感体验
,

出于他们生命本性的

自自而然的显现
。

又如
,

当王杰扑向在人群

中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的时候
,

当欧阳海在飞

弛而来的火车面前推开拦道的战马的时候
,

当第一军医大学学员接住华山掉 下的游人的

时候
.

并没有来一番思想斗争
,

也没有来 一

番逻辑推论
,

而是在分秒必争的瞬间
,

以出

乎生命本性的敏捷 动作完成了他们的英雄行

为
。

以整 个生命推动着党和人 民事业向前发

展的 英雄
,

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

二
、

共产主义思想和 民族

优秀传统相结合

民族 古代优秀传统虽然本身不是共产主

义思想
.

但是可以成为通往共产主义思想高

峰的中介 和桥梁
。

旧社会许多人同情革命
、

倾 向革命以至投入革命的最初的思想基础
,

或者是
J

优国忧 民的爱国主义
,

或者是不甘剥

削的反抗情神
,

或者是铲除私有的大同理想
,

或者是几 方面兼而有之
。

共产 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人类最高级
、

最

美好的思想体系
,

一方面和其他思想体系存

在不可混淆的质的区别
,

另一方面又是全人

类 俘民族一切优秀思想
、

经验 的 总 结 和升

华
。

共产主 义思想的后一方面特点说明
,

包

括爱国主 义
、

反抗精神和大同理想在内的民

族优秀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并 排是绝缘的
,

而 是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

存在着某种继承
、

发展和提高的联系
。

所以
,

爱国主 义
、

反抗

精玲 件;大同理想等民族优秀精神
,

可以成为

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中介条件
。

正因为如此
,

在反复探索和多方比较中
.

许多原来并非共

产主 义者的人们
,

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者的

道路
。

当代文学作品中这类典型的例子很多
。

《红色娘子军》中的主角吴琼花对于地主的压

迫剥削
,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精神
。

究其

实质
.

这还只是农民 个 人 自 发 的 反 抗 精

补
,

和以彻底铲除全部剥削制度为目的的无

产阶级反抗精神相比
,

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
。

但二者在反对私有者的压迫剥削的这一

点上
,

确又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

正因为

如此
.

所以一方才能转化为另一方
,

否则
,

这种转化就无实现的可能
。

吴琼花的个人反

抗精神之所 以能在革命实践 中改造
、

升华为

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
,

就是以二者的内在联

系为前提的
。

民族优秀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

之间存在内在的血肉联系这一点说明
,

只有

具有民族优秀精神的人
,

才有可能在民族生

活的殿宇 中
,

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
。

吴

琼花的成长是如此
,

朱老忠又何尝不是如此
。

广而 言之
,

一切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成长也

无不是如此
。

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
,

共产主义思想和

民族优秀精神的结合
,

鲜明地体现于英雄人

物的身
_

L
。

这在《高山下的花环 》争带尖刀排

的场面中
,

有
一

非常感人的表现
。

当梁三喜

刚一提出由他带的时候
,

就被靳开来喝住
,

认为梁绝对没有资格
。

他说
: “

我靳开来兄弟

四 个
,

死我一个
,

我老父老母还有仁儿子去

养老送终…… 唯独你
,

如果有个万 - -

……你

那白发老母亲
,

还有韩玉秀怎么办 ? ”

在这里
,

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孝敬父母的民族

美德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

感动得梁三喜

连忙摆手
,

声音发抖地叫他别说了
。

《红 日》

中的军级干部沈振新对干部战士 既 严 格 要

求
,

又关怀备至
,

这既是无产阶级深厚情谊

的显现
,

同时又是重群体
、

重和谐
、

重人际

关系和人伦情感的民族传统的发扬
。

英雄人

物身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优秀精神的

结合
,

既使共产主义思想获得普遍认同的民



族特征
,

同时又使民族优秀精神具有新的时

代内涵
,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优秀精神于英雄之

身的结合
,

一方面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并非如

有人主观臆断的是 20 世纪失败了的
、

不适合

中国国情和需要的思想
,

而是能在包括中国

在内的不同民族土壤上生根
、

开花和结果的
,

当代最先进也最富于生命活力的精神之花
;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民族传统除了有其封

闭性和保守性的一面外
,

还有其开放性和创

造性的另一面
。

如果否定这后一方面
,

我们

民族传统就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

并且

实现二者水乳交融的结合
,

从而形成富有时

代朝气的新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
。

三
、

崇高和多样性美的结合

崇高
,

是在严重斗争中所显现出来的人

这一实践主体的伟大
、

顽强的力量
。

这不是

非理性的疯狂
,

也不是无目的的晓勇
。

无产

阶级英雄的崇高
,

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爱国

主义情操
,

忠诚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的理想主义精神
,

不屈于敌人和困难的英雄

主义气概
。

这种激荡人心的崇高美
,

作为英

雄人物的主调
,

是英雄人物所以是英雄人物

的关键所在
。

不突出这一点
,

就不能写好英

雄人物
。

但是
,

崇高美并非孤立自在的
。

它作为

美的凝焦和升华
,

作为美的最高层次和最高

境界
,

其产生和形成有其非常深厚的基础
。

许多年过去了
,

许多记忆淡忘乃至消失了
,

而《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的形象
,

经过时间

流水的洗涤
,

愈益显得鲜活和感人 了
。

当敌

人的手榴弹在挤成一堆的担架队员的人缝里

冒烟的时候
,

我们那位年仅 19 的小通讯员一

边叫别人快趴下
,

而 自己却毫不犹豫地扑在

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
。

这一崇高的行为
,

闪

光的时刻只有那非常短暂的几秒
。

但这光华

耀 目的几秒
,

却来自通讯员一生的积累和孕

育
,

来 自一切美的凝聚和升华
。

难能可贵的

是
,

茹志鹃非常精炼非常生动地显现了这一

美的凝聚和升华的过程
。

十八九岁的年龄
,

是

一个正在开花的年龄
,

也是一个对女性特别

敏感
,

将女性奉为女神的年龄
。

小说生动地

写出了通讯员在女性面前羞涩
、

揭促和笨拙

的窘态
,

同时也写出了他对女性的关切和体

贴的那种没有爱情的爱情
。

这种对女性的情

感
,

既是对女性又是超越 了女性
,

是对人和人

的生活的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想象
。

热爱人
,

热爱生活的人
,

对于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自然

美
,

当然也在他的视野之中
、

情感之内和钟

爱之列
。

请看
,

通讯员
“

肩上的步枪筒里
,

稀

疏的插了几根树枝
” ,

后来又多了一枝 野 菊

花
, “

这要说是伪装
,

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 ”

热爱生活
,

热爱 自然
,

这是有别于崇高的其

他形态的美
,

但是这些崇高之外的其他形态

的美
,

又是产生崇高美必不可少的基础
,

孕

育崇高美不可缺少的摇篮
。

我们不能想象
.

对生活没有激情
,

对 自然没有挚爱的人
,

会

对祖国和人民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 Z
J
几一

种九死而不改其初衷的炽烈的情感
。

当然
,

热爱生活和 自然的人
,

不一定会具有崇高美
,

但具有崇高美的人
,

一定会热爱生活
、

热爱

自然
。

所以
,

崇高美虽然有别于其他层次
、

其他形态的美
,

但又必然以后者为其生发的

基础
,

并将之整合于自身之中
。

因此
,

崇高

美不是那种初级层次和单一形态的美
,

而是

高级层次和复合形态的美
。

理解这一点
,

对于理解英雄人物是十分

重要的
。

以往有些作品描写英雄人物
,

只知

道一味地突出崇高美
,

结果将其 搞 成 孤 兀

的
、

封闭的东西
,

割断了崇高美和其他形态

美的内在的血肉联系
。

这种模式的英雄人物
,

一切丰富的人性
、

复杂的人情都一刀两断了
,

一个心眼只知道工作没 日夜
、

劳动连轴转
、

战斗往前冲
,

而不知道如火如茶的斗争和如

花似霞的生活的联系
,

金戈铁马和鸟语花香

的联系
,

即不知道工作
、

劳动
、

战斗和广大

群众多方面生活
、

多方面情趣的联系
。

这种

英雄的祟高美
,

实际上被孤立了
、

抽象了
、



简单化 了
,

从而也就割断 了英雄素质和丰富

人性的联系
,

亦即割断了英雄形象和千姿百

态的生 活的联系
。

从一定意义来说
,

崇高美和多样性美的

统一
,

与阶级性和共同人性的统一是有联系

的
。

毛泽东同志在 《在延安文艺 座 会 上 的

讲话》 中说
: “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 当然有

的
,

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
,

没有 抽 象 的 人

性
。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

性
,

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

我们主张无产

阶级的人性
,

人民大众的人性
。 ”

这段话至少

说明了四个重要问题
:

第一
,

一切人性都是

具体的 ;
第二

,

在阶级性和人性之间不能划

寿号
,

因此只是说
“

带着阶级性的人性
” ;
第

三
,

阶级社会的具体人性 中
,

必然包含着阶

级性
,

不能将阶级性排除于人性 的 结 构 之

外
。

第四
,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

和人民大众

的人性
,

和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人性是相

通的
。

因此
,

手考阶攀的阶攀件琴导拿于夺
性的

,

是人性的最美之花
。

如果说
,

没落阶级的阶级性
,

是与历 史

进程相逆 向
,

与人类绝大多数利益相分离
,

与共同人性相排斥的话
,

那么
,

无产阶级的

阶级性则是与历史进程相一致
,

与人类绝大

多数利益相吻合
,

与共同人性相沟通的
。

正

因为如此
,

在无产 阶级英雄人物身上
,

不仅

其阶级性旗帜鲜明
,

而且其共同人性
一

丰富多

彩
,

二者相互联系
、

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有

机的整体
。

最近我看 了三集电视片 《陪都新

闻》 ,

它描了 1 9 4 5 年国共重庆谈判的历史片

断
,

其中相当生动地描写了周恩来的形象
。

不仅写出了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的大智大

勇
,

而且写出了他的友人之思
、

亲人之恋
、

山水之情
、

生活之趣
,

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

的阶级性和人类共同人性的结合
,

体现了崇

高美和多样美的结合
。

这种结合所显现的英

雄人物的精神世界
,

既是崇高的
、

美好的
,

又是多样的
、

广阔的
。

四
、

角色及其冲突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所以

任何一个现实的人
,

并非只有一种社会关系

和社会地位
,

也并非只有一种角色身份
。

红

实的英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
,

同样并非只是

作为英雄人物这一角色身份而存在
,

他是多

种角色的
“

角色丛
”

(或称
“

角色集
”
)

。

例如中

篇小说 《射天狼》 中的袁翰
,

他既是一位军

人
、

一位连长
,

同时又是一个弱女于的丈夫
、

两个女儿的父亲
。

作为军人这个角色
,

要求

他坚守保卫祖国的岗位 ; 作为连长这个角色
,

要求他履行 自己的职责
,

带好自己的连队 ;

而作为丈夫这个角色
,

则要求给 自己的弱妻

以体贴和照顾 ; 作为父亲这个角色
,

更要求

给女儿以保护和爱抚
。

但是在同一时空条件

下
,

袁翰显然是不能同时实现各别角色的期

待的
。

因为各种角色期待在同一时空条件中

产生的矛盾冲突
,

是难以调和的
。

他可以作

一个好军人
、

好连长
,

但他不能同时作一 个

好丈夫和好父亲
。

于是
,

袁翰身上各种角色

期待的客观冲突
,

便显现为袁翰心理的主观

矛盾
。

他的兢兢业业的工作
,

虽使一 个后进

连队赶上来
,

在军事训 练中取得了出色的 成

绩
,

但他又想着有愧于 自己的妻子和 久儿
,

总想转业回家的念头
,

时不时冒出来
。

在人的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
,

其

中有一个是主要的
; 同样

,

在由多种社会关

系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多种角色身份中
,

也 育

一个是 毛要的
。

而将什么 样的角色身份放 在

主要的地位上
,

与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很有关

系的
。

对袁翰来说
,

虽然他有时将丈夫和父

亲的角色身份摆在首位
,

借探亲之机
,

超假

20 天来照顾 自己的家庭
,

但从总体来看
,

他

是自觉 自愿将军人和连长这一角色放在首要

和主妥地位的
。

在他两个女儿病危的时候
,

也的训练工作正紧
,

无法抽身回家
,

只能将

仅有的 1 ; ;元钱寄 一 去
。

而当大 女 病 亡 后
,

他也只有用不停的工作
,

来冲淡 内 心 的 痛



苦
。

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
,

当然这并

不意味着 自己的妻子
、

女儿是无足轻重的
,

是 可从情感世界中轻 易逐出的
。

如果这样写
,

那又 是对英雄人物的歪曲 r
。

自己的妻子
、

儿女
、

自己的亲灵
、

朋友
,

也是人民群众的

一份子
。

对于他们的关切和照顾
,

理应包括

在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

因此
,

袁翰身

上体现的军人
、

连长同丈夫
、

父亲之间的角

色冲突
.

虽从局部来说
,

从共时态来说
,

是难

以两 全的 ; 但从整体来说
.

从历时态来说
,

又是统一的
。 “

亲人哪
,

为了你们
,

我才离开

你们
” ,

这就是袁翰解决角色冲突的 原 则
。

这一原则和几十年来的党的传统是一脉相承

的
。

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 和坎坎坷坷
,

我始终难以忘怀王愿坚 《党费》 中的一个细

节
。

在 仁力红军北上抗 日之后
,

白匪疯狂反

扑的 日 于里
,

食盐 显得非常珍贵
。

地下党员

黄新收集几个党员家的咸菜
.

作为上缴的党

费
。

这时
,

她的多日未沾盐的孩子
,

瞅空抓

了一根腌豆角
,

直往嘴里填
。

既疼爱孩子
,

又忠 于革命的黄新
,

瞅 r 瞅瘦弱的孩子
,

又

瞅 了瞅箩筐里不多的咸菜
,

忙伸手把那根豆

角夺
一

下来
,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

此刻黄新身

上的党员角色和母亲角色
,

从一时来说
,

是

难 以两 全其美的
; 但从长期来说

,

又是根本

一致的
。

这正如黄新说的
: “

只要有咱的党
,

有咱的红军
,

说不宝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 ”

共

产党员也是一个普通人
,

一

也有普通人所有的

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角色身份
,

以及各种角

色规范
、

角色行为
、

角色态度和角色情感
,

自然也有不同的角色冲突
。

如果说共产党员

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的话
,

就在于他们处理

角色冲突时
,

视野更广阔
,

境界更高尚
。

在描写英雄人物角色身份的问题上
,

先

后发生过两种偏向
。

一是只描写他们出色的

工作
、

劳动和战斗
,

只描写他们的单一身份

和单一角色
。

突出这一点
,

当然是很重要的
,

否则英雄人物就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
。

但是

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

真实的人
、

感性

的人决非只有一种身份和一种角色
,

而是多

种身份和多种角色的集合
。

所以若将英雄人

物的主要身份和主要角色孤立化
,

也就脱离

现实生活
一

j
一 。

描写英雄人物角色身份的另一种偏向
.

就是只注意描写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

位
,

及其复杂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
。

当然
,

这对于开拓英雄人物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

是大有助益的
。

但是
,

不能用一种片面性去

反对另一种片面性
。

因此
,

不能用对于英雄

人物复杂身份和复杂角色的描写
,

去淡化以

至淹没英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的身份
,

模糊

以至消失英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的本色
。

L

述两种偏向
,

在一个问题上又殊途而同归
,

即将英雄人物的主要身份和其他身份
、

主要

角色和其他角色的内在联系人为 地 割 裂 开

来
,

置于互不相容的绝对化的对立之 中
,

从

而将英雄人物歪曲为片面的人和抽象的人
。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
,

必须坚持 以马克思主 义

为指导
,

否则就易从一个偏向滑向另一个偏

向
。

五
、

个体和整体

正确处理个体和整休的关系
,

是塑造英

雄人物的重要经验
。

整体是高于个体的
。
《红岩》中的许 云峰

突遇特务包围的时候
,

为使市委
一

朽记得以安

全转移
,

他主动将特务搜寻的 目光 引 向 自

己
。

《董存瑞》中的董存瑞为了隆化的解放
,

他和战友争当战 斗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爆

破队 长
。

我们的英雄人物具有如此 自觉的牺

牲精神
,

在于他们认识到
,

只有有了整体的

解放
,

才会有个体的解放
。

.

特别在民族危机

或阶级压迫十分严重的年代
,

整体高于个体

的问题更为突出
。

不
一

首先解决民族解放或阶

级解放的问题
,

个人解放就无 从谈起
。

在由

战争转 入建
一

设的和平年代
,

国家的
、

社会的

整体利益仍需摆在首位
。

因为没有社会主 义

制度的巩固
,

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绝大

多数个体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

电视剧 交铁



人》中的王进喜
, 《焦裕禄》 中的焦裕禄

,

都

是坚持整体高于个体富于 自我牺牲精神的突

出代丧
。

当然
,

对于整体高于个体的观点
,

须作

历史主义的分析
。

例如高于个体的封建主义

整体
,

就是不应盲 目加以肯定的
。

因为封建

主义整体是奴役大多数个体的外在力量和异

己力量
,

它和个体之间的关系
,

从本质而 言

是一种对抗关系
。

而社会主义整体虽也高于

个体
,

但它内在地包含着绝大多数个体的利

益和要求
,

是绝大多数个体的 自由联合体
。

因此
,

社会 主义整体的高于个体
,

是在作为

个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意义上 的 高 于 个

体
·

换言之
,

妙令丰冬馨诊尽亨币于个售
,

才
拳汐半零孝攀全诊汐零尽举华冬艰叩争件

。

甲咚
,

修诊令丰冬整修罩舌草停
, .

晕个修拳
展的客观需要

,

这种客观需要反映在个体的

主观上
,

就是乐于为整体奉献 以至于牺牲的

崇高精神
。

个体为整体的奉献和牺牲
,

是否是个性

的沦丧和主体性的失落呢 ? 对于这一问题
,

也要作具体的分析
。

正如我们并不盲 目肯厄

任何整体一样
,

也不盲目肯定任何为整体的

奉献和牺牲
`

例如奴隶奉献的整体对象 (其

实只是代表少数人利益和意志的 虚 幻 的 整

体 )
,

并非真正体现 自身利益和需要的对象
,

而是外于己
、

异于 己
,

即和他们相敌对的对

象
。

他们奉献的越多
,

失去的也越多
。

而无

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奉献则与此相反
。

他们为

之奉献的整体虽高于个体
,

但并不外于和异

于个体
,

而是体现了构成这一整体的每一个

体的利益
。

所以整体不是对于个体的否定
,

而是对于个体的肯定
。

甲尽个体夺汐对鲁夺
呼叩}弓吵

,

冬郧丛对零返卿印拿
,

举丁步岑
展和提高自己

。

他们奉献的过程
,

也就是个

性发展的过程
,

主体性提高的过程
。

《林 海

雪原 》 中的杨子荣在剿匪战斗中
,

多次建立

了出色的功踌
。

就是在这种无私的奉献中
,

他的沉着老练的气质
,

他的能言 善 辩 的 雄

才
,

他的大智大勇的胆略
,

他的高瞻远瞩的

目光
,

他的赤胆忠心的品德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和提高
,

从而 充分显现 出一个战士丰富的

个性和很 强的主体性
。

因此
,

英雄人物奉献的过程 和 个 性 发

展
、

主体性提高的过程
,

并非如有人认为是

相互排斥
、

互不相容的
,

而是相互促进
、

相

互转化的
。

一方面
,

英雄人物的奉献大大促

进 了他们个性的发展和主体性的升华
,

杨子

荣是这样
,

吴琼花
、

林道静等也是这样
。

另一

方面
,

英雄人物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
,

又促进

他们奉献得更多和更好
。

杨 子荣在威虎厅突

遇小炉匠时
,

如果他没有斗志顽强的品格
,

没有胆识超群的智慧
,

没 有从容不迫的心境
,

他是不可能出奇制胜的
。

社会 上义和共产主

义事业
,

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艰难
、

最复杂的事业
,

没有 自觉
一

参加这一事业的每

一个体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
,

是不可能取

得胜利的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

无论

经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
,

无论经历什么样的

曲折反复
,

之所 以不可能被扼杀
、

被战胜
,

不仅在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代表了人类历史的

发展方向
,

而且也在于参加这一事业的每一

个体的个性的极大发展和主体性 的 极 大 发

挥
。
《休海雪原》中仅仅 36 人的我军剿匪小分

队
,

为何能全歼数十倍于 己的敌 人呢 ? 靠的

是我们战士的一以当十
、

十以当百的个体主

体性的发挥
,

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无坚不摧的

整体的合力
。

单堆不物夸呼的毕程
,

申于回盼琴全堆
的岑尽护丰体件攀章的毕程

,

!争西粤是对攀

件的亨今自拳
、

李理申琴的尽程
。

所 以
,

奉

献虽然意味着某种牺牲和艰辛
,

甚至意昧着

与亲人和战友生离死别的痛苦
。

但是
,

奉献

又不仅仅是如此
。

因为英雄人物从奉献的对

象中
,

看到了自己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客

观成果和客观价值
,

亦即看到了对象对奉献

的客观肯定
,

因而能从对象返回 自身
,

获得

悦心怡神的审美体验
。

因此
,

奉献也就意味

着进入了更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
,

而这

正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奉献和奴隶的奉献



本质区别之一
。

奴隶的奉献只有栖牲和痛苦

的感觉
,

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人物的奉献
,

伴随着牺牲和痛苦的
,

是在感觉上
、

精神上

超越牺牲和痛苦的幸福感和 自豪感
。

所以
,

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奉献的过程中
,

乐观主

义精神总是伴随着不畏困难
,

不畏牺牲的英

雄主义精神
。

这一点
,

在《红岩》这一无产阶

级止气歌中得到了非常生动感人的显现
。

英雄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塑造

的经验和问题
,

是一个可写若干部著作的大

课题
。

这个课题以前不是研究得太多
,

而是

研究得太少
,

特别是深入的
、

有独特见解的研

究太少了
,

这和我们这样一个英雄的国度是

不相称的
。

如果我们能以毛泽东美学思想为

指针
,

且又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和文艺创作的

实际
,

这种研究一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

(上接第 90 页 )

综上所述
,

要在文艺为人民服 务
、

为社会主义服 务基础上
,

尽可能地正确 把握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

系
,

既坚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
,

又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性
,

而且特别强调政 治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 的美

学原则
。

这不仅符合马 列文论
、

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文艺科学的基本原理
,

而且也符合儿千年人类进步 文艺

发展的叮史
。

那种 认为
“

文艺与政治不能统 一 ” ,

而统一必然 导致
“

文艺的衰败和贫困
”

的说法
,

是荒唐可笑的
,

是 违背文艺创造实践及其发展规律的
。

按周 恩来同志的形象说法
,

文艺与政治的内在统一关系
,

就好比是两

条腿走路
。

反对它们的统 一 ,

就是主张一条腿走路
。

显然
, “

统一
”

与
“

单一
” ,

本来并不难理解
,

但是有的同

志 一 遇到对 立面的双 方关系时
,

思想方法不对
,

主 要是缺乏唯物辩证法
,

往往大谬不悟地主张一条腿走路
,

难 免要跌跤
,

受到艺术辩证法的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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