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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内 容 提 要

“五四” 时期，西方现实主义概念被引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文论体系 

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关于它的形形色色的阐释，也形成中国文论界一 

种独特的现象。自 “太阳社” 等 把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念从苏联介绍到 

我国之后，“创作方法” 已经习惯性地被视为“现实主义” 的前提规定，成为 

众多文论家阐释现实主义的基点。

笔者认为，任何概念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思维模式。所以，本文的第一 

部分，首先梳理了 “创作方法” 一词在苏联的生发，以及在我国的接受过程。 

而后剖析了 “创作方法” 概念所具有的依附性及可操作性的内质。因之，把 

现实主义限定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实质是立于哲学认识论基点上的“文学反映 

论” 和立于政治功用性基点上的“文学工具论” 的表现，它抹杀了文学的独 

立地位及审美特性，并进一步造成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解的偏离。因此，应以“创 

作原则” 这一相对严谨的概念来取代“创作方法”。由此，也引发了现实主义 

再阐释的必要性。

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先确立了现实主义再阐释的可能性，即文学回到自立 

自律的前提。这样，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审美内质和价值追求的创作原则， 

它 围绕 “时间”、“真实” 和 “人道主义” 三个核心内涵展现自身。首先，现实 

主义是 “现代性” 的产物，现代的历史时间观进入文学叙事，这是现实主义实 

现自身特征的重要前提。以经验世界为依托并强调规律性、整体性的历史时间 , 

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刻画和典型塑览:的基点之一。其次 ,关于现实主义的“真 

实” 问题，以往的文学理论，一般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考察，关注作品与外部 

世界的关系，往往造成人们对文学虚构特质的忽视，而把真实的审判权交于外 

部现实。这就容易导致一种脱离文学文本的真实观,从而使文学审美特性弱化。 

所以，除了把握以往文学理论提及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概念外，我们还应 

该从语言角度入手，通过解析语言强大的形式功能，真切体会 “真实”所追求 

的审美意蕴。最后，现实主义是通过人道主义实现自己的价值批判。作 为 “现 

代性” 产物的现实主义，同时也担负着 “现代性” 反思之重任。异于其他文学 

类型的是，它把人置于这个异化的社会，通过真切的自我体验，展现出对现世 

世界的忧思、关怀和不懈的追问，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文学自身的 

价值追求。

关键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f  ( 则 时 间 真 实 人 道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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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言

“现实主义是现实的堕落”， (Realism is a corruption of reality, by

Wallace .stevens)这句话居然显赫地写在 Damian.Grant 的 Realism — 

的扉页上。在西方，现实主义的确已成了一个相当尴尬的概念，从 Realism  

一书的导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引文 ： “ ‘Realism’ is a 

notoriously treacherous concept” （现实主义是一个既危险又臭名昭著的i
概念）, “I do not want to get bogged down in definitions of the word 

re a lism ” （我再也不想陷在探究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泥潭之中） ， “ail 

question of realism  or fantasy, naturalism  or artifice becomes 

irrelevant, and indeed completely meaningless ” （所有关于现实主义与

虚幻、自然主义与技巧的问题都不着边际，且毫无意义)，这致使一些批评家 

在使用这个词时只得  “in quotation marks to render it suspect ” （加

上引号以示质疑）（1 )。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一文中，可 

以说对现实主义作了极为有力的阐释，但他结语的那句“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 

为拙劣的美学” ，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以上种种对现实 

主义的特殊“关注”，同时也说明他们并没有遗忘这个词，或者可以说，只是 

通过对其精神的不断置疑而表现出的另一种重视。

在中国，自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文学理念在“五四” 时期被引入以来, 

它不仅取得了 2 0 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成就（此点得到了国内以及西方的如 

普实克、夏志清等学者的一致认同 ) ，而且成为一种已经成熟的文学规范。现实 

主义所拥有的一套完整的技巧与叙述方式，曾经而且仍然控制着我国作者和读 

者的创作和阅读经验。如 9 0 年 代 “新写实小说” 的红极一时，以及其后现实 

主 义 “三套马车” 的驰骋文坛等。但这一概念更频繁的出现，还是在文学理论 

中。多年以来，它可以说是一直处在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前沿地位，且被较为轻 

易地应用于各种理论场合。

纵向考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写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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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写实主义是R ealism 传人我国的第一个译名，它也透露出当时对这一概 

念的理解程度。五四时期，写实主义内涵之一翼为科学精神，即通过客观观察 

和如实描写，以实现对 “真” 的追求，茅盾对自然主义的倡导即为其证。其另 

一翼则为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胡适之 “易卜生主义”、周作人之 “个人主义”、 

文学研究会 “为人生” 之口号均位此列。

新写实主义是苏联 “拉普” 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变体，它的形成借助于日本 

理论家藏原唯人的中介作用。它以唯物辩证法为创造方法论，强调文学对世界 

的正确认识和客观反映，尤其是对现实和社会本质的正确反映。但也跨出了以 

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代替文学本质的现实主义的第一步。它反对建立在自然科 

学之上的客观写实，又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代替个人主义的人性。藏氏的理论 

主要是由太阳社译介、阐释而传播开来的，其会员蒋光慈、钱杏邨等通过对“五 

四” 主要现实主义作家的批判，树立了自己重视党性、阶级性，即文学的内容， 

而忽视文学形式的新写实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随着瞿秋白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艺美学作品的 

译介，并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直接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延续了 

把现实主义限定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思路，强调正确世界观的基础地位，但也予 

文学自身以一定的位置(特别是胡风对现实主义创造方法本身价值及其独立性 

的重视 ) 。但随着建国后对胡风的批判，意识形态的声音更为响亮，最终形成 

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 的文学观。

总之，通过系统的理论架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整合了 “五四”以来的 

现实主义，并确立了其文学主流的地位。同时它在现实主义仅是一种创作方法 

的思维范式下 ,进一步扩展了现实主义概念的意识形态内涵 ,如周扬所说：“对 

于现实主义，我们应当有一种比以前更广更深的看法。它不是作为一种样式 , 

一种风格，而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态度，一种倾向。” （2)

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理论，仍然没有放弃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思 

路。1979年出版的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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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为两种创作方法，它们的区别和联系“牵涉到美的本质和艺术的典型化问 

题，所以在美学上是一个基本问题”。当然，他同时也提到现实主义还“作为 

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属 于 “文艺史的问题”。作为创作方法和作为 

文艺运动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意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 

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分别。这个区别是普遍存在的，……就 

西方来说，在荷马史诗之中，《伊利亚特》较多地倾向于现实主义，《奥德赛〉〉 

则较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就中国古典来说，屈原，阮籍和李白较多地倾向于 

浪漫主义，陶潜，杜甫和白居易则较多地倾向于现实主义。” 他随之又补充说， 

更重要之处是二者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 并引高尔基之言曰：“在伟大的艺 

术家们的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象是结合在一起的。” 而 “历史上 

伟大文艺作品所体现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正足以证实美学中主观与 

客观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艺术在本质上都不可缺少 

的因素” （3)。

朱光潜的这一理念，成了此后我国文学理论界谈论现实主义的圭臬。从 

1979年蔡仪的《文学理论》至今，大多数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把现实主义列入 

文学创作方法一章，如 1985年 的 《文学理论基础》, 1988年陆学明的 <〈文 

学理论新编》, 1995年凌珑的《文学原理》; 或是把创作方法与文学思潮揉在 

一起，如 在 1987年鲁枢元、王振铎合著的《新编文学概论》中，它被列入创 

作方法与文学潮流；1989年王元骧的《文学原理》中，则把它列入文学的创 

作方法与文学的流派。这样的书目还可开得更长。而在对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 

主义的具体阐释中，主要围绕两点：真实性和典型性。真实性主要通过对几组 

概念之关系的阐释而得以呈现 ,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 

细节真实和整体真实等；典型性则牵涉到对如何选择细节、如何处理细节间的 

关系，以及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等问题的讨论。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具体的文学史现象,它具有无可争辩地实在 

性，故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在美学上把现实主义限定为一种创作方法，却 

存在可商榷之处。因为，“方法” 一词的意义主要 “指关于解决思想、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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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偏重于具体操作的层面。” (4 ) 而无论是浪漫主 

义还是现实主义，实质上是指人和世界相遇时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美学观念。 

它是人通过文学艺术而表达、展现的他在世界中的一种立场、态度和精神倾向， 

具有哲学的形而上层面的意义。这一意义指向与文学的本质紧密相连，决不应 

该简单归结于具体的“方法” 这一操作层面上。所以，把现实主义仅纳入“方 

法” 范畴，不但在学理上是不伦不类的，而且在整体上也背离了传统现实主义 

的真正内涵。因此，应以相对严谨的 “创作原则” 概念取代之。

如果我们沿着 “创作方法” 概念的演变路线进入深层考察，就会发现这一 

转化已不仅是单纯的概念问题，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哲学立场的问题，因 

为概念自身即包含着它的思维模式。本文第一部分对此问题厘清之后，也就同 

时拓展了现实主义再阐释的空间，这也是本文得以酝酿的基点。所以本文的第 

二部分即通过审美品性和价值导引两个层面，从时间、真实和人道主义三个纬 

度，探寻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解读。

注 释 ：

(1) Damian.Grant Realism London Methuen 1970, P2

( 2 )《周扬文集》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227页

( 3 )《西方美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720—7 W 页

( 4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文学概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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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

第 一 部 分 现 实 主 义 “创 作 方 法 ”质疑 

第 一 节 “ 创作方法”概念的生发及意义构成

一、“ 创作方法”概念在苏联的形成

“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很早以来就存在于哲学与美学中，席勒和施莱格尔 

首先把它应用到文学上来。在法国，频繁使用于文学和艺术的“现实主义”， 

终于发展为19世纪声势浩大的现实主义思潮，并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现实 

主义作家和理论家通过各自的方式，为我们阐释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但把现实 

主义当作一种 “创作方法”，却是苏联文艺界的独创。虽然此前歌德也曾用过 

“创作方法” 一调，以表达他与席勒创作出发点之差异：即自己从客观出发进 

行创作，席勒则从主观出发，故二者釆用了不同的创作方法。很明显，这里的 

“创作方法” 只是从属于具体创作的概念，它既未经过严格的界定，也不具有 

文艺学概念范畴的深刻内涵。真正作为文艺学范畴的“创作方法”，出现于20 

年代末的苏联，它的提出者是当时声势浩大的“拉普” 派。

“拉普” （全称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存在，是二十年代至三 

十年代初苏联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是当时取得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要 

求建立自己的文化及文学的产物。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文化 

程度和文学修养不足，因此，要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就成了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于是在文学领域内展开了一系列命题的讨论：如无产阶级 

文学的性质，及其与文学遗产、非无产阶级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等。“ 拉普” 

派的活动便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并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极强的宗派观

这种宗派观念首先表现在它对文学控制权的争夺上。在完成对一些派别的 

瓦解后，他们即向苏联共产党提出要求，力争把无产阶级文学置于统治阶级文 

学这一特权地位上。他们还 “请求党引导文学，就像引导其他意识形态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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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

生活领域一样。” (1 )

与对最高权力追求相关的表现，是 “拉普” 派 对 “同路人” 作 家 （即非无 

产阶级作家）所釆取的粗暴无情的打击。二十年代末，它曾提出了一个极端的 

口号•• “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敌人。” 这 样 “同路人”的大多数成了敌 

人，必须进行 “最坚决的斗争”，致使很多著名的作家遭受到污蔑和打击。这 

直接导致了此后的派系斗争和思想混乱，所以遭到各方的反攻也是必然的。高 

尔基就致信当时的国家出版社负责人：“小团体主义，分成各种派别，互相抹 

黑，动摇和摇摆。我认为这是文学战线上的灾难。……似乎早就应该制定一条 

共同的行动路线了… …党很少关心文学战线，这不好。党 （通过中央）乃是全 

苏的教育者。我认为，中央应该釆取措施制止过分的有害的吵闹。” (2 ) 卢纳 

察尔斯基也认为，把作家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提法的“害处是十分明显 

的”，这一切致使联共中央1932公布了取消 “拉普” 的 《关于改组文学艺术 

团体》的决议。然而，这一过程也进一步拉近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即把文学 

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这种宗派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拉普的文学观念,即政治考虑优先于 

文学嗜好的文学观。因为在 “拉普” 派那里，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主 

体的世界观决定了文学的成败，所以“只要无产阶级文学从唯一能对世界提供 

真实知识的哲学—— 辨证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描写现实,就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作 

品。” 这实际上也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界定文学，他们进而认为“现实主义是唯 

物主义所固有的”，“现实主义被当作最适于表现辩证唯物论实质的一种方 

法”。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 这一概念生发的端倪。 

而它的首次亮相，则是在全苏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文化革命 

和当代文学》中，该决议宣称，“只有受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指导的无产阶级作 

家能够创造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此后，法捷耶夫在著名 

的《打倒席勒〉〉一文中，“把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浪漫主义与理想等同起来。” 

席勒也就成了 “粉饰并且歪曲现实、伪英雄主义和保护剥削阶级”的浪漫主义 

的代表人物。而现实主义则成了唯一正确的、能够揭露现实本质的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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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

也就是说，现实主义通过创作方法的中介与唯物论联姻，从而成为盘踞领导地 

位的文学形式。（3)

极具宗派特色和教条主义的“拉普” 派很快迎来了解散的命运，但 “创作 

方法” 这一概念和提法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被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所沿 

用。它主要被阐释为以下两点：

(一）关 于 “写真实” 问题。写真实主要是指“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 

但 “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象它的本身，它不是 

停在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 
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看真实”。这 里 “真实”应该说已远离了客观 

观察和仔细描绘，而是具有一种价值判断和历史趋向性的概念。此点在吉尔波 

丁对典型的论述中体现的更为清晰，他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文学的 

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中,忠实地表现现实的本质方面及其主导的历史倾向和社 

会主义的胜利的原则” （4)。

(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及批判原则的关系问题。当时一致 

的认识是，排斥浪漫主义会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贫乏化。但这里的“浪 

漫主义” 既不是一种文学思潮，也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创作方法, 

而更接近于一种理想和激情，正如拉夫列尼约夫所说：“革命浪漫激情是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我们的主要创作方法的有机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 

这 种 “革命浪漫激情” 的影响下，批判的只能是 “经济方面或是意识里的资本 

主义残余”，重要的则是 “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现实和新的人物” （5)。

1934年，召开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 “社会主义的现 

实主义” 作为统一的创作方法。会议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以上观点 

作了总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 

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 

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 

的任务结合起来。” (6 ) 在这一界定中，我们既可看到传统现实主义所要求的 

“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又不得不重视它的两个前提：“从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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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

革命发展中” 和 “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 

结合起来”，这就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加上了历史目的论和文学功利性的双重前 

提。这 样 “创作方法不仅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还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义” 

(7 )。其实质是立于哲学认识论基点上的“文学反映论”，和立于政治功用性 

基点上的 “文学工具论”，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要求与表现。这 也 使 “创作方 

法” 的概念获得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

二、“ 创作方法”概念在我国的接受

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语境，促成了中国文学界对西方现实主义的 

接纳，西 方 19世纪的现实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但当时的科学 

主义却呈现出极剧膨胀之势，特别在 “科玄论战” 之后，科学主义僭越了哲学 

的位置而走向极致。它与本来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合体，“成为绝对性的价值信 

仰之际，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有可能使真正的科学精神窒息”。 (8 ) 所以深受 

科学主义影响的写实主义，也就同时存在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可能。

“科玄论战” 的另一不期之果为唯物论的生发。陈独秀在 <〈科学与人生 

观 •序》中认为，科学派并不曾得着胜利，因为还有更具威力的武器可以击破 

对方最后的堡垒：“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 

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 9 ) 也正是这一唯物史观，作 

为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在此后经过大范围的传播，日益被广大民众 

所接受，从而取得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概念 

为中国文学界所接受的重要的前提和背景。

太阳社是最早提出创作方法问题并进行系统探讨的。他们倡导的 “无产阶 

级写实主义” （即 “新写实主义”）来源于日本的藏原惟人。藏原惟人的无产阶 

级写实主义，综合了 “拉普” 派提出的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时又兼 

顾到文学的艺术特征；在文艺思想上，它一方面强调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却也 

比较注意文艺的特点。他反对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将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分离。 

藏氏的理论事实上是以“拉普” 派 的 “组织生活” 观 念 （即艺术被看作生活的 

手段，肯定宣传鼓动为艺术的本质）为出发点，又溶入了沃隆斯基一派的“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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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

术是对生活的认识”的观点 ,从而形成了两个彼此分离又相互制约的理论内核： 

组织生活与认识生活、宣传鼓动与客观写实。

但藏氏的新写实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是一致的,它也与苏联文坛关于创作方 

法讨论的这一趋势相呼应。而这一切正是太阳社创作方法理论的彳艮据。他们对 

藏氏的理论侧重于其中的一个命题，即 “用无产阶级前卫的眼光看世界”，也 

就是把艺术问题完全局限于作家的世界观的范围内来讨论。在此基点上，他们 

展开了对五四作家的全面批判：如茅盾的《幻灭〉〉属 于 “反面积极性” 的世界， 

它代表的就 “只是小布尔乔亚的幻灭”，而 “茅盾的作品不是革命的，只是消 

极的对革命的反动”；( 1 0 )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等作家属于市侩派写实主 

义；鲁迅的作品则是 “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作，不 

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 

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11 )。这样，新旧写实主义的对立，就通过创作方法的 

对立而转化为文艺性质、文学基本原理意义上的对立。

太阳社的理论正如苏联“拉普” 派一样遭到扬弃，而 “左联”在其中的作用 

和苏联的 “作协” 也颇为相似。对钱杏邨最有力的批驳来自瞿秋白，他清醒地指 

出：“钱杏邨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了文艺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实际上取消了文 

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 （12)。但在这一批驳中，我们同时也可看出瞿秋 

白并未放弃文艺的工具性，所以他也不会放弃“拉普” 的创作方法概念，不同之 

处，只是把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相关论述结合起来进行阐释。

在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的 

创作方法，是继承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传统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 

里他首先对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艺术特点作了精当的概括，引出了恩格斯提到 

的现实主义的内部范畴“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 的问题，肯定了巴尔扎克的现 

实主义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釆取巴尔扎克等资产阶级的伟 

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但是，主要的还要能够超越这种资产 

阶级的现实主义，而把握住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辩证法唯物论的文学创 

作方法，也比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高出一个阶段。” ( 1 3 )这里 , 

瞿秋白既反对对新旧现实主义进行的人为对立，又没有摆脱 “拉普”强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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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

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是有局限的观点。这也使他忽视了恩格斯从巴尔扎克身上所 

看到的作家的世界观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未能深入地开掘下 

去，以发现创作方法这一概念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所以在麗秋白那里，“唯 

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也就是无产阶级所运用的现实主义。这也可见于他的《拉 

法格和他的文学批评》—文中的论述：“拉法格能够指出辨证唯物论的方法对 

于艺术创作的意义,这是艺术家可以深入现象的实质而正确的反映现实的唯一 

方法”。 (14)

与创作方法极为相关的另一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1933年， 

周扬把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从苏联介绍到中国，成为左翼文学的创作主张。 

1 9 4 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表示，“我们是主 

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 (15) 但这一概念却并未被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广 

泛使用，代替它的是另一概念：“革命的现实主义”。5 0 年代初，它开始频繁 

地出现于文学理论和一些批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表述：“革命艺 

术的新方法一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髙准绳”； 

“苏联文学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是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表现 

生活，善于把今天的生活和明天的理想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它的力量就在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这里创作方法概念的前提是“文艺就是进行社会 

主义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的。” ( 1 6 )这就强调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工具的位置。

在 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的现实 

主义” 被明确规定为今后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这一创作方法的内涵直接来 

自苏联1934年作协章程中的表述，对其的理解也与之一脉相承。

其一、强调世界观的先决因素，即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他们对马、恩著 

作进行了另一种解释。史笃在批评阿垅时谈到：“恩格斯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 

了现实主义能够违反反动的世界观而获得胜利,却不是说明现实主义甚至能够 

违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获得胜利……把现实主义描写成一种可以离 

开世界观而独来独往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 

无的地位，实际否定了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取消了作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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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党性原则。” ( 1 7 )这样，恩格斯对文学与世界观矛盾关 

系的论述 ,就被转换为文学必须依附于进步世界观的论断。从这一角度看，“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 认识的重点就不可能是“现实主义” 而只能是 “社会主义”。

其二、关 于 “典型化” 问题。典型问题曾是1935— 1936年间周扬与胡 

风论争的焦点所在，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认识上。 

胡风把理论重点置于普遍性，那么典型就是把群体特征进行个性化处理；周扬 

的理论根基为特殊性，据此典型具有的个性特征就被列于首位。但在社会主义 

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语境中，“典型” 已经主要不是文学问题，而 是 “党性 

问题”，它 是 “表现社会力量的本质，与社会本质力量相适应，也就是说典型 

是代表一个社会阶层，一个阶级一个集团，表现他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要看 

先进的东西，真正看到阶级的本质，这是不容易的事，真正看到本质以后，作 

家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了。” (1 8 )这时的周扬已完全放弃了他的“个 

性特征”，而在典型与本质之间划上等号。

至于如何看到本质、表现本质，也即如何实现 “典型”，周扬认为主要通 

过夸张，他说：“现实主义者都应该把他看到的东西加以夸张，因此我想夸张 

也是一种党性的问题” （19 )。冯雪峰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他认为，“典型 

化的方法之一，就是所谓的扩张；扩张就是放大，放大的意思，就是把小的东 

西放大，使人容易看见，或者隐微的东西变成显露，以引起人们注意的意思” 

(2 0 )。这 里 “夸张” “扩张” 和现实主义中 “细节的真实”、“这一个”的个 

性化原则是不相融合的，那么它只能到浪漫主义那里寻找合理性，由此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就具有了结合的可能。这种可能随之上升为一种必需，因为“当 

浪漫主义不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时候，则浪漫主义固然也可以进行自己的典型 

化，可是那往往是架空的、失去真实性的，因为它不是依照现实的依据和沿着 

现实的发展规律的路线去进行的”；而现实主义则变成“没有理想的、在地上爬 

行的现实主义”。（2 1 )沿此思路而下的, 就是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而确立的“革 

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的确立。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 

“两结合” 使文学的功利性达到更高的层次，也使文学更据 “方法”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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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节 “ 创作方法”的内涵及其范畴中的现实主义

一 、 “ 创作方法”的内涵

在第一节中我们大致梳理了中国和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与“社 

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的发生过程和意义构成。事实上，二者的区别只 

在具体的口号或方针上，思维范式却是一致的：即文学创作只是一种“方法”。

作 为 “方法”，它的第一个内涵为“依附性”，也就是说文学自身没有独立 

的价值和意义，它背后要有一种更高的价值形态作为它的指导和支撑力量。

其实质就是建立在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中所批评的 “ 旧唯物主义”基 

点上的文学反映论的思维模式。文学反映论的哲学基础是传统的认识论。认识 

论的奠基当属笛卡尔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这 里 的 “我是一个实体，这 

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 （22) , 从而确立了 “我思” 的主体地位 , 

这样与之相应的客体也就自然地被划分出来。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格局里， 

认识论的思路就是从认识关系出发理解、考察对象，也就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中进行考察，认识关系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关系。认识论作为人对世界的 

一种勾画，它自然地会给予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以影响，比如现实主义文学中 

的 “ 真实” 概念就包涵着明显的主客关系，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认识功能也 

是不能否认的。

但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构成认识论的思维形式的细胞是概念、范畴，是 

一些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范畴” （2 3 ) , 它与文学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瓦特 

在 《小说的兴起》一书中也说：“现实主义认识论的与众不同的宗旨，以及与 

之相关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性质的过于专门化，因此与文学并无密切 

的关联” （他 这 里 的 “现实主义” 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的 ) 。 ( 2 4 )也就是说， 

我们承认文学具有认识功能，但文学并不能等于认识；我们承认哲学对文学和 

文艺理论有深层影响， 但对哲学决定或代替文学与文艺理论却持保留态度。

“创作方法”概念正是哲学认识论的思路完全控制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并走 

向极致的产物。俄国文艺理论自别林斯基起， 就具有浓郁的认识论倾向。他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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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现实主义 “ 创作方法”质疑

一段著名的论述：“人们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没有看到，它 

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 

论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是 

证明，另一个是显示，他们都在说服人，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 

个用描绘而已。” ( 2 5 )这里，黑格尔的影响是明显的，即无论科学、文学、 

哲学，它们都是唯一的 “绝对理念”在不同运动阶段外化的产物，它们只有形 

式上的变异，而无内容上的差别，也就是它们的区别只是认识的方式不同，文 

艺存在的依据只在于，它是通过形象的方式来传达的特殊的认识。这一混同的 

最要害之处，是抹杀了文学美学特质存在的独立性，而把文学降低到附庸的地 

位。因为在认识范畴中，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的本质，即认识的内 

容。这样文艺形象方式的特殊性只能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特殊性是在普遍性 

背景下的特殊性，它 “特殊” 的程度是靠普遍性对其决定的松紧而定。以往文 

艺学体系中对文艺反映的能动性的强调，只能是在反映论认识论的既定框架 

中，做 “西西弗斯式” 的挣扎。而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这 种 “挣扎”则呈 

现出浓郁的悲剧特色，如五十年代的胡风。

作 为 “方法”，其内涵之二，即可操作性。因为文艺认识的内容和本质已 

经确立，即哲学问题已经解决。唯物辩证法或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一旦固定, 

文学就只能沦落为一神可操作性的方法。

具体看来，这种操作性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艺术作品若可以操 

作，艺术就不再是一种创造，而成为一种生产。生产也就意味着它具有先在的 

标准。如此，一个作家的成功就不在于其艺术的创造性，而在于如何接近这一 

生产标准。如 5 0年代我国文艺界为文学制定了详细全面的标准，从题材要选 

择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容，到人物要重点塑造受到革命意识影响的新型工农大 

众 ,都作了具体的限定。所以建国初期许多作家都面临着这一思维范式的转换， 

他们要迫使自己进入这样一种创造状态中去,因为一种思维范式不仅决定作家 

对生活的选择及题材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决定了作家对生活的把握和表现 

方式，也就是从根本上控制了作家的艺术创造与艺术想象。一些作家，如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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