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悲剧性”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悲剧理论中 , 自从亚 里 斯 多 德“ 悲 剧 是 对 于 一

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 它的媒介是经过

‘装饰’的语言 , 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悲剧的不同部

分 , 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 , 而不是叙述 , 通过引

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 , ”[1] 这种原始性的悲剧

概念被提出之后 , 西方的美学理论家对悲剧问题的讨论大

都延续着这一主线 , 多涉及悲剧的情节、结构 , 以及悲剧引

起的效果等 , 对于悲剧中悲剧性这一人类学美学的实质特

征却很少涉及。对悲剧问题 , 文艺复兴时期的维伽认为 , 悲

剧是“王室和贵族的行动”, 17 世纪的高乃依说 , 悲剧是“崇

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莱辛把悲剧看作是“模仿

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甚至连席勒也没有摆脱“悲剧是一

个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的模仿”。在西方 , 对悲剧性问题

思考跳出西方传统古典悲剧理论的惯习 , 对悲剧性问题进

行开创性探讨的是尼采 , 他突破了传统西方悲剧理论的模

式 , 从悲剧性精神出发来探讨悲剧的产生。从古希腊的酒

神祭拜仪式中 , 尼采悟出希腊悲剧是日神阿波罗( Apollo)

和酒神狄奥尼索斯( Dionysus) 精神结合的产物。“阿波罗是

光明的造型与预言之神 , 睿智而宁静 , 眼睛似太阳一般。即

使当他发怒的时候 , 在他眼前仍呈现美丽的梦幻。狄奥尼

索斯是狂欢醉饮之神 , 他漠视 任何的悲苦 忧 伤 , 只 是 不 停

的欢笑和舞蹈。”[2]在尼采看来 , 由日神和酒神所构成的希

腊悲剧所传达出来的是 , 生命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所表

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尼采想在一种沉醉的境界中体

验人生的豪情 , 感受生命最猛烈的冲突、人生的壮烈。尼采

在西方美学史上 , 开启了人类学视角研究悲剧性问题的先

河。

在我国的古代艺术中 , 戏 剧 没 有 像 西 方 发 展 得 那 么

早 , 也没有像西方那么系统的悲剧 理论 , 但 在 古 代 的 传 统

文学中 , 沉郁的悲剧性色彩却是中国古代艺术重要的审美

质素之一。中国的悲剧性传统由屈原发端 , 之后贯穿于中

国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从《离骚》的悒愤、建安七子的

悲 凉 , 到 杜 甫 深 挚 的 哀 凉 、李 白 的 牢 骚 、李 商 隐 的 郁 怫 悲

凉、南唐后主 与李清照的悱恻哀婉、陆游与 辛 弃 疾 对 祖 国

统一的哀盼 , 直到黄遵宪的幽忧之愤、徐志摩的甜蜜忧愁、

舒婷的候鸟悲哀”等等 , 从古到今 , 中国的诗歌理论无不贯

穿了这种悲凉的传统气愤。在美学理论上 , 孔子提出了“诗

可以怨”这一美学理念 , 这里的“怨”不仅仅是指 对 统 治 者

的反抗 , 也不仅是对不良政治的“怨”, 它应 该 有 更 宽 泛 的

内容 , 当人们在遭遇挫折和打击 的 时 候 也 可 以 产 生 对 社

会、对人生的“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是我们要讨论

的“悲剧性”问题。当个体人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 遭到

社会的打击和挫败 , 形成个体人格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 就

形成了悲剧性 ,“主体人格自我实现的要求 在 人 生 实 践 中

惨遭否定 , 就是悲剧性”。 [3]11 我们在这里应该超越或跳出

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框架 , 继承或采纳尼采的悲剧性研究

思路 , 并在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中国传统对“悲剧性”审美

质素研究 , 对悲剧性问题的产生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意

义进行思考。

二、“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

对悲剧性的建构性分 析 是 在 解 构 其 形 成 的 过 程 及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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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首先 , 在悲剧性的艺术作品中 , 总

会设置一个倔强的性格和对命运不屈的决心孤独的个体 ,

作为一种顽强的力量与整 个社会 的 背 景 或 社 会 的 意 识 形

态相抗衡。正因为悲剧主人公的这种顽强的斗志 , 才实现

了悲剧性 , 换句话说就是 , 悲剧主人公 的 顽 强 生 命 力 是 造

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

其次 , 现代心理学认为 , 人 都 有 一 种 有 助 于 保 持 和 增

强机体的方式中发展人的一切能力的内在倾向。马斯洛说

“自我实现”作为某种需要 ,“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

以实现的趋势 , 这种趋势可以说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

期望的人物 , 完成与自己相称的一件事情”。 [4] 人的这种自

我实现需求是人体机能的一种内在要求 , 但人生来就是社

会的产物 , 因此人的需求除了要求实现基本的生物潜能以

外 , 还要有心理潜能要实现。实现先天的生物潜能 , 这是人

类学的事实 , 但心理潜能的实现 , 则是 社 会 实 践 发 展 的 产

物 , 是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过程。人就是在不断的

自我超越过程中 , 使个体的机能保存在社会伦理和审美这

个他物之中。人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 , 促成人格的不

断形成 , 而且在人的自我超越 过程中 , 把 人 格 当 作 实 现 自

我的目的 , 因此人的自我实现 不 但 包 括 生 物 性 的 实 现 过

程 , 更重要的是包括人格的实现过程 , 以及人的思想、道德

价值、灵魂规范等等超生物性的价值倾向。这是一个双重

需要和实现的过程。由于自我 实 现 的 动 机 来 自 机 体 的 需

要 , 因此它“尽管受到否定 , 仍在永不妥协地执着地实现自

己”, [3]14 这是悲剧性存在的动力因素。

最后 , 个体具有自我实现的本能需求 , 这是就历史的、

先验的形式来讲的。但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 , 每个人处于

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 , 因此个体自我实现的实践

中介也不一样。悲剧主体在社会实践中 , 在自我实现的过

程中 , 必然要把自身的自由性与社会的必然性相结合 , 但

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 , 还不具备这种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在现实境遇下 , 悲剧主人公将会发生两种可能性行动 , 其

一就是悲剧主体在遭受到社会历史的拒绝之后 , 主体人格

就此降解 , 这种没有可贵人格的人生妥 协 , 不 可 能 产 生 新

的实践 方式与旧形式抗衡 , 也就不会构成 悲 剧 冲 突 , 从 而

也就不会引发悲剧主人公对自我 实 现 与 社 会 必 然 性 之 间

矛盾的抗争和生存动力 , 也就排除了悲剧性。因此卖国贼

的下场也就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 而却不可能引

起人们内心的崇高或更深层的内心体验 ; 另一种情况是 ,

悲剧性主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受到历史的否定 , 内在

的目的性与客观现实性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 主观目的性被

现实的秩序所否定 , 甚至到了毁 灭悲剧主 体 的 地 步 , 当 然

这一毁灭性是有限度的 , 因为“人对苦 难 的 体 验 与 个 人 的

心理照应及承受力关系甚大 , 当生命阻力等于或大于生命

动力时 , 人才遭受苦难 ; 只有当苦 难还未 能 耗 尽 生 命 的 动

力时 , 人才体验苦难 ; 一旦一个人彻底丧失生命活力 , 那就

不可能体验苦难 , 人从最低限 度上看 , 仍是 生 命 力 蛰 伏 却

没消失的标志。”[3]14 悲剧主体在生命的限度之内 , 面对毁

灭性的 处境 , 并没有放弃和退缩 , 仍然坚持 自 我 的 实 现 形

式 , 而且现实的苦难反而更加激起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和决心 , 使他们的人格呈现出超历史的形 式 , 只 有 这 样 悲

剧性才能得以完整地体现出来。悲剧主人公在自我发展的

过程中与旧有的社会形式发生冲突 , 社会形式否定了主体

人格的构建 , 但主人公仍然以新的实践与社会做斗争 , 在

新的实践的摧毁中暴露了社会形式的不合理性 , 这样悲剧

就在否定形式肯定人们的实践中具有了美学价值 , 悲剧也

就是在这种“反目的合目的性”[3]14 中具有了悲剧性的实质

内涵 , 这便构成了悲剧性存在的矛盾性基础。

三、“悲剧性”问题的现代启示

在悲剧性的遭遇中 , 随着个体自我实现的合目的性遇

到阻碍 , 主体激起更强烈的斗志 , 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 在

新的斗争中 , 主体必然强烈地拓展自己的 主 体 性 , 与 既 定

的社会现实做斗争 , 并最终超越、修正给定的现实。这一潜

伏在主体内的必然性激活 , 就是悲剧性质中最重要的人类

学特征。实践的主体在给定的历史必然性面前 , 惨遭失败

之后 , 激发起更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 , 去追求自己的目的 ,

坚持给必然以自由的形式。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 , 主体的

目的性与社会的必然性之间根本不能统一 , 但它却极大地

高扬了人的实践主体性 , 促进了人的自我发 展 , 在 这 一 点

上也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 , 对现代社会必然带有启发性。

从悲剧性看现代人生活中的苦难问题 , 也许能给我们

现代人一些更有价值的人生问题的思考。“在通常情况下 ,

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 , 一旦我 们 感 到 幸 福 或 遭 到 苦 难

时 , 它便醒来。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 , 这愉悦源自

对生命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 , 那么苦难之 为 苦 难 , 正 在 于

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 , 打击了 人对生命意义 的 信 心 , 因 而

使灵魂陷入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 , 对它无

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 , 只要是真切的 , 就必定是灵魂的

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 , 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 , 仅仅成为

一个精神事件 , 就成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

醒 , 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 生机的紧张状 态 , 应 该 说 必

具有某种精神价值。”[5]幸福与苦难都体现了人对生命的强

烈体验 , 然而苦难相对于幸福来说 , 给人以更高的启示 , 对

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 我们应该学会去积极的思考人生过程

的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苦难甚至悲剧的产 生 原 因 ; 我 们

要带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审视“ 他 者 ”的 悲 剧

或苦难 , 对自我的不幸要拥有 斗争的意识、坚 强 的 意 志 力

以及学会把苦难压力转换成生命动力的能力 ; 在悲剧性思

考中要学会对社会现存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力以及不妥协

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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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利于金融体系分散和降低风险 , 也不利于推动商业信

用的票据化和扩大票据融资。

( 三) 票据品种单一。目前 , 黑河市票据业务中 , 交易工

具和品种只有银行承兑汇票一枝独秀 , 银票数量和规模占

居主导地位 ; 而商业承兑汇 票交易滞后 , 与 发 达 地 区 相 比

相差甚远 , 存单、保险单纳入交易工具还是空白。

三、推动欠发达地区票据业务发展的几点建议

从黑河市票据业务发展的现状及制约因素看 , 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票据业务的发展 , 笔者认

为:

( 一) 适当放宽票据业务方面的信贷政策 , 逐步完善票

据市场。由于票据的贴现及再贴现行为是建立在真实交易

基础上的 , 其风险程度要远远低于贷款的发放。因此 , 要适

当放宽对办理贴现业务规模控制和对象条件的限制 , 进一

步简化业务审批程序 , 满足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

需要。同时要选择资信状况良好、产供销关系稳定、行业辐

射能力强的优势企业开办商业承兑汇票业务 , 丰富票据市

场的票据种类 , 提高票据业 务数量 , 彻底 扭 转 票 据 贴 现 业

务基本依靠单一银行承兑汇票的局面。

( 二) 建立票据业务风险控制长效机制 , 减少操作风险

和道德风险。一是将银行承兑汇 票 业 务 纳 入 信 贷 管 理 序

列 , 实行统一授信管理。严格承兑条件 , 强化经营理念 ; 二

是健全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制度 , 根据企业信用等级和授

信额度合理确定相应的比例 , 严禁贷款用于缴存保证金 ,

切实发挥其防范风险的作用 ; 三 是 建 立 风 险 监 测 预 警 系

统 , 对每一个出票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测。继续通过资

金和再贴现来加强对票据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引导 , 促使更

多的市场参与者合规经营、有序竞争、实现多方共赢 , 树立

诚信、健康的经营理念,最终为票据市场注入更大活力。

( 三) 人民银行要进一步放宽再贴现票据的限制。适度

扩大再贴现的比例 , 保证商业银行在贴现市场上取得的票

据通过再贴现获得融资 , 增 强资产的流动性 , 实 现 再 贴 现

对票据市场发展的逆向激励作用。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票据承兑授信业务的管理方式,在注重风险的同时 ,

扩大基层行的贴现自主权, 对经营条件较好的基层行适当

扩大贴现比例 , 对一些资信较高的企业, 适当放宽审批程

序 , 鼓励企业实行商业汇票结算方式 , 并 自 觉 克 服 要 求 企

业缴存高额承兑保证金的违规操作行为 , 保证企业在使用

商业汇票时能及时地通过贴现取得资金。

( 四) 开发适应票据业务管理和发展的信息系统 , 应用

高科技手段防范票据业务风险。一是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

建 立 统 一 的 票 据 业 务 的 咨 询 、报 价 、保 管 、登 记 等 信 息 网

络 , 实现信息共享 , 以提高业务效 率 , 降低业务成本 , 防 范

和化解票据业务风险 ; 二是要加 快 票 据 业 务 的 电 子 化 建

设 , 制作统一的业务凭证 , 规范签发票据的格式 , 开发科技

含量高的票据真伪鉴别工具 , 用科技手段强化票据业务风

险管理。

( 五) 鼓励有关商业银行建立区域性票据中心。建立区

域性票据中心 , 提供票据市场交易、风险等各类信息服务 ,

以确定合理的交易价格 , 解决票据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

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 同时 , 要对票据 市 场 的 风 险 状

况进行预报 , 及时通报有关的票据诈骗案 件 、高 风 险 票 据

企业名单、交易票据风险防范 经验 , 为发展 票 据 业 务 提 供

良好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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