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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社 会 剖 析 派

”

杜显志 薛传芝

“

社会剖析派
”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小说流派
。

这个小说流

派所显现 的整体风貌是对
“

全般
”

社会做
“

缩影式
”

的描绘
,

并对其进行深刻的剖

析
。

它通过精心结构蔽事
、

细致描写场面
、

注重塑造人物等艺术手段
,

真实地再现

社会生活
。

这个小说流派的创作实践
,

提供 了认识中国社会的生动教材
,

显示 了革

命文学的实绩
,

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 的成熟
。

30 年代
,

茅盾
、

吴组湘
、

沙汀
、

艾芜等小说作家
,

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分析
,

在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
,

采用现实主义手法
,

创作了一批再现中国社会现实的小说
,

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精微
、

深人地表现中国社会经济状况
,

剖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为特点的社会剖析小说派
。

我们认真梳理这个小说流派的创作实践
,

总结其创作经验
,

对于正确评价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

为我们当前的创作提供借鉴
,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一
、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的整体风貌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家的产量相当丰富
,

短篇精粹
,

长篇恢宏
,

每个作家都有传世的精品
。

茅盾的 《春

蚕 》
、

《林家铺子 》
、

《子夜 》 虽然篇幅相差悬殊
,

反映的内容多寡有别
,

但都因具体地描绘了 30 年代农村
、

城

镇或都市的面貌
,

而构成了具有不朽生命力的社会画卷
。

吴组湘的 《一千八百担 》
、

《樊家铺 》
、

《天下太平》 与

长篇 《山洪 》 一起描绘了皖南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觉醒
。

沙汀的 《在其香居茶馆里 》 等诸多短篇和长篇
“

三

记
” ,

尤其是其中的 《淘金记 》
,

把那闭塞
、

落后的四川山区
,

展现在读者面前
。

40 年代艾芜由描写西南边远

地区人民的不幸
,

转而写内地人民的苦难
,

为文坛奉献了数量可观的佳作
。

这个流派不同作家的作品
,

尽管

色彩缤纷
,

各有风姿
,

但也都呈现出一致的整体风貌
。

1
.

对
“

全般
”

社会做
“

缩影式
”

的描绘

描写社会几乎是所有小说不可缺少的内容
,

只不过是分量轻重
、

地位主次不同而 已
。

茅盾曾以理论家的

明智要求文学作品反映
“

全般
”

社会
,

反映时代的气息
。

他又以作家的使命感身体力行
。

我们不妨说把他的

长短篇所反映的生活合起来
,

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

就是其中的某一篇也能映照出当时社会

的
“

全般
” 。

他写 《蚀 》 要表现
“

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历的三个时期
’ , ① ,

写 《虹 》 要
“

为中国 十年之壮

剧
,

留一印痕
。 ’

心写 《子夜》 更是有
` ·

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
’ ,③ 。

在这些作品中
,

茅盾追求广阔地

展现社会生活的总体效应
。

其实
,

这也是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家们的共同追求

。

不仅他们的长篇全面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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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结构和阶级关系
,

经济潮流的变动
,

日常生活的变化
,

文化
、

道德观念的变异等等
,

就是短篇小说
,

也

力求在具体的描绘中观照全般社会
。

无疑
,

这种
“

总体效应
”
只有通过对社会生活做

“

缩影式
”
的描写才能实现

。

否则
,

就是一堵电视大屏

幕墙也难映照其万一
。

在 《子夜 》 第一章临近结尾处
,

写 了张素素和李玉亭的对话
: “

你看我们这社会到底是

怎样的社会? ” “

你只要看这儿的小客厅
,

就得到了解答
。

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
,

又有一位工业界的巨

头
,

这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
”

茅盾在这里表明
,

他写小说就是在展示
“

中国社会的缩影
”

。

在进行
“

缩影式
”
的描写时

,

这个流派的作家都强调写实
、

客观
,

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纪实性
。

同

时
,

他们也注重全面
、

整体和综合
,

总是把社会的繁复生活融进小说的框架中来
,

使其具有全景式的特点
。

茅

盾的 《子夜》 展现了 30 年代中国社会的广阔场景
:

地点写了大都市的上海和农村双桥镇
;

事件关涉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军事
;

人物牵连着工农兵学商
,

五行八作
,

三教九流
。

沙汀的 《淘金记 》 通过基层政权中有势

力的全套代表
,

写出了一个似乎看不见但又大又密的关系网
,

从而显示了川西北农村社会的全貌
。

艾芜的

《山野 》 只写了
“

一个小小山村地方一场小小的战斗
’ , ④ ,

就反映出抗战期间
,

各阶级
、

各阶层人物间错综复杂

的关系和彼此不同的思想面貌
。

这个流派的作品
,

即使是短篇小说
,

如 《林家铺子 》
、

《春蚕 》 ; 《在其香居茶

馆里 》 ; 《樊家铺 》
、

《天下太平 》 ; 《石青嫂子 》 等
,

虽然写的仅仅是某个人
、

某个家庭的遭遇
,

或某一场纠纷
,

看似
“

一角
” ,

但是作家们却致力于将
“

一滴水
”

的气息写足
,

使人从而看见
“

大海
” 。

《林家铺子 》 全力写林

老板奋斗
、

挣扎
、

失败
、

破产的过程
,

但却从侧面观照了
“

一
·

二八
”
上海战争

、

农村破产
、

学生抵制 日货

等等
,

这一切组合起来
,

不正是中国 30 年代的社会全景吗 ! 《石青嫂子》 的主人公
,

丈夫被抓壮丁
,

又遭地

主逼租
、

毁地
、

烧屋的迫害
,

这并不是她 一个人的不幸
,

而是国统区广大妇女的共同灾难
。

这派作家在创作

过程中
,

都努力赋予他的人物以典型意义
,

他们努力把整个社会
“

缩
”

到长篇或短篇的建构之中
。

2
.

对社会进行深刻的剖析

叶圣陶说茅盾
“

写 《子夜 》 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
’ , ③ ,

这说到了 《子夜》 的实处
,

也

抓住了茅盾创作的特点
。

同样
, “

社会剖析派
”

其他小说家的作品也具有这一品格
。

所谓
“

科学家写论文的精

神
” ,

就是以理性的思考去对社会进行剖析
。

曾经有人批评 《子夜 》 具有
“

太浓厚的政治色彩
” ,

可是他也不

得不承认这作品在
“

当时的社会确是发生过很大作用
” 。

茅盾早年就提倡
“

为人生
”
的文学观

,

30 年代他更不

回避文学的倾向性
。

但是
,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
,

《子夜》 一类作品的
“

很大作用
”
固然与

“

政治色彩
”
不无关

系
,

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
。

文学作品如果离开了它的审美特征
,

其社会功能必然受到影响
,

这已是为文学的

历史证明了的
。

这类作品的深邃的思想
,

对社会的深刻剖析
,

是在文学审美追求中表现出来和得到实现的
。

在

整体上反映既有对现象的描绘
,

又有对本质的揭示
,

也不乏对未来的憧憬
,

将理性的批判精神 自然地融人艺

术审美中
,

这才是
“

在当时的社会发生很大作用
”

的奥秘之所在
。

昊组湘曾高度评价 《子夜 》 的深刻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

并赞扬茅盾
“

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
,

能懂得我

们这个社会
。 ”

这反映出昊组细对于用科学的社会观点来观察社会
、

剖析社会
、

拓宽艺术视野的认同
。

他 自己

的小说
,

也具有对社会进行剖析和针贬的特点
。

《 一千八百担 》 等作品
,

从世道浇漓和农民的疾苦切人
,

描写

地主阶级的凶残
、

败落
,

以及世态炎凉
、

农民被迫挺而走险等等
,

深人地揭示出农村社会急剧破产的原因
。

沙汀开始创作不久
,

就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
。

他严格选材
,

由具有典型意义的一

人一事生发开来
,

开掘到生活的深处
,

取得对四川农村的整体认识
,

并借此观照旧中国的普遍黑暗
。

尤其是

4 。 年代出版的 《淘金记 》 更充满着浓郁的剖析和批判色彩
,

作品中的
“

北斗镇
” ,

正是旧中国的缩影
。

作家既

沉痛地描绘四川这块多灾多难而又闭塞
、

愚味的土地
,

又把笔锋伸到历史的纵深处
,

挖掘四川灾难深重的渊

源
。

二
、 “

社会剖析派
”

的艺术特色

..

社会剖析派
”

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流派
。

其主要作家茅盾
、

吴组湘极其佩服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艺术才

能
,

曾认真研究他
“

如何布局
” 、 “

如何写人物
” 、 “

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
”

等等
。

这些都是真实地再现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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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显志等
:

论
“

社会剖析派
”

活 的艺术手段
,

也是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

。

1
.

精心结构故事
,.

社会剖析派
”
的小说家都注意通过精心

“

布局
”

来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
。

从 《子夜 》 的创作
“

提纲
”
中

,

我们可以看出茅盾在构思作品时
,

就对人物设置
、

故事线索安排
、

气氛

渲染等
,

从纵横两个方面做了布置
,

颇显
“

布局
”

的匠心
。

《子夜 》 以人物的命运为中心
,

从纵的方面来结构

故事
,

多线辐射
,

互相映照
。

开头
,

吴老太爷突然从双桥镇来上海
,

从而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
;

中间经过

昊赵的五月合作
,

六月斗法
,

七月决战
,

把矛盾充分展开
;
最后吴荪甫失败出走

,

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

历史命运
。

小说横向扩展
,

形成平行纷呈的状态
,

表现出五彩缤纷的社会人生
。

短篇小说容量小
,

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反映较多的内容
,

更要在结构上下工夫
。

《林家铺子 》 可说是样板
。

小说以林家铺子由苦苦挣扎到破产倒闭的过程为主线
,

铺子内外的种种因素证明铺子的破产实属
“
在劫难

逃
” 。

整篇小说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上落笔
,

故事在人物和事件的多角关系中展开
,

虽然头绪纷繁
,

但是组织有

序
,

通篇层次井然
。

《一千八百担》 以宋氏宗族家长会议前的一场七嘴八舌的争吵
,

把一个大家族分崩离析的

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
,

而把聚会和抢粮的难民置于幕后
,

既取得了时间
、

地点
、

主题集中的优长
,

又揭示出

复杂
、

丰富的社会内容
。

《在其香居茶馆里 》 以明线写地方当权派与土豪劣绅间狗咬狗的争斗
,

其间波澜起伏
,

矛盾逐渐激化
。

暗线写国 民党上层政权腐败
,

浊流潜伏
。

两条线索互相影响
,

两相交织
,

产生出奇妙的结局
。

2
.

细致描写场面

场面是人物活动的舞台
,

故事发展的依托
。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家的作品中的场面
,

往往具有境界宽
、

人

物多
、

反差大
、

层次清的特点
,

于人声身影
、

热气腾腾的气氛里
,

展示复杂的社会环境
、

自然环境
,

以及多

重的人物关系
。

《子夜 》 中荒唐的丧礼
、

发狂的公债市场都是多为论者所赞赏的场面描写
。

这个流派的一些短

篇小说的场面描写也很精细
,

有层次
,

有内涵
,

热闹而有序
。

如林家铺子破产后
,

铺子前的吵闹和市党部前

的混乱
,

都写得声色俱佳
。

它简单地写几个大户争吃倒帐
,

而详写小市镇的混乱局面以及小百姓在这场倒闭

中的悲惨遭遇
。

有点有面
,

详略适宜
,

重点突出
。

《一千八百担 》 写宋氏家族各房家长开会前
,

二三十个身份

不同的人物
,

彼此间唇枪舌剑的辩论和互相攻汗
,

形成一个热腾腾
、

闹哄哄
、

乱糟糟的
“

热闹场面
” 。

《在其

香居茶馆里 》 方治国和邢么吵吵以及他们的帮闲们
“

吃讲茶
”
的场面向来被人看重

,

并因此称赞沙汀是写
“

吵架
”
的能手

,

这个场面不仅气氛紧张
,

色彩驳杂
,

而且设置了看似无法解决的矛盾
,

从而使其获得丰富的

内涵
。

3
.

注重人物塑造
“

社会剖析派
”
和

“

现代派
”

截然相反
,

他们非常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

努力写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 ; 这

个流派也不同于革命小说派
,

他们摈弃简单的
“

正面人物
” 、 “

反面人物
”

的概念
,

致力于写出人物的复杂性
。

我们知道
,

一个有成就
、

有见地的作家
,

往往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
,

他常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生活

的见解
,

对社会变动的态度
。

茅盾曾公开声称
: “ `

人
’

— 是我写小说的目的
’ , ⑥

。

他为中国现代小说画廊贡

献了许多有特色的人物系列
。

仅一部 《子夜 》 ,

就写了资本家及其走狗系列
,

知识分子系列
,

青年女性系列
,

地主系列 … … 而作家的高超之处
,

更表现在同一系列中人物个性和气质各异
。

如吴荪甫和杜竹斋同是大资本

家
,

但吴果断
、

自信
,

杜则犹疑
、

动摇
。

屠维岳和莫干承都是吴荪甫的忠实走狗
,

但前者年轻
、

干练
,

后者

老朽
、

蠢笨
。

三个老地主也各有特点
:

昊老太爷顽固
、

保守
、

怪僻
;

曾沧海狠毒
、

荒淫
;
冯云卿贪婪

、

虚伪
、

无耻
。

这派作家总是在典型环境中全方位地写人
。

通过外间世界
,

展示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
、

自然环境
、

复杂

的阶级关系和人际关系
,

使人物在这外界背景中展露风采
;
又通过对人物本身的描写

,

画肖像
、

记行动
、

勾

灵魂
、

挖掘内心世界等等手法
,

塑造出神形兼备的艺术形象
,

都具有
“

这一个
”
的典型意义

。

这个流派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
,

力避单一性
,

而着力写出人物的复杂性格来
。

这也是他们作品中人

物形象鲜明
、

丰满之一端
。

昊荪甫的形象所以栩栩如生
,

就在于他是多层次的
、

具有复杂的性格
。

他的文化

教养是中西合璧的
,

这决定了他既雄心勃勃
,

又脆弱动摇
。

而同时
,

作为一个具体的资本家
,

他个人承受西

方文化薰陶所形成的
. ’

强
” ,

和他所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
“

弱
”
又构成尖锐的矛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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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全部思想
、

行为
、

言论
、

遭遇
,

无不是这
“

强
”

和
“

弱
”
的统一体

。

着墨不多
,

甚至有点漫画化了的冯

云卿也呈现出复杂的性格
。

他
“

诗礼传家
”
的矜持

、

少廉鲜耻的裸露共集于一身
。

他讲体面
,

却又听任其姨

太太放荡
,

借以求得在租界的安稳生活
;
他疼爱女儿

,

但更觉得
“

金钱可爱
” ,

于是以其向赵伯韬献美人计
,

以探听公债市场的行情
。

这个形象揭示出了宗法地主在资本主义金钱魔鬼面前屈辱的尴尬相
。

《淘金记》 中的

白酱丹是一个荡尽家财而依附于地方势力的流氓恶霸
,

因而
,

他的性格既粗鄙又凶顽
;
林么长子是从团总和

袍哥首领的地位上跌落下来的流氓头子
,

所以
,

他的性格既阴险又毒辣
。

在这里
,

作家依据生活本身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
,

既写出了两个土皇帝
、

流氓的一致
,

也写出了他们的差别
,

还揭示了人们个性的多元因素
。

《腐

蚀》 中的赵惠明的形象更为复杂
。

作品从多方面呈现出她的正常
、

变态
、

清醒
、

梦魔的心理
,

揭示其兽性和

人性
,

从而写出一个罕见的复杂人物性格来
。

作家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

并不是有意制造人物的内心分裂
,

而

是从生活本身出发
,

依据人物的性格逻辑来描写
,

因此
,

尽管性格复杂
,

矛盾突出
,

但却是真实可信的
。

三
、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的意义

“

社会剖析派
”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小说流派

。

他们的创作成果
,

标志着中国现代小

说的成熟
,

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
。

1
.

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的生动教材

马克思称赞英国狄更斯
、

萨克雷等人的作品
“

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
,

比起一些职业政客
、

政论

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 ’ ,⑦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家们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

他们的小说从不

同的侧面和角度取材
,

再现中国的社会现实
,

将他们的作品合起来
,

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

它

们具体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面影
,

既有畸形繁荣的大都市
,

又有闭塞落后的农村
,

在这背景下
,

深刻地揭示

中国社会的结构和阶级关系
,

形象地描绘经济关系的变化
。

他们在各自的题材范围内
,

写出了权力转移和使

用
,

经济的驱使作用等等
;

透视了不同的文化模式
、

道德规范
、

展示出鸦片烟枪
、

手抄本 《太上感应篇 》
、

刀

板咒
、

丽娃丽姐游乐村
、

弹子房等杂乱的文化类型
,

以及母女的隔阂
,

父子的乱伦
,

三角多角恋爱等
,

但都

是变态的道德观念
。

从而多层次多角度地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实
,

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

这类小说
,

使生活在狭窄的社会圈中的读者
,

能得以超越 自己的时空
,

超越自己的见闻
,

从一个较高的观察点
,

较广阔

的视角来审视 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整体
。

这正是这个作家群的社会使命感
、

道德观的体现
。

他们常常强调

要正视社会
,

注意社会背景
,

这是作家对自己的要求
,

也是对读者的提醒
。

这里一再提
“

社会问题
” , “

社会

主题
” ,

实是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的题中之要义

。

有人认为描写社会问题的小说不高雅
,

表现道德或一些所谓

空玄的小说才是高级的
。

其实
,

这是文学观念的偏斜
。

揭示社会和政治真理
,

是文学不可缺少的内容
,

不同

阶级的经典作家对此多有论述
。

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
, “

写什么
”

不能说无关紧要
,

但如何认识写作对象
,

它

的内涵开掘到何种程度
,

艺术表现达到什么高度则是至关重要的
。 “

社会剖析派
”

的小说家在
“

写什么
”
和

“

如何写
”
两方面都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

他们都注意严格选材和深人开掘
,

在艺术上追求致臻致美
。

2
.

完善了对社会生活评价的艺术技巧

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度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

评价色彩是其中之一
。

的确
,

还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只是客观

的描写而不做主观评价的
。

区别不在于评价的有无
,

而在于评价色彩的浓淡
,

评价艺术手法的高低
。

对生活

抱冷漠的态度固然不可取
,

但是空洞的议论
、

呼叫也是缺乏力量的
。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家都具有较高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修养
,

他们能从阶级的因素
、

经济的潮流
、

文化的规范
、

道德的准则来分析事物
,

评价社会
。

这

个小说流派的作家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
,

他们或者始终坚持
,

或者最终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他

们懂得感情评价要在情节场面 中自然流露出来
,

他们在创作中始终格守着这一 原则
。

理论修养和创作经验的

结合
,

使他们的作品对社会生活评价的艺术技巧臻于完善
。

他们也曾象
“

问题小说派
”

那样
,

以对生活的质

疑来进行评价
,

如林老板那样巴结认真
,

为什么还破产了呢? 也像
“

革命小说派
”

那样
,

通过作品中的人物

直接传达作家对现实的评价
,

如 《子夜 》 中的人物
“

很生气似的
”

骂以国民党党证来炫耀的曾家驹
: “

见鬼 卫

中国都是被你们这班人弄糟了的 !
”

在 《林家铺子 》 里
, “

上海客人
”

议论林老板的处境的那一席话
,

实质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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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显志等
:

论
` .

社会剖析派
”

是作家对现实的抨击
。

他们也运用闹剧或讽刺手法进行评价
,

前者如曾沧海和曾家驹的关系
,

后者如沙汀的

许多讽刺小说
。

多种艺术手法的吸收
,

使这个流派的作品在评价社会生活时
,

呈现出活泼的风采
。

但这都不

是这个流派评价社会生活的首要手段
。

在整体中占优势地位的评价手段
,

就是尽量逼近生活的真实
,

在结构
、

叙述
、

描写诸方面伴随着对生活
、

对社会的评价
。

他们的作品具体生动地描写了种种失败的结局
,

描写 了经

济体制的畸变
,

社会生活的凋蔽
,

文化风尚的颓靡
,

以及人民的灾难
、

反抗
、

斗争等等
,

评价就寄寓在这些

描写中
。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在真实地描绘了多种历史发展的阻滞因素之后

,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存的社

会关系
、

经济制度
、

文化体系之间的强烈冲突就被揭示出来了
。

作者对各种不合理因素的批判和否定
,

也就

在这客观
、

冷静的描写和分析背后显现出来
。

从而激发读者去认识和探求改革现存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3
.

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

30 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复杂曲折的转变进程中
,

那其间变动的社会生活
,

为
“

社会剖析派
”

的创作提供

了极其丰富的素材
。

先进的
、

科学的文学观念
,

急剧变动着的社会生活
,

作家的才能和努力
,

三者结合起来
,

便产生 了一批高品位的小说
。

以茅盾为代表的
“

社会剖析派
”

作家的作品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
,

这在内容

的深刻
、

题材的广泛
、

技巧的园熟等方面
,

前面已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

我们再将这个流派同
“

五 四
”

以来出

现的其他一些小说流派做点粗略的比较
,

当能更清楚地看出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

“

社会剖析派
”

小说比起
“

自我小说派
”
的作品来

,

有着更广泛的取材领域
,

它突破了作家个人生活范围

的感受
,

而着眼于整个社会的观照和描写
、

剖析和评价
,

取材的广度是前所未有的
。

这个流派跟
“

新感觉

派
”

有着相似处
,

那就是热情地观照都市社会的畸变和矛盾
,

描写都市社会的人生百相
。

不过
,

它又不像
“

新感觉派
”

那样仅限于对都市生活表面现象的捕捉和描摹
,

却更注意揭示这畸变和矛盾的深层因素
,

抓住实

质予以批判和否定
,

对未来充满着憧憬
。

他们也写了农村
,

但不像
“

京派
”

小说家那样热衷于编织美而欠真

的故事
,

营造田园牧歌式的村社
。

在他们的笔下
,

真实的再现了农村的落后和愚昧
,

阶级剥削的残酷和阶级

斗争的激烈
。

同时
,

他们又写出了农民的觉醒
、

反抗和斗争
。

在他们的笔下
,

农村是方生和方死相对立的场

所
,

也是大有希望的所在
。 “

社会剖析派
”

和
“

革命小说派
”

有着根本一致的地方
,

那就是对人生
、

对社会的

关切
,

对革命的责任感和对敌人的憎恨
;
在文艺观上也都注重文艺的社会作用

。

但是
,

他们并不像
“

革命小

说派
”
那样简单地把文艺归于宣传

,

他们不急于演绎自己的思想
,

图解 自己的观念
,

而是重视文学的内部规

律
,

强调对
“

社会现象全面的而非片 面的认识
” , “

感情地去影响读者
’ ,⑧

。

因此
,

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

内涵
,

丰富的人物形象
,

较高的艺术品位
。

在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书刊
、

封闭报馆
、

对无产阶级进行文化围剿的险恶形势下
,

鲁迅对以茅盾为代表的

社会剖析派作家所取得的成就非常重视
。

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
: “

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

外
,

亦无甚新局面
,

但在我们这面
,

亦颇有新作家出现
;

茅盾作一小说日 《子夜 》 … … 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 ’ , ⑨

鲁迅为我们
“

颇有新作家出现
”
而欣喜

,

并把 《子夜 》 看作是革命文学的伟大成果
,

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中

的伟大收获
。

瞿秋白说
: “

在中国
,

从文学革命后
,

就没有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
,

《子夜 》 可算第一部
” ,

他称

《子夜 》 是
“

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 L , “

社会剖析派
”

的其他小说虽然不能跟 《子夜 》 所取得的

成就相比
,

但也各有所长
,

它们和 《子夜》 一起
,

把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
。

这个

流派的出现和他们的创作实绩
,

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学的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
。

注 释
:

① 茅盾
: 《从枯岭到东京 》

② 茅盾
:

《虹
·

跋 》

③ 茅盾
:

《子夜
·

后记 》

④ 艾芜 《山野
·

后记 》

⑤ 叶圣陶
: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

⑥ 茅盾
:

《谈我的研究 》

⑦ 马克思
:

《马克思全集》 第 10 卷
,

第 686 页
。

⑧ 茅盾
:

《 (地泉 ) 读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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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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