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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思维空间 实行横向联系

— 外国文学教学改革当议

蔡 先 保

要改变目前外国文学教学中
“
一概论

、

二作家
、

三 作品
”
这种单一封闭的固有

模 式
,

适应改革开放 的新形势
,

就必须拓宽思维空间
,

实行横 向联系
。

本文结合教

学实际
,

从比较研究
、

归类研究
、

图表研究
、

科际研究等方面探讨 了外国文学教学

中的问题
,

提 出了教 学中如何实行横 向联系的途径和方法
。

长期以来
,

我们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
,

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
,

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

文

学 与社会生
.

活的关系
,

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
。

许多文学史著
,

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
一概论

、

二作家
、

三作品
”
的固定公式

; 千篇一律地进行着
“
一主题思想

、

二人物形象
、

三

艺术特点
”
的作品分析

;
把本来丰富多彩的文学史内容硬性塞进单一封闭的模式

。

这种线性

的思维方式往往把人们的眼光局囿得十分狭小和短浅
。

而当今世界
,

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冲击

着一切领域
,

特别是电脑化
、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

迫使入们采用宏观的
、

全方位的思维方式

来认识世界
,

把握历史
。

外国文学
,

作为一门直接面向世界的学科来说
,

就必须拓宽思维空

间
,

实行横向联系
。

综观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我们不难发现
,

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的文学
,

不可能

处于完全封闭的境地
,

除了对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文学遗产进行继承和创新之外
,

还跨过国

界
,

横向借鉴
,

广泛地吸取其它民族文学的养料
,

逐步地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

新文学
。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
,

19 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 19 世纪中后期的批

判现实主义
,

文学等
,

之所以名家辈出
,

硕果累累
,

恐怕与各国文学大家们之间横向借鉴分不

开
。

但丁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看作自己的导师
,

巴尔扎
`

克对英国历史小说之父司各特推崇备

致
,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 《哈姆莱特 》 的剧情就导源于古丹麦的历史故事
,

列夫
·

托尔斯泰曾

读过卢梭的所有作品
。

而 20 世纪的文坛上
,

各国文学之间
,

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互为借鉴
,

彼此融合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
。

这些
,

即为我们实行横向联系提供了客观基础
。

横向联系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

近年来采用较多的有以下几种
:

一
、

比较研究 所谓比较研究
,

就是通过两国或多国文学的类比
,

以鉴别异同
,

找出文

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
。

学习和运用这一方法
,

能使我们有效地突破 民族文学的狭小圈子
,

站

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上
,

俯视整个文学的发展全貌
,

推动文学史向深广两方面发展
。

例如
,

我

们在介绍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时候
,

就可以联系法国作家莫泊桑
、

美国作家欧
·

亨利进行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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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他们三位都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短篇小说大师
。

他们的创作都善于从平凡的 日常生活中

撷取题材
,

然后探幽发微
,

以小见大
,

提炼出深刻的主题
。

然而
,

他们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方

法上又各有所长
。

契作情节单纯朴素
,

语言简洁精练 ;
莫作情节多变

,

扣人心弦
,

语言华丽

多彩 ; 欧作则突兀反常
,

奇峰陡起
,

结尾部分往往出人意料之外
.

通过这种比较研究
,

就会

把问题剖析得透彻深刻
,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最近几年
,

比较研究的方法已被广泛地引进到教材编写
、

课堂讲授
、

毕业论文的撰写等

活动中
,

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当然
,

要熟练地
、

准确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

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

它要求我们教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
,

而且还要求我们具有

宏观的眼光和健全的知识结构
,

抓往事物的本质特征
,

进行科学的
、

有效的比较
。

二
、

归类研究 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

归类研究就是把这些相似的

事物归并集中
,

然后从联系的
、

整体的观点出发进行系统分析
。

通过这种途径和方法所得到

的是关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全貌和整个过程
。

在 19 世纪欧洲文学史上
,

个人反抗社会曾是许

多作品所描写的一个重要主题
。

一些怀才不遇
、

愤世疾俗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成了作

品中的主要人物
。

由于他们的政治态度
、

性格特征十分相似
,

即具有
“

共性
” ,

我们可以把他

们归并为三组人物类型进行研究
。

第一类是
“
拜伦式的英雄

” 。

这是根据拜伦的诗歌 《恰尔德
·

哈罗尔德游记 》 的主人公和
“
东方叙事诗

”
中的主人公所提取的一个概念

。

这类人物孤傲

独立
,

追求爱情与自由
,

具有强烈的个人反叛精神
,

最后遭到败亡
。

第二类是
“
个人奋斗的

英雄
” 。

司汤达 《红与黑 》 中的于连
,

巴尔扎克 《高老头 》 中的拉斯蒂涅
,

罗曼
·

罗兰 《约翰
·

克利斯朵夫 》 中的同名主人公均属此列
。

他们聪明睿智
、

不满上层
,

追求名利不择手段
。

第

三类是
“

多余人
”

形象
。

这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
,

具有厌恶上流社会
,

又

脱离人民
; 立志改革

,

又无能为力等特点
。

如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
,

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却林
,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均具有上述特点
。

如果我们再把这三类人物典型归并集中起来
,

然后

放在 19 世纪的欧洲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
,

我们则不难发现他们都具有反抗压迫
、

反

对专制和个性解放 的思想
,

又具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

这种人物
“

共

性
”
乃是 19 世纪的欧洲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

通过这种归类研究
,

便使我们对这一人物类型的整体性质
、

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和整

体与环境的联系等问题有了一个完整明晰的认识
,

有利于我们系统准确地去把握这一段文学

史的时代特征及文学创作概貌
。

当然
,

归类研究并不限于人物形象类型
,

大至整个文学史的

构架体系
,

小至作品的主题思想
,

艺术特点均可采用
。

三
、

图表研究 图表研究就是采用简单的图形和表格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描述的方法
。

在

以往的教学中
,

表格的运用并不罕见
,

它在归纳基本知识
,

使之简单
、

明晰方面
,

发挥了作

用
。

但它在阐述分析文学作品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结构艺术方面却不能凑效
。

近年来
,

由于系

统理论
、

结构主义等新方法论的引进
,

图形教学法开始运用于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
。

图形

教学法往往从作品内部情节结构入手
,

绘制出简单的几何图形
,

再辅以精练的文字说明或提

示
。

采用这种方法
,

能够调动学生的视觉功能
,

使作品中错综复杂的思想内容
、

情节线索
、

人

物芜系等在人的大脑皮质层迅速成象
,

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
。

如张世君同志采用圆形几何图

形
,

将雨果的对照艺术原则和 《巴黎圣母院 》 中的人物特征及相互关系描绘得透辟深刻
,

且

一 目了然
。

张玉华同志曾在 《点滴话
“
汪洋

” 》 一文中
,

列举了 《神曲》 的
“
三棱状立体结构

图
” 、

《高老头 》 中的
“
平行纽结结构图

” 、

《安娜
·

卡列妮娜 》 的
“
双边合拱结构图

”

等近十

种图形
,

给人以耳 目一新的感觉
。

教学实践经验证明
,

图形教学法的正确运用
,

对于废除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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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化
,

灌注式的教学方法
,

建立起开放性的
、

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

具有明显的特异功能
。

四
、

科际研究 科际研究专指对于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

文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

并不是孤立
_

地存在于世的
。

思潮流派的演变
、

作

家的创作活动
、

作品的功能效果
,

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它领域密不可分
。

事实上
,

文学史

上的许多作家
、

理论家本来就不是
“
单打一

”

的文人墨客
,

他们有着渊博的文化科学知识
,

他

们作品中的知识含量及其功能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
。

然而
,

我们以往在教学过程中
,

基本

上是就文学谈文学
,

文学以外的学科和领域
,

特别是 自然科学
,

就很少涉及
。

因此
,

思路狭

窄
、

体系封闭
。

自本世纪以来
,

现代科学不仅以原子突爆式的速度和规模更新与发展
,

而且

使传统学科之间那种径渭分明的界限逐渐消失
,

走向交叉和融合
。

因此
,

我们就需要扩大视

角
,

从别的学科领域来观察文学现象
,

用别的学科的方法研究文学问题
。

就文学与音乐
、

绘画
、

建筑等艺术门类而言
,

它们之间尽管内在结构和表现方式有所不

同
,

但它们都是人类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
,

都是社会生活形象的反映
,

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

孕育
,

互相阐发的关系
。

例如绘画艺术常从文学作品中提取创作素材
。

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

题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

一个是希腊神话
,

一个是圣经文学
。

反过来
,

文学创作也常常从

绘画艺术中获得灵感
。

法国诗人卫;拉美的名诗 《牧神的午后 》 就是受了布歇绘画艺术的启发

后而进行创作的
。

所以
,

有人把文学与绘画并称为姊妹艺术
。

文学与自然科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相距甚远
。

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也很不相同
。

但是
,

文

学研究
,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
,

却可以吸收 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
。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

的产生和发展就曾受到 自然科学的影响
。

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
,

特别是细胞学
、

能的转化和

生物进化论等三大发现
,

大大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

而唯物主义的哲学又直接或间接

地引导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去观察生活
、

分析生活
,

透过表面现象去洞察事物的本质
。

自改革

开放的政策实行以来
,

外国文学领域中的学术空气显得十分活跃
,

许多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

被引进到文学研究之中
。

如有的运用
“
测不准原理

”
去欣赏现代派文学作品

,

有的运用模糊

数学理论去分析哈姆莱特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
,

还有的联系颅相学去探讨巴尔扎克笔下葛朗

台先生的外貌描写
。

这种横 向联系有时能解决文学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

给人以新

鲜的
、

有益的启迪
。

至于文学与哲学
、

宗教
、

历史等社会科学
、

人文科学之间
,

其亲缘关系
,

更是由来以久
。

文学与历史联姻产生过史诗和历史小说
,

文学与哲学结合产生了哲理小说
,

文学与宗教交汇

产生过宗教剧和赞美诗
。

总之
,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科研中
,

引进其它学科的思维成果
,

探讨文学与其它学科之

间的关系
,

不但可以从社会整体上更深刻地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
,

而且使我们对

具体作家和作品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评价
,

更准确地确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

值得注意的是
,

横向联系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文学的本质规律
,

丰富文学史的内容
,

更新文学史的结构形式
。

因此
,

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

目光要放得开
,

也要收得拢
,

理论

结论必须针对着文学
,

保持文学的主体地位
。

其次
,

横向联系的方法多种多样
,

使用的时候

要
“
因地制宜

” ,

做到科学准确
,

既不可机械地使用某一种方法
,

以免出现新的
“
程式化

” 、

“

公式化
” ,

也不可信手拈来
,

盲 目使用
,

把外国文学的教学弄成了
“
小什锦

” 、 “

大杂烩
” 。

(本文贵任编辑 江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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