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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视野

40 年代新文学大众化讨论中反启蒙叙事的双重话语

摘要: 40 年代新文学大众化的讨论 , 是产生于抗战语境内的一种欲望话语 , 它隐喻新

文学进步的启蒙意识形态 , 导致对民间及其它文学形式的压抑。当时,它受到一些民间与大

众话语的批评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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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社会中, 新文学肩着思想革命的

旗帜, 激烈批评传统思想及其社会痼疾。无论五

四时代的启蒙文学, 还是产生于革命时代的革命

文学、左翼文学, 都显示着启蒙性的文学意识形

态。但是, 这种启蒙、进步的文学意识, 不仅导

致跟传统文学、通俗文学的冲突, 而且落入远离

大众、难为大众接受的不幸境地。抗战的爆发把

新文学推到更为尴尬的历史处境中。一方面, 新

文学固有的“ 启蒙”、“ 救亡”等社会意识 , 在

民族救亡的抗战语境内被激扬得热血沸腾; 另一

方面, 就影响社会的现实程度而言, 它在传统文

学、通俗文学跟前又相形见绌。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文学大众化的讨论 , 其实就蕴涵努

力解决救亡 / 影响这对矛盾的历史愿望。然而 ,

令人深思的是, 这次讨论并未使新文学认真反思

自己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原因, 相反, 在持续近

两年的大众化讨论中, 它仍然以进步性自居, 未

能改变对传统文学、通俗文学的成见。新文学进

步性的启蒙意识形态, 在这次讨论中受到一些批

评甚至指责, 给我们现在“ 重审”这次讨论提供

了视角和历史基础。

一、“ 大众化”的话语本质

在 40 年代的讨论中 , 大众化再次被叙述成

新文学自身逻辑的必然结果: “ 帝国主义时代殖

民地革命的特征之一, 即知识分子由于外来文化

的吸收而首先觉醒, 广大的劳苦大众, 反而在初

期阶段上表现为被教育被唤醒的对象。在这里 ,

后进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 往往只有体系化的革

命理论与白热化的革命情绪, 但不一定具有丰富

的大众运动的经验。这些知识分子在实践中的主

要缺陷, 就是不能运用大众固有的形式以教育大

众, 对于自己爱读的书本上的名词或术语, 表示

着拜物教性的好尚。”① 新文学大众化的这种叙

事逻辑, 直至现在还一再被重复。 但我们认为,

这种大众化叙事逻辑可能遮掩了“ 大众化”的话

语性, 事实上, 它在不同的话语主体那儿所指并

不相同。但是, 当大众化被叙述为新文学自身逻

辑结果的时候, 令人们感兴趣的恐怕就不是它的

话语性, 而是这种叙述究竟表达何种欲望以及它

的合法性问题。为了揭示新文学大众化的启蒙叙

事逻辑, 这里有必要首先分析它的话语性, 即大

众化究竟是谁叙述的、如何叙述的, 以及这种叙

述隐喻存在何种欲望?

作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 大众化首先由革命

文学倡导者在 1929 年左右提出 , 旨在使革命文

学能够为工农群众所接受 , 从而达到影响时代、

创造时代的文学目的。左联也把新文学的大众化

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学任务, 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

究会。受革命文学及其左联的影响, 陶晶孙在其

接 编 的《 大 众 文 艺 》 ( 1930 年 2 卷 3 期 ) 的

《 新兴文学专号·上册》里, 专门组织了一次新文

学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由于参加讨论的都是左翼

文学界人士, 新文学的大众化实质上就是“ 普罗

文 学 的 大 众 化 ”。 他 们 认 为 , 普 罗 艺 术 本 质 上

“ 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②, “ 大众化

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

学”③。这样, 30 年代的新文学大众化讨论 , 实

质上是革命文学 / 阶级文学的大众化探讨 , 隐喻

普罗阶级政治的要求: “ 现在是普罗列塔利亚大

众的时代了 , 他也该有自己底文艺”④, 也残留

着五四时代“ 民主” 话语的痕迹 : “ 文艺本应

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⑤。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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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大众”仅指劳苦大众即“ 被支配阶级和

被榨取者的一大群”, 而非“ 纨绔公子 , 闺阁名

媛 , 名人隐士”⑥, 因此 , “ 大众”实际上并非

那种社会各阶层意义上的“ 大众”。此外 , 这次

讨论还由普罗大众应拥有自己的文学转向了怎样

生产“ 普罗”的大众文学问题。他们认为, 普罗

文学在结构形式、体裁和语言文字方面应以“ 容

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为原则”, 应“ 批判地采用

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 西欧的报告文学, 宣传艺

术 , 壁小说 , 大众朗读诗等等体裁”; 他们还提

出普罗文学作者的大众化问题, 即作家在生活与

思想情感方面接近普罗大众; 最后, 这次大众化

还“ 组织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工

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 使广大工农

兵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

者”。总之, 左翼文学的大众化倡导, 隐喻无产

阶级革命的政治欲望, 即完成“ 当前的反帝反国

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但是 , 在 30 年代 ,

革命文学与左联文学的大众化并未获得合法性 ,

既未被新文学其它主体如自由主义作家等所接

受, 也未被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所认可。

30 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显然是普罗阶级的欲

望话语能指。40 年代的大众化讨论则发生在民

族救亡的语境中, “ 强调的是文学的功利性宣传

性 , 表现了现代文学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的特

质”⑦。因此 , 新文学与民族国家的互谋关系影

响了这次讨论。一方面, 新文学大众化在民族国

家的叙事系统中获得了合法性 , “ 在共同的事

业”⑧中加强了它的话语权威性 ; 另一方面 , 由

于这种语境的影响, 大众化成了表达民族国家的

欲望话语能指, “ 喊出民族的危机, 宣布暴日的

罪行, 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 以求持

久的抵抗 , 争取最后胜利”⑨。由此 , 大众化变

为启蒙性的“ 化大众”。可见, 40 年代的新文学

大众化, 已成为民族国家的一种叙事话语, 其话

语性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话语主体与话语合

法性———被揭示出来。虽然这次讨论引起众多作

家、众多地区的响应与参加, 但话语主体基本上

仍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主, 自由主义作家与通俗文

学作家应者寥寥 ; 虽然这次讨论具有政治合法

性, 反对者就可能落下“ 汉奸”、“ 反动”的嫌

疑, 但自由主义文学和通俗文学仍以无关痛痒的

态度否认它的权威性。表达民族国家欲望的大众

化文学话语跟其它话语的冲突 , 在 40 年代的解

放区表现得尤其明显, 以至解放区的大众化 / 民

族化运动不得不靠政治的权威帮助才能实现, 延

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作家才决心实践大众化

方向。

无论是 30 年代的倡导还是 40 年代的讨论 ,

都表明大众化仅是新文学中的一种话语, 表达了

不同话语主体———普罗阶级 / 民族国家———的不

同欲望。但是, 当把这种话语叙述为新文学的必

然逻辑的时候, 就必须究问这样一个问题, 即为

什么会发生一种主体的话语替代这个由自由主义

文学、通俗文学等构成的多元形式的现代文学主

体, 而这种替代又源于何种权力基础?

二、“ 大众化”的启蒙意识形态

40 年代的大众化讨论 , 首先在桂林、武汉

两地展开 , 然后香港、延安与重庆等地纷纷响

应, 两三年间一直是新文学界的热门话题。这次

讨论主要围绕“ 利用旧形式”这一问题进行。有

人主张新文学不必利用旧形式, 有人担心新文学

采用旧形式可能蜕变为通俗文学, 有人害怕新文

学利用旧形式反被旧形式利用丧失其进步性, 而

通俗读物社则认为, “ 旧瓶装新酒”不仅可行而

且能消解所有这方面的焦虑。但是, 无论新文学

利用旧形式的忧心重重, 还是“ 旧瓶装新酒”的

热情倡导, 都说明新文学并不甘于跟旧文学、通

俗文学同伍, 仍然坚守它与旧文学、通俗文学的

对立。即是说, 新文学仍然以进步性自居, 否定

旧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价值。

进步的意识是现代启蒙叙事 的 一 种 话 语 类

型。18 世纪左右出现于西欧 , 主要以英、法两

国为地理核心而向意大利、德国等周边国家衍

生; 它创造了理性这个人类神话, 并“ 产生了一

种含糊却广泛存在的对‘ 进步’的设定”⑩。新

文学进步性的意识产生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那

时侯, 新文学跟传统文学、通俗文学产生激烈的

冲突 , 新文学以进步性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支

持, 把自己反本土传统的历史欲望合理化。其进

步的意识形态主要由两方面的话语构成: 一是历

史进化论的意识形态,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和

将来 胜 于 过 去 的 话 语 再 现 / 生 产 了 这 种 意 识 形

态; 二是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表

现为西方文学先进于中国文学。它在二三十年代

通过不同的话语形态表现出来。如果说白话文

学、人的文学与革命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表现

着新文学进步的意识形态, 那么, 抗战时期新文

学的这种话语就是利用旧形式、旧瓶装新酒等。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 使新文学与旧文学、通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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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因服务抗战而握手言和, 但又保持跟它们之间

的差异、对立。因此, 新文学利用旧形式并非完

全认同、再生产旧形式, 而是学习它通俗性的同

时又用新内容改造它、提高它: “ 我们不仅是利

用旧瓶 , 还希望能改进旧瓶。”这儿 , 新文学表

现出对旧文学、通俗文学的一种权力关系, 即以

进步的意识形态否定旧形式、通俗文学的文学价

值。

这次大众化讨论还隐喻了另一种意识形态 ,

即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文章下乡 , 文章入

伍”、“ 旧瓶装新酒”等大众化话语 , 都隐喻文

学为抗战、为民族国家服务的欲望和目的。抗战

时期 , 国家权利和权威因日本的入侵而发生危

机, 或者说国家此时陷入权力的焦虑中。“ 日本

军人以海陆空最新式的杀人利器, 配备着最残暴

的心理与行为, 狂暴代替了理性, 奸杀变作了光

荣, 想要灭尽我民族, 造成人类历史最可怖可耻

的一页”。一切为了抗战、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力量为国家服务等话语, 均是消解这种国家焦虑

的意识形态实践。但是, 国家权力焦虑的意识形

态, 也隐含一种权力关系即国家与民间的二元对

立。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想象中 , 民间成为落后、

愚昧的象征 , 他们不能体验、同情国家的焦虑 ,

也不能与国家共存亡, 国家必须唤醒他们, “ 把

新的文化普及到民间”。因此 , “ 旧瓶装新酒”

的大众化也转变为化大众、启蒙大众。

这样, 新文学及其大众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叙事的话语实践, 成为后者叙事本文的一个转叙

者。需要说明的是, 新文学成为国家叙事的转叙

者是其启蒙现代性的鲜明标志。自戊戌变法时期

梁启超等提倡“ 文界革命” 以来 , 文学逐渐以

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关怀而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

值, 而现代国家也期望文学能成为自己意识形态

的再生产者。现代国家与新文学的互谋关系被抗

战的历史语境所加强、巩固, “ 我们应当看成这

是革命的艺术传统凭着现实条件而主动地争取的

发展”!"#, “ 当前的文学大众化运动 , 比之过去

的文学大众化运动, 内容更为广泛, 意义更为重

大 , 那是没有问题的”$%&。不幸的是 , 在新文学

和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关系中, 旧文学、通俗文

学连同他们所寄寓的社会、民间, 再次被想象为

落后、愚昧的存在并遭受改造。大众化的“ 化大

众”启蒙逻辑即隐喻这种权力过程。

总之, 在这场新文学大众化讨论中, “ 大众

化”不仅延续新文学进步的启蒙意识形态, 而且

隐喻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它们共同形成关于民

间及其文学形式的想象 , 即民间 / 旧形式落后、

低级的权力关系。新文学的大众化, 实质上成为

化大众的意识形态实践。然而 , 在 40 年代的历

史环境中, 新文学大众化的启蒙立场, 却遭到了

一些批评和指责。

三、反大众化的两种话语

这次讨论中, 人们多把旧形式理解为民间形

式 , “‘ 旧形式利用’大半是指中国旧有和现有

的民间艺术而言”!"#, “ 所谓旧形式一般地是指

旧形式的民间形式 , 如旧白话小说 , 唱本 , 民

歌, 民谣, 以至地方戏, 连环画等等, 而不是指

旧形式的统治阶级的形式”。其实 , 旧形式并不

完全等同于民间形式 , 它至少还包括传统文学。

对旧形式的误读, 事实上却导致大众化的启蒙叙

事对民间的想象。民间———这个相对于国家及市

民社会而言具有自己文化和生活特征的社会空

间 , 被新文学和现代国家共同想象为落后的客

体, 沦为“ 被教育被唤醒的对象”。大众化的这

种启蒙叙事的权力, 在“ 化大众”的时代狂欢氛

围中, 引起少数人的注意、不满甚至愤慨。

在七月社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 一些人认为

国家与民间存在思想差异, 而民间可能会拒绝国

家对它的想象, 吴组湘认为: “ 有些人往往以为

写作通俗作品, 只要利用旧形式就行, 读者就可

以接受。我觉得不然。思想 , 意识 , 也要注意

的。如《 文艺阵地》上那篇老舍的京剧《 忠烈

图》, 其中述一个女子为要鼓励土匪抗日不惜嫁

了他。这种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贞操的观念, 在我

们看来是极道德的, 但一般民众是否起反感, 就

成问题。” 在此, 他认识到, 民间是有自我意识

的主体而非国家想象的客体, 并具有抗拒、颠覆

国家的本质与能力。老舍先生也认为 , 大众化 /

通俗文艺“ 须是用民间的语言, 说民间自己的事

情”, 否则 , 民间就不会接受和喜欢。这些仅是

从大众化的角度, 揭示启蒙意识形态的盲视及错

误。齐同则站在民间的立场, 激烈反对大众化的

启 蒙 意 识 。 他 批 评 新 文 学 启 蒙 想 象 的 逻 辑 :

“ 大众当真是猪一样的东西吗? 不是的 , 他们本

来和我们一样的能创造, 能鉴赏, 看过原始时代

艺术的遗迹 , 不难知道。而且要没有他们的创

造 , 便不会有现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了。”!$# 他认

为民间也不需新文学的启蒙、教养, 因为民间是

文学、文化的真正源泉和创造者, 仅“ 由于生活

不平的展开, 使我们与这刚健清新的文艺渐渐隔开

124



江汉论坛 2006.2

了”!"#。他指出, “‘ 旧形式’并非民间固有的名

词, 而是文人口里喊出来的。这‘ 形式’在民间

还没有‘ 旧’到我们所想那样的程度, 而且是很亲

切的”!$#, 并揭示这种话语可能导致的实践性暴

力 , “‘ 利用旧形式’, 结果还是要冲破‘ 旧形

式’, 扬弃‘ 旧形式’的”, 即对民间的改造以迫

使民间成为国家话语的转叙者。齐同反启蒙叙事

的民间立场 , 并不像 19 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者那

样富有鲜明的感性传统, 但他的反抗和对民间传

统的坚守却十分清醒。

在这场讨论中, 我们还能听到另一种反启蒙

的话语, 它反对把大众化与通俗化联系起来, 因

为通俗化隐喻启蒙的意识形态。如南桌指出, 这

种倾向潜藏着新文学与大众间的对立、不平等 ,

新文学无法真实体验、反映大众的生活和感受 ,

大众化的新文学实质上还会成为高高在上、脱离

民众的文学。南桌反对新文学启蒙意识的话语 ,

十分接近 20 年代的平民文学话语 , 或者说继续

了 20 年代的平民文学意识。1918 年 , 周作人要

求新文学应以普遍和真挚的情感反映普通男女的

生活悲欢: “ 既不坐在上面 , 自命为才子佳人 ,

又不立在下风 , 颂扬英雄豪杰。”!%#他认为 , 平

民文学既不是让个个“ 田夫野老”都可领会的通

俗文学, 也决不是“ 施粥施棉衣”的慈善主义的

文学 , 而是反映普通人普通情感的大众的文学。

周作人的平民 / 大众文学理想影响了 20 年代的

新文学。1928 年郁达夫创办《 大众文艺》时即

坚持这种文学观念。但到 1930 年左右 , 这种大

众文学话语被普罗文学的大众化替代, 后者要求

的大众化是“ 教导大众”、启蒙大众 , 以“ 唤起

他们来参加政治斗争, 以彻底的解决大众自己的

一切问题”。这种大众化欲望在抗战时期又再现

出来。

总之 , 在 40 年代新文学大众 化 的 讨 论 中 ,

新文学进步的意识遭到了不同的批评。齐同站在

民间意识的立场, 激烈反对新文学化大众的启蒙

意识形态, 认为民间是刚健、清新文学产生的源

泉, 是文学的真正创造者; 以南桌、茅盾等为代

表的新文学作家, 从大众的角度反对大众化, 认

为新文学大众化其实隐含精英与凡众、雅与俗的

对立, 大众化不能反映大众的思想情感反而产生

化大众的流弊。今天, 让我们注意的并不仅仅是

这些批评的声音 , 让我们深思的是 , 为什么在

40 年 代 新 文 学 的 启 蒙 叙 事 受 到 了 应 有 的 质 疑 ?

或者说 , 在 40 年代新文学的历史语境里 , 为什

么会产生出这些批评的意识?

这里, 本文仅想简单地指出, 它的出现是新

文化和新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新文化运动兴起

的时候, 随着对国民性的探讨, 新文化界产生了

对民间文学、神话、歌谣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

这种民间文化运动逐渐培育了 40 年代文化界中

的民间意识和立场, 产生了民间与国家间的差异

对立观念。另一方面 , 30 年代以后 , 随着新文

学政治化程度的日益加重, 新文学界开始对新文

学启蒙意识的反思, 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人

都意识到新文学“ 道学”气息的浓厚, 感到它始

终脱离大众、读者不多 , 从而要求新文学要通

俗、要走向大众。因此, 民间意识和新文学的大

众意识, 在三四十年代已经产生了社会基础, 在

这场大众化讨论中被触发和表现出来。新文学的

启蒙意识形态在 40 年代受到批评 , 其原因即在

于此。

中国现代社会的动乱和民族战争, 不仅是新

文学启蒙意识产生的历史根源, 而且是巩固它并

使其合法化的一种历史力量, 虽然它受到一些批

评和反对, 却无法扭转这种启蒙意识再生产的趋

势。但是, 我们今天感到忧虑的是, “ 从知识的

产生条件和生产机制看, 人们对某一观念的理解

和误读总是参与对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创造”!&# ,

新文学化大众的启蒙意识产生了为民族、国家服

务的文学, 但这种产生也意味民间形式、大众文

学的遭受压抑、改造, 或者说, 新文学启蒙意识

的权威正建立在民间、大众文学失语的历史过程

和基础上。这种失语和沉默 , 今天看来 , 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令人痛心的遗憾。

注释:

①!(#!)#!*+!"#!$#《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

第二编·理论论争》第 1 集 , 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 第

69、62、48、94、96、97 页。

②③⑤《 大众文艺》1930 年第 2 卷第 3 期。

④⑥《 大众文艺》1930 年第 2 卷第 4 期。

⑦ 钱理群等 : 《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

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448 页。

⑧⑩!4+ 洛蚀文编《 抗战文艺论集》, 上海书店 1986

年版 , 第 144、158、147 页。

⑨ [美] 艾恺 : 《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贵

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第 9 页。

!%+ 张明高、范桥编《 周作人散文》第 2 卷 , 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 , 第 131 页。

!&+ 刘 禾 : 《 语 际 书 写 》, 三 联 书 店 1999 年 版 , 第

49 页。

( 责任编辑 刘保昌)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