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精神与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　　　赖干坚

　　什么是人文精神?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我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应是恒定的、具

有普遍性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它的内涵加

以把握,并且能够对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文

学的人文精神进行比较研究。人文精神的核

心,可以说指的就是关注人的本性、人的尊

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的一种广博的情怀

和意识。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人文精神具有

民族性和历史性。这是说,不同民族由于生存

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人文精神有所不同;

即使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精神也

会有所发展变化。西方各国,地域相近,社会

经济文化相似,又有相同的文化渊源,特别是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 形成了统一的市

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的人文精神大致

相同,这是不足为怪的。

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人学”,就因为文学

以审美形式体现了某个民族在一定时代的人

文精神。若把现代派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加

以比较,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学人文精神的变

化是与传统人文主义向现代人本主义的转换

分不开的。因此,要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人文

精神的实质和特征, 就必须研究现代派文学

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关系。

一、西方文学的转型与人文主义的嬗变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文学是伴随人文主

义而崛起的。在人文主义思潮推动下,西方作

家把审美的目光转向人生, 以表现人生、推进

人生为文学的宗旨。这是西方文学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人文精神的继

承和发扬。根据人文主义思想,西方作家相信

人之所以高贵,就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不

过, 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散文家巴斯噶开

始考虑到人的复杂性, 他说:“向人过分显示

出他多么像禽兽而不显示出他的伟大, 这是

危险的。向人过分显示出他的伟大而不顾到

他的卑鄙,这也是危险的。让人认识到他既卑

鄙,而又伟大,这才是有益的。” 从人文主义

的观点看来,人性中的兽性和人的本能欲望

等非理性意识相关;人只要遵从理性的指引,

对非理性意识加以制约,就可能形成高贵的

品格。所以,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说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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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兽性如何取得协调统一是近代作家一直关

注的问题。正是对人性内在矛盾的考虑,西方

近代作家一直把“惩恶扬善”当作文学的崇高

使命。塑造高贵的人物和揭露批判现实中的

败行恶德成为古典文学的崇高使命。

除了张扬理性之外, 西方人文主义作家

还倡导仁慈 、博爱精神。雨果在长篇小说《九

三年》中声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

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狄更斯在长篇小

说《双城记》中,也表现了相似的主题。这些作

家之所以强调“仁慈”和“博爱”的精神力量,

主要因为他们坚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

当西方文学从近代转向现代时, 传统的

人文主义已为现代人本主义所取代。这种转

化深深根植于 19世纪后半叶以来错综复杂

的社会矛盾之中。也就是说,传统人文主义所

倡导的价值观念, 诸如人性善、理性主义、乐

观主义、个性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仁慈、

博爱等等,已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

可以说,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是现代西方社会

矛盾激化、精神危机的产物。

属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流派主要

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

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等

人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哲学人类

学等等。这些流派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哲学必

须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 强调哲学的

任务是给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性的解放等

“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从现代人本主义

哲学的观点看来, 哲学即“人学”。现代人本主

义的各个流派或者以人为核心建立起庞大的

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体系, 从人的角度去说

明整个世界;或者深入分析人的内在的心理

机制, 从而使哲学具有较浓厚的心理学和伦

理学的特色。将哲学的对象从外部世界转向

人本体和人的个体、自我,用非理性的方法重

新确立人的价值, 成为现代西方许多哲学家

所热衷研究的主题。这就是唯意志主义、生命

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等早期的人本主义哲学

流派产生并流行的社会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以现象学——存

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获得了巨大的

发展。这不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

来毁灭性的灾难和严重的精神创伤, 还由于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和科学技术

的高度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和精

神危机。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塞尔企图

通过自我意识的纯粹内省来建立一种寻求永

恒真理的现象学方法,以此来拯救西方的文

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

萨特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个人的主观存在,

将外部世界的一切, 视为敌视人的东西予以

绝对的排斥。萨特尤其强调自我意识的绝对

自由, 他认为人的行动选择是不受任何必然

性制约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创造和决定自

己的本质。因而,有人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

是以人的名义对当代社会的抗议。

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由于适应了当

时的社会情境,在二战前后几十年间风行于

德、法等国, 并对整个西方文化界和艺术界产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现代派文学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是在同

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说现代人本主义

哲学以思辨的逻辑的形式表达了现当代西方

的精神危机,那么,现代派文学则以形象的、

审美的方式营造精神危机的幻象,而且现代

派作家是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引导下去营造

这种精神危机的幻象的。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

渗透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基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对主观精

神的强调,现代派作家把主观精神和内在心

理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倡导文学创作的主

观性、内向性。意识流小说着重表现人的深层

心理, 超现实主义文学强调表现潜意识、梦

幻,表现主义主张主观精神对事物内在实质

的把握, 存在主义强调自我的非理性意识对

客观现实的介入,等等。

第二, 基于存在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绝

对自由的原理,现代派作家把传统人文主义

所认可的个性自由推向极端, 倡导自我中心

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使个性自由和仁慈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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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不悖,现代人本主义则把自我的存在和

绝对自由看作世界的本质, 因此一切以个人

的自由为转移。从传统人文主义观点看来, 世

界人生是善与恶对立的,世界对个人来说还

是友善的。而以现代人本主义观点看来,世界

是荒谬的、与人为敌的,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是

命定的。因而,现代派文学流露出反社会的倾

向。

第三, 从现代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出

发,现代派作家排斥传统的理性法则,强调对

审美观照对象的直觉把握, 主张文艺创作的

直觉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

性主义,相信事物的形成、发展具有内在的逻

辑性, 人可以通过揭示事物内在逻辑性去把

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认识事物。因此, 传

统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真实的客观性。现代人

本主义却把非理性意识看作世界的本源, 并

且强调对非理性意识的直觉把握。因此,现代

派作家把艺术真实看作是主观精神的外化,

倡导艺术表现的非逻辑性。

总之,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形成

了文学与现实疏离的局面, 文学日益与哲学

联姻,文学日益具有人生启示录的意味。

二、现代派文学人文精神的导向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深受

传统人文主义思想浸淫,而现代派文学却是

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产生的。但是, 这

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精

神毫不相关, 恰恰相反,它们的内在精神倒是

相通的。这是因为无论是传统的人文主义, 还

是现代人本主义都关注人的尊严、人的自由

和解放。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它们之间的

时代差异。传统人文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

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显示了

人的力量和智慧, 因此, 人的意识开始觉醒

了。要肯定人性, 就必然要反对神性,为此人

文主义作家要竭力表现人的自然本性是善

的、美的。作为人文主义核心思想的“人性

论”,无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但是, 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毕竟与人文

主义的唯心史观存在尖锐的矛盾,随着历史

的发展, 人文主义的人性观和社会观已难以

为继,传统人文主义为现代人本主义所取代,

乃是历史的必然。

现代人本主义, 如果从最早的倡导者费

尔巴哈算起, 也已经历 200多年的历史。人本

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围绕着人的本性

及其解放途径的探求。尽管以存在主义为代

表的现代人本主义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类学

意义上的人本主义, 而趋向于人道主义意义

上的人本主义。但是,现当代西方文化危机却

又赋予现代人本主义不同于传统人道主义的

历史内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超自然的人性

论、人本主义的历史观、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

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等方面。在现代人

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精

神呈现出如下趋向:

(一)表现人性恶的忧惧。

现代人本主义的各个流派对人的本性有

各自的解释。弗洛伊德主义把潜意识、人的本

能欲望看作是人的内驱力, 认为人若不受现

实约束和道德规范的制约, 任凭本能欲望驱

使,必然野性大作。弗洛伊德根据人的动物性

与人类文明的协调关系来分析人的心理结

构,认为和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心理人格相

应,人的心理活动是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

三个相互制约的层次构成的。在弗洛伊德看

来,决定心理人格的是具有巨大本能力量的

潜意识,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而萨特的存在

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的存在指的

是自我的非理性意识; 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全靠他自己的自由选择。

这种选择不受任何先决条件的制约, 是绝对

自由的。也就是说,自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一个人爱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成为懦夫或英

雄,不过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弗洛伊德认

为,人类文明既是人类创造的,又反过来成为

对人类自身的约束。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人的

主体的超越性。总之,现代人本主义把人的本

性看作是超自然的个体存在的非理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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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又带有排他性、破坏

性;与其说它是利他的、仁慈的,不如说它是

利己的、恶的。显然,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性观,

是对传统人文主义人性观的反拨,是对现代

西方社会非理性化的感应。和心理学、哲学对

人的本性的探索相呼应,现代派作家借助艺

术手段表现了对人性恶的忧惧。例如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长

篇小说《蝇王》,通过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表明,

儿童并不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天真烂漫,

当他们脱离了文明社会,失去了老师和家长

的管教、约束之后,无异于嗜血成性的残暴的

野兽。作品还暗示,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

黑暗的王国,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的残酷的本

性。

(二)表现“异化”的惶恐、人的绝对孤独

感。

从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无数古典作家

在人文主义思想指引下,曾对资本主义社会

中人欲横流、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以及人与人

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过无情的揭露和批

判。他们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痛斥金钱对

人性的腐蚀, 力图借助艺术的力量,纠正社会

的弊端,使人性复归。但是,他们常常痛感世

风日下,文学无回天之力。

现代作家从现代人本主义观点思考现代

人的生存困境, 从世风日下的表象看到人的

异化, 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归结为人

本体问题。美国学者埃·弗洛姆在《孤独的

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一书中,把存在主义

的原理融化于现代心理学中, 把“异化”看作

是现代人对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的一种体验

方式。伊恩·罗伯逊则从社会学角度,把“异

化”界定为“人们在自己无力支配、并认为是

在压抑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面前所体验的

一种束手无策、孤独和毫无意义的感受。”

“异化”成为现代派文学一个突出的主

题。尽管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侧重的内

容不同,表现方法也不一样,但他们都通过对

“异化”的表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以猛烈

抨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对现代人的异化有

敏锐的、独特的感受。他的脍灸人口的短篇小

说《变形记》、《地洞》和长篇小说《审判》、《城

堡》,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人对

异化的惶恐、自我的绝对孤独感,或者表现人

被抛进一个陌生的、异己的世界后无能为力、

束手待毙的困境,或者表现在混乱的、荒诞的

世界中,求索无路、一筹莫展的可笑情景和痛

苦心境。

(三)表现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寻求。

二战后,存在主义风靡欧美。在存在主义

哲学影响下,反抗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的思

潮席卷欧美。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后,正如存

在主义者所揭示的, 人被赤裸裸地抛到世界

上,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代派作家

笔下的人物反叛传统习俗和价值准则, 追求

自我价值的实现, 但他们不知道追求的是什

么,更不知道怎样去追求。50 年代,英国“愤

怒的青年”、美国“垮掉的一代”, 还有不属于

这些流派圈子的作家的作品, 象美国作家塞

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莫里森的《看不见

的人》、索尔·贝娄的《奥吉·玛奇历险记》、

《雨王汉德森》等等,都表现了反叛传统文化、

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以及精神家园失落后空

虚、焦虑和落寞心境。

(四)表现生存的困境与人生的虚无感。

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产生了关于人

与荒谬世界关系的所谓“荒诞哲学”。加缪是

荒诞哲学与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之一。加缪

认为,人生的意义、自我的价值是在反抗荒谬

的世界中实现的。他的名著《鼠疫》把“鼠疫”

作为残害人类的邪恶势力的象征,表明人生

的价值就体现在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但是,

他认为,尽管人有能力反抗邪恶,却无法消灭

它。世界的荒谬正在于此。加缪毕竟肯定人

对荒谬世界的斗争, 后现代作家却否定了这

种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人的主体性的瓦解与

人生意义的消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

而在后现代作品中, 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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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显得更为突出。

三、现代派文学人文精神的特征

在现代人本主义引导下,现代派文学的

人文精神的确体现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

征。

首先, 现代派作家审视人生问题的哲学

高度与对人生的非理性、反理性解悟形成明

显的悖论。

如前所述,现代派作家把世界的复杂现

象归结为人的本体问题。但是,正是在对人本

体的理解上,现代派作家有别于以传统人文

主义为依托的浪漫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

家。对于后者来说, 人本体即自然人性。浪漫

主义者把资本主义造就的城市文明看作是违

反自然人性的东西。在他们心目中,天真无邪

的儿童和宗法制度下的农民, 还没有受到资

本主义文明的损害,还保留人性的本真状态。

他们为之讴歌并且把它理想化。现实主义作

家却主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 客观

地再现资本主义文明对自然人性的扭曲, 从

而引导人们正视现实, 避恶从善,使人性得以

复归。比较而言,浪漫主义者相信主观的热

情、想象胜于理性法则。现实主义者则强调对

现实人生的清醒认识, 要求主观热情、想象依

从客观规律和理性法则。其实,自然人性本身

就体现了理性精神。例如,在巴尔扎克的长篇

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不看重金钱而看

重真情的欧也妮, 在作者看来, 就是自然人

性、也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而她父亲老葛朗

台把金钱看得比自己的性命和亲情还重的守

财奴习性,便是资本主义文明对自然人性的

扭曲,是违背理性精神的。

正是在对“自然人性”的看法上, 现代派

反叛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观念。首先,现代派与

其说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 或是亦善亦恶的,

倒不如说相信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他们认

为,传统人文主义作家提出“人性复归”的主

张是可笑的。其次,从反“自然人性”观出发,

现代派否定了“理性法则”。在他们看来,人是

非理性的东西,世界的混乱无序就是人的非

理性的体现。人来到世界上,注定要陷入悲剧

的命运,问题不在于人性和复归,而在于人自

身如何救赎,个人如何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

里生存下去,个人的价值如何实现,等等。

上述表明,现代派把社会问题看作是人

本体的形而上的问题,以对人生思辨解悟代

替了具体问题的辨析。就此而言,现代派作家

对人生的审视具有理性意向。但是, 他们认

为,世界是无法把握的,人为何来到这个世界

上?人来到世界后怎么办?人要到哪里去?不

同流派的作家以各自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

但是,他们仅提出问题,却拒绝提供答案。他

们声言, 作家不是政治家、社会学家和道德

家,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不是作家的任务,作家

只是根据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提出问题而已。

其实, 这不过是他们无法解答人生问题的托

辞。他们根本不相信世界的客现性,不相信自

然和社会的规律性,以非理性、反理性的方式

对待具有高度理性的命题——现代派文学人

文精神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

其次, 现代派文学在表现对人的尊严和

命运高度的关注时,流露出强烈的危机意识。

在传统人文主义引导下,西方古典文学

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经历了从信仰到怀疑的过

程。一般说来,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西方

作家竭力张扬人的价值,歌颂人的尊严和伟

大。哈姆雷特、浮士德、鲁滨逊这些巨人式的

英雄就体现了人文主义作家关于人的价值

观。到了 19世纪,人的尊严和伟大已受到现

实的嘲弄,但是, 作家坚信人的神性必然战胜

兽性,善良必然战胜邪恶。狄更斯、雨果和托

尔斯泰虽然已不可能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塑造

巨人式的英雄,但是, 他们以悔悟的贵族、资

产者形象表明,人自身的灵性能战胜兽性,善

良终究要压倒邪恶。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

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说

是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光返照。

现代派文学是在传统的价值观瓦解过程

中崛起的。本世纪初,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浩劫之后,人的尊严和伟大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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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作家是带着严重的精神创伤, 面对满

目疮痍的世界,思考人的尊严和命运的。

如果说 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对人

的尊严和伟大表示怀疑时, 还相信人自身的

灵性会压倒兽性的话, 那么,现代派作家则在

痛惜人的尊严和伟大以及人在世界上的中心

地位失落时,陷入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

绝境。这是因为,当他们对人性恶表示忧惧

时,意识到人类自身悲剧的根源,感到人无法

自救,人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 无法改变

的。同时,当他们醒悟到人类自身不可逆转的

悲剧命运时, 抹去了人自身头上的光晕,在他

们看来,人非“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

而是虫和兽。对传统价值观的重估和拒斥, 不

可避免地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对现代派来

说,世界已成为可怕的荒原,人注定了是孤独

的、平凡的, 也注定了要陷入凄惶、焦虑的困

境,就象笼中的困兽那样四处奔突,却找不到

出路。在经历了中世纪漫漫的黑夜之后,人的

意识开始觉醒时,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面对人

世的险恶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如

今,在经历了几百年人类辉煌的文明之后,现

代派作家又在叩问人的命运。应该说这并不

是历史的循环,而是西方人文精神在现代历

史条件下的变奏。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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