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8- 03 - 05

作者简介 :王烨 ( 1967 - ) ,男,安徽濉溪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 20世纪革命文学研究。

2008年第 4期 Research of Ch inese L iterature 第 4期, 2008

[现代文学 ]

20年代革命小说叙事成规的探寻与运用

王  烨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革命小说;叙事成规;力的文艺; 新写实主义

摘  要: 20年代革命文学倡导者积极进行革命小说叙事成规的探寻, 钱杏邨 !力的文艺∀和藏原惟人的 !新写实主

义∀当时产生较大影响。暴露有产者的罪恶、暗示一条出路、对自我人生与革命逻辑的模仿、超常规情节的运用, 是革命

小说运用的 4个主要叙事成规。 20年代革命文学倡导者积极进行革命小说叙事成规的探寻,钱杏邨 !力的文艺∀和藏原

惟人的 !新写实主义∀当时产生较大影响。暴露有产者的罪恶、暗示一条出路、对自我人生与革命逻辑的模仿、超常规情

节的运用, 是革命小说运用的 4个主要叙事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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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leader of the 1920s revo lutionary lite ra ture explore active ly the revo lutionary nove l# s na rrative convention.

! The force lite rature∀ byQ ian X ing cun and ! The pro letar ian rea lism∀ by ZangYuan W e iren exert ex tens ive influence. Revea ling

the bourgeoise# s ev i,l h inting a road fo r the pro letar ia t, im itating thew r iter# s life and the revo lutionary fate and app ly ing the dra

m atic p lo t are them a in narrative conventions o f the 1920s revo lutiona ry nove .l

  结构主义认为叙事必须成规化,成规虽然造成叙事类

型化, 但读者并不会为成规所困扰,而且常对叙事 !偏离成

规感到不满∀。1 ( P59) 20年代革命小说素来被视为 !标语口

号文学∀或 !浪漫谛克∀文学,这种批评话语揭示了革命小

说叙事存在成规化现象。事实上, 20年代革命文学家进

行过革命小说叙事成规的探寻, 钱杏邨 !力的文艺 ∀和藏

原惟人的 !新写实主义∀当时产生较大影响。

一

在∃力的文艺 %这部文学评论集中, 钱杏邨十分倾倒

普希金的∃情盗%、席勒的∃强盗%和德国英雄史诗∃尼伯龙

根之歌%,热爱这些作品中的英雄、壮士和强盗。在他看

来, 这些绿林气质的人物充满刚毅不屈的精神和锄奸伐暴

的侠义情怀, !代表着所有的反抗形式, 代表着所有为某种

道德、社会或政治原则进行的斗争 ∀ 2 ( P181)。他把他们视

为人类不死的精神、健全的人性,认为这是革命历史转折

时刻最 !急切需要的食料∀ 3 , 并渴望中国革命文学不久

能有这样伟大的作品出现。在这种意义上, 他果敢宣布

!阿 Q的时代∀已经死去, 希望郁达夫今后的创作要表现

出狂风暴雨时代的力量, 称赞郭沫若始终表现出 !毫无间

断的伟大的反抗的力∀。4 ( P19)

钱杏邨认为革命文学表现的这种力,象征着人性不屈

服的抗争精神, 蕴涵着旧势力灭亡和创造未来的希望。他

说普希金的∃情盗 %表现了俄罗斯帝国两种对抗的力, 大

地主的穷凶极恶与农奴们不屈服的抗争,农奴们的抗争尽

管失败但却隐含着俄罗斯的一线生机。在评论席勒 ∃强

盗%的文章中,他说自己是个 !强盗∀的崇拜者, 指出强盗

的侠义情怀、勇敢无畏、刚毅不屈值得讴歌。钱杏邨从这

些不屈服的英雄中, 看到了被压迫者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出

路与希望, 发现了创造合理社会和国家的途径, 并要求革

命文学要表现这种人间最伟大的 !力∀。

钱杏邨要求革命文学的表现技巧也应是力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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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阿 Q正传%的技巧已经死去, !我们若以小资产阶

级的文艺的规律去看 ,它当然有不少的相当的好处, 有不

少的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 然而也已经死去了, 也已经死

去了! ∀ 5 他称赞 ∃女神 %既表现了勇猛、反抗、狂暴的精

神, 又拥有与这种精神对称的 !狂暴 ∀技巧。钱杏邨要求

的 !力的技巧∀,很可能是指文学篇章结构、描写方法和人

物塑造等叙述风格。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形式由其反映

的 !内容∀决定, 并随着内容变化而 !经历变化、改造、毁坏

和革命∀ 6 ( P26) ,但钱杏邨 !力的技巧 ∀很难说是马克思主

义的文学观念, 但它代表着革命文学家的共同欲望, 蒋光

慈以 !粗暴∀的文学家自居, 创造社宣扬革命文学要 ! S im

p le and Strong∀ 7。

钱杏邨 !力的文艺∀叙事观念跟茅盾的写实主义产生

冲突, 后来又遭到胡秋原的 !清算∀。茅盾反对这种以 !历

史的必然当作自身幸福的预约券,且又将这预约券无限止

地发卖∀ 8 ( P146)的叙事法则, 胡秋原指责钱杏邨的文学观

念是主观主义与左倾幼稚病的空谈。但是, 钱杏邨 !力的

文艺∀倡导有其 !社会的和政治的背景 ∀和 !对所寻求的传

统的共鸣 ∀ 2 ( P171) , 也跟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影响有关。

众所周知, 在 1927年国民党残酷清洗共产党人后, 共产党

选择了武装暴动以对抗国民党的残害,革命文学家也因此

倡导表现激烈反抗精神的文学 ,以呈现革命不屈的意志并

驱除幻灭、动摇的革命情绪。钱杏邨 !力的文艺∀显然是

为革命招魂, 它发展了蒋光慈崇尚侠义精神的思想, 也受

到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深刻影响。厨川白村认为文

艺家是历史的预言者、暗示着伟大的未来, !在政治上经济

上社会上还未出现的事, 文艺上的作品里却早经暗示

着。∀ 9 ( P58)因此, 钱杏邨认为 !力的文艺∀是生命健全情绪

的象征, 寄寓着生命的活力与社会、历史的前途。

二

!力的文艺∀叙事成规造成了革命文学的叙事危机,

人们批评说 !写这种文章不如写标语有效力, 看这种文章

也不如看传单起劲∀。10 为解决这种叙事技巧上的幼稚或

拙劣, 太阳社与创造社开始倡导 !新写实主义∀, 把它视为

革命文学以后发展的一个主潮。∃太阳月刊%第 7期刊发

了藏原惟人的 ∃到新写实主义之路%, 旨在推动革命文学

叙事的阶级意识及技巧的完善。

藏原惟人认为, 文学流派的交替象征着阶级命运的兴

衰,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写实主义不能 !全体性∀描写

社会, 无产阶级写实主义要舍弃那些无用、偶然的东西,客

观地在全体中、历史中去反映所描写的对象, 这便是 !唯一

的到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之路。∀ 11。藏原惟人的 !新

写实主义 ∀在 1929年被广泛传播。钱杏邨 !原封不动地

抄译∀ 12 ( P280)了藏原惟人理论,认为新写实主义是无产阶

级解放的战斗艺术, 要运用 !整体∀的描写方法将那些不

必要的、非本质的东西抛弃。李初梨认为革命文学初期多

表现英雄的行为与劳动者的自然反抗性,指出现在读者已

不满足于空疏的几声呐喊而是求深刻的社会认识, 已不满

足于认识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而希望获得社会问题的证

明, 因此革命文学今后应该采取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方法,

而藏原惟人的 !新写实主义∀尤其值得借鉴。林伯修把新

写实主义建设视作 1929年革命文学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

问题, 并把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视为革命文学建设的理

论指南, 要求革命作家要拥有明确的 !阶级观点∀和 !客观

态度∀。

由于藏原惟人 !是针对着∃文艺战线 %大量残留着的

自然主义的方法和从旧&普罗文艺 #中带到&纳普 # 中来的

&进军的喇叭 #、&武器的艺术 # 的理论的 ∀ 12 (P285) , 所以,

他把无产阶级观察世界 !前卫的眼光∀放在新写实主义首

位, 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写实主义

的地方。他在∃再论新写实主义%一文中说: !普罗列塔利

亚写实主义和像这样表面底的琐屑底的写实主义根本底

地不同着。它是拿着观察现实的方法。所谓这现实方法

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把这社会向怎样的方向前

进, 认识在这社会上什么是本质的, 什么是偶然的这事教

导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依据这方法,看出从这复

杂无穷的社会现象中本质的东西,而从它必然地进行着的

那方向的观点来描写着它。换句话说, 普罗列塔利亚写实

主义是握着在进行中的这社会,把它必然地向普罗列塔利

亚的胜利方面前进的这事用艺术的,就是形象的话描写出

来以外没有别的。∀ 13 受其影响, 革命文学家把社会现象

背后的 !必然∀、!本质∀视为革命文学的叙事对象。钱杏

邨指出, !普罗列塔利亚作家所应描写的&现实 # , 毫无疑

义的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纲领下的&现实 # , 是一种

推动社会向前的 &现实 # ∀, 14 , 这注定了无产阶级写实主

义描写的中心 !必然是代表着时代的尖端的姿态,与阶级

斗争有关的必要的题材∀。15 茅盾 1929年后也接受了这

种叙事理论, 摈弃了自己以前坚持的自然主义观念, 认为

文学表现的时代性不仅是时代给予人们怎样的影响, 而且

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怎样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因此,新

写实主义叙事成规的倡导, 标志由初期 !混沌 ∀性质的革

命文学向无产阶级文学的飞跃。

但是, 新写实主义叙事成规的建设仅是 !一个空泛的

口号∀,革命文学叙事中并没有出现 !真正朝这个方向的

创作实践∀。16 ( P119) 换句话说, 革命文学家尽管期望革命

文学走向新写实主义, 但 !力的文艺 ∀叙事成规在革命文

学叙事中并未得到扭转。尽管如此, 新写实主义给革命文

学家带来了无产阶级文学观念, 使革命文学叙事获得了

!阶级意识∀, 为左翼文学提供了叙事理论上的启示及资

源。

三

20年代革命小说形成了劳动者的反抗叙事、左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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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焦虑叙事、现代革命者的成长叙事、革命英雄的传奇

叙事、革命青年的幻灭叙事等叙事类型, 它们经常运用的

叙事成规主要有以下 4个。

第一, 暴露有产者的 !罪恶∀。革命小说描绘的有产

者主要是乡村地主与工厂工头, 他们 !不事生产, 坐想幸

福, 并且把那从劳苦人们的血汗中所得的金钱, 毫不经意

地挥霍∀。17叙事者把他们想象为反人道、反人性的 !恶∀。

当工人受伤或贫农交不起租税时, 即是说, 在劳动与财富

的契约关系受到威胁时, 他们就残忍殴打劳动者、强行维

护契约关系。叙事者突出契约关系的毁坏并非劳动者的

过错或恶意, 而是天灾、兵匪、伤亡等意外事故造成的。在

这种情况下, 有产者不同情劳动者反而残忍惩罚劳动者,

其反人道、反人性的道德上的恶就呈现出来。有产者的恶

还表现为肉欲的放纵, 他们有汽车、洋房、鲜衣、美食、娇

妻、艳妾、淫妓供其享乐, 还常调戏、奸淫劳动者的妻女,

!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工都要忍受他们的侮辱∀。18 这个成

规也把劳动者反抗有产者的暴力道义化了,即它不再是无

道的暴乱而是铲除 !恶∀的正义举为。值得深思的是, 左

翼文学、解放区与 17年文学、文革文学中都大量运用它,

以有产者的罪恶彰显 !孤儿寡母的苦大冤深以及共产党解

放军的救苦救难∀ 19 (P192)。

这种成规象征着 !力的文艺 ∀叙事规范, 被认为是革

命文学最根本、最典型的叙事成规。革命文学家认为, 革

命文学叙事的旨意就是 !把一切有产者的黑幕揭开 ∀, 将

其 !赤裸裸地呈现于大众面前∀ 20。但它却遭到众多的批

评与反对。人们认为它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以为革命仅

是打倒罪恶的资本家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 或者说, 革命

的对象仅是有产者的个人品德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茅

盾认为它扭曲并阻碍了人们对现实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

也使革命失却了高尚的感人的价值。有意味的是, 这些批

评并没有削弱它在革命文学叙事中的位置,因为它以有产

者反人道的恶肯定劳动者反抗的道义性,使革命小说成为

善恶冲突的道德故事, 这在民间社会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

功能。

第二, 展现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并暗示一条出路。革命

文学家把劳动者视为被欺凌的善, 同情他们在 !卑屋陋

室∀与 !粗衣恶食∀中生存的命运, 以及为生存而不得不忍

受有产者剥削的无奈。这个成规呈现了劳动者 !不得食∀

的不平社会景况, 也具有鲜明的社会现实指涉性, 真实展

现了 20年代城乡劳动者的不幸生活处境。在 20~ 30年

代上海工厂中, 由于帮会、工头等控制工厂的组织及管理,

他们常 !采用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使用劳

动力∀ 21 ( P74) , 而那些从乡下来到城市谋生的女工常要忍

受工头的调戏与侮辱。在 2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 由于连

续几年遭受涝、旱、蝗等自然灾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日益

沉重和残酷, 导致了农村社会的 !不景气∀与衰败。

革命文学家认为, 革命文学既要表现劳动者的悲惨,

又要给他们 !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 22 。这使革

命文学叙事或叙述劳动者的复仇与反抗,或表现劳动者对

革命的向往, 或表达劳动者因反抗被镇压而产生的悲愤。

革命文学家把劳动者的 !抗争∀视为生活的出路主要基于

两种认识, 一是认为它是创造 !未来的光明 ∀的手段, 二是

认为它能够 !向着一个目标,组织大众的行动 ∀。20 这种叙

事成规使革命小说成为 !标语口号∀文学, 左联批评它是

有意识、高尚化的欺骗, 国民政府也因此对它进行严厉查

禁。但是, 它也成为 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成

规, 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与共和国文学仍然以它表现无

产者的悲惨处境与复仇怒火。

第三, 对自我人生与革命逻辑的模仿。 20年代革命

小说的一个鲜明叙事特征, 是对 !身边琐事∀和对革命兴

起 /失败历史逻辑的再现。蒋光慈开创的 !革命加恋爱∀

叙事模式, 主要再现了叙事者在革命潮流中的自我生活情

状, 以及叙事者对待革命与爱情的真实心理活动。革命文

学对叙事者自我心灵世界的表现,使革命文学叙事变成了

革命作家自我的个人叙事, 暴露了 20年代革命文学家阶

级意识的淡薄。对革命历史逻辑的模仿, 也成为 20年代

革命小说的一个叙事方式, ∃短裤党%、∃尘影%、∃流亡%、

∃咆哮了的土地%、∃地泉%等小说, 都决意要为热烈的中国

革命留下历史证据, 这些文本不仅再现了大革命由兴起到

失败的历史转折, 而且以 !传奇 ∀情调叙述工农革命的轻

易成功, 构成了激越的革命狂欢场景。

这个叙事成规给革命文学造成两个叙事缺陷。首先,

它遮蔽了无产阶级文学叙事的 !立场 ∀, 使一些革命小说

成为革命幻灭、动摇的代言人。茅盾的三部曲 ∃蚀 %就蕴

含这种倾向, 它虽是 !忠实 ∀于时代的叙事却遮掩了无产

阶级立场的表达, 由此引起了革命文学家对茅盾的批评斗

争。其次, 它使革命成为游离人物命运之外的偶然力量,

使革命者的人生命运好似在 ! 一张彩色的布景前移

动∀。23总之, 这种叙事成规冲淡了前两种成规带来的革

命小说意识形态化色彩 ,造成了革命叙事的阶级意识模糊

和叙事空间的分裂。因此, 它在左翼小说、解放区文学与

共和国文学叙事系统中遭到压抑, 被视为 !小资产阶级意

识∀的叙事而遭到批判, 被终为无产阶级文学叙事成规所

取代。

第四, !超常规∀情节的运用。革命文学家喜欢运用

死亡、奸淫、殴打等故事建构小说情节, 以制造激动人心的

场景及叙事激情。死亡是革命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情

节功能, 它或者表现为劳动者被工头、地主打死, 或者表现

为革命者被有产阶级杀害,或者表现为作恶多端的工头被

工人谋杀。死亡在叙事中成为劳动者复仇或革命的情节

动因, 或是成为小说情节封闭与叙事结束的力量。有产阶

级奸淫女性或侮辱女俘 ,也是革命文学经常使用的超常性

情节, 它指涉着 20年代城市女工的处境与女革命者的遭

遇, 并以它刺激读者潜意识中的性焦虑, 将它升华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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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抗有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因为性欲是最强大的本能

力量, 将它升华为革命力量是革命叙事的一种策略。工

头、地主残酷殴打劳动者也属于 !爆炸性∀事件, 它不仅吸

引众人围观而且令观者惨不忍睹,并激起围观者的义愤及

反抗。它表现了有产者的丧失人性,制造了情节紧张与冲

突, 并推动情节发展或走向高潮。这些超常性的故事情节

给革命小说带来痛苦、紧张与刺激的情绪, 成为革命小说

感染读者、宣传革命的主要表现方式。

革命作家喜欢运用这个成规主要有 3个原因。一是

革命文学叙事观念造成的, 革命文学家认为革命文学反映

的不应是平凡的日常生活, 而是那些 !伟大的,有趣的, 具

有罗曼性的东西∀。24 ( P68)二是革命作家的叙事激情造成

的, 革命作家为表达对黑暗社会的愤恨, 对革命者英雄行

为的崇敬, 也为在动摇、幻灭的革命情境中鼓动革命情绪,

便以这些爆炸性的故事震动读者心灵。三是命作家缺乏

生活经验、艺术技巧造成的,革命文学家大多是知识青年,

既缺乏革命或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又缺乏对劳动者生活的

亲切体验, 只能以这些主观的想象替代现实经验的摹写。

这个成规使革命文学丧失了叙事的自然性与现实性, 却制

造了小说情节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以致左翼小说、解放区

小说与共和国文学都继续使用它, 以表达革命作家 !对革

命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25 ( P515)

以上 4个叙事成规造成革命小说 !标语口号∀化与浪

漫化, 也赋予革命小说鲜明的写实性与现实性,形成 20革

命小说 !既现实,又理想, 半是生活,半是意念∀ 26 ( P87)的叙

事风格。这表明 20年代革命文学家还未获得明确的无产

阶级意识, 20年代革命小说还是一种 !混沌 ∀性质的文学

叙事。因此, 它们在 30年代受到左翼文学家的严厉批评,

被认为是脸谱主义、公式化与概念化等非抛弃不可的叙事

方式。需要深思的是, 无论是左翼激烈的批评还是 !延安

讲话∀以后对革命作家的思想改造, 20年代革命文学创造

的这些叙事成规并没有被取代, 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与

共和国文学都不同程度地继续运用它们。在不同的文学

语境与社会语境中, 20年代革命小说叙事成规的再三出

现意味着什么? 这是表明 20年代革命小说创造的叙事成

规具有强大的文学生命力, 还是表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

与解放区文学、共和国文学拥有一套相同的革命叙事结构

与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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