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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论丛（2000年卷）》是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教授主编的、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主
办的学术性很强、学术品位很高的刊物，本期是继1998年、1999年卷后的又一卷，由44篇论文组成。
内容由&ldquo;现代化进程研究&rdquo;、&ldquo;人文探寻&rdquo;、&ldquo;经典研究与反刍&rdquo;
、&ldquo;语言文字学研究&rdquo;及&ldquo;文学思潮与作品研究&rdquo;等栏目构成，但重点放
在&ldquo;现代化进程研究&rdquo;方面，其中包含有何晓明、郭齐勇、李维武、陈锋、马敏、赵林、
冯天瑜等名家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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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道互补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重点是在调节人际的
关系或者调整自我的心态。
如果说&ldquo;五四&rdquo;浪漫派小说中留有一点儒家伦理观的烙印，那么到30年代，以废名、沈从
文为代表的田园浪漫主义小说则更多地表现出道家的色彩。
鲁迅1936年5月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把废名归人&ldquo;无党派浪漫主义&rdquo;，沈从文自称是20世纪
中国的&ldquo;最后一个浪漫派&rdquo;。
他们虽有一些写实之作，但最有代表性的是充满田园情调的写意小说。
在这些作品里，他们表现&ldquo;梦&rdquo;，借朴素优美的故事来发泄作为一个乡下人长期受压抑的
感情，&ldquo;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
诗&rdquo;。
诗一样的氛围里，有道家的从容与闲适；优美、和谐的生命形态中包含着知白守黑、回归自然、珍重
生命的道家智慧。
这表明30年代的田园浪漫主义小说不是循着&ldquo;五四&rdquo;反传统的方向离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
远，而是在&ldquo;五四&rdquo;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富有活力的成分
，使创作的风格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联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先是儒道互补，后又从印度引进佛教文化，开始了儒、道、释三者互动的新阶
段。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生发出了中国特有的、影响深远的名士风流。
朱自清曾说：&ldquo;中国传统文化大概可用&lsquo;儒雅风流&rsquo;一语来代表&hellip;&hellip;有的人
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
这个得有&lsquo;妙赏&rsquo;、&lsquo;深情&rsquo;的&lsquo;玄心&rsquo;，也得用&lsquo;含英咀
华&rsquo;的语言，这就是&lsquo;风流&rsquo;的标准。
&rdquo;严格地说，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存在古代名士风流得以延续的物质基础，但古代名士的怪诞举止
和佯狂言论，因其所包含的不满现实、反抗社会的倾向与&ldquo;五四&rdquo;时代精神存在相通之处
而又极容易引起现代浪漫主义者的共鸣，进而加以仿效。
在这些人中，郭沫若的佯狂使酒、佻达自恣的作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ldquo;竹林七贤&rdquo;。
郁达夫则自称为骸骨迷恋者：&ldquo;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
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之列，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
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
。
&rdquo;一副十足的颓废派的模样。
创造社作家这种恃才傲物、蔑视权贵、夸饰悲苦、率真任性的作风，表明他们与古代名士的放浪形骸
有着精神上的联系，确切地说，他们是在放浪形骸、佻达恣意的名士风流中灌注了现代人的个性意识
和反抗精神，从而使他们为现代的民主自由权利所作的斗争带有古代名士的遗风&mdash;&mdash;一种
现代化的名士作风。
　　中国到魏晋时期，由于佛教文化的进一步传播，老庄艺术精神发展为玄佛艺术精神，产生了一批
空灵、静穆的山水诗，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山水诗的创作高潮。
这些山水诗对大自然静美的独特发现以及由此加强了的文人偏于宁静恬淡的审美趣味，对中国现代浪
漫主义者也产生了潜在然而是重大的影响。
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些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对自然景物怀有中国式的独特情趣。
众所周知，&ldquo;回归自然&rdquo;是浪漫主义者的共同口号，但在西方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者
笔下，大自然常常偏于壮美，折射出作者强烈的内心冲突。
然而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眼中的大自然一般都是优美的&mdash;&mdash;宁静恬淡的自然成了他们
抚平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
废名、沈从文笔下的山水景物固然一派和谐安详的田园风光，是他们心目中道德和美的极致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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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必多说；郁达夫、郭沫若小说中的自然景象也都是&ldquo;清、真、细&rdquo;的。
尤其是郁达夫，无论是《薄奠》里北京平则门外的晴空远山，还是《小春天气》中陶然亭边的芦荡残
照，都浸透了作者的淡淡忧伤，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这些写景文字所展示的，一般不是仅具有客观意义的自然背景或孤立存在的景物，而是作者内心情感
的投射和他们偏于飘逸的审美趣味的自然流露。
喜欢把大自然写成淡的、静的，甚至是空灵的，这种风格当然又是由于受到了中国古典山水诗里面的
传统趣味的浸润。
　　其实岂止是审美趣味，就是对于自然美的感受方式，现代浪漫主义者也受到了古代山水诗的深刻
影响。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要求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来探索人生的意义，规范审美的态度。
后来佛教传入中国，进一步发展了一套直觉、禅悟之类的审美范畴，直接促成了魏晋山水诗的兴起。
这种审美方式跟西方的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审美方式有所不同，其特点就是从
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角度来发现自然的内在之美，而不是从人与自然的冲突中表现人对自然的征服。
这使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自然之美成了人的内心生活的生动图景，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出情感的投影
，而且可以把握住人与自然交流的过程。
这种审美态度显然直接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者所继承，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废名。
废名的创作不注重客观的真，而是空诸一切，让想象与&ldquo;自心&rdquo;一致，成全圆融和谐、毫
无挂碍的心境，浑然不觉现实的分寸感，从而使创作带有解除心中抑郁的自娱的倾向。
他的写景文字空灵跳脱，充满机趣，富有暗示性，是高远简直、清静洒落的禅风情调的体现。
他常常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景象实现在一刹那的禅悟里，同样表明他深受禅佛艺术精神的影响
。
即使是经历了个人与社会对立的&ldquo;五四&rdquo;浪漫主义者，当他们从大自然寻找精神寄托的时
候，也大多是把大自然当作心灵交流的对象，从情景的相互激荡中展现自然之美的。
如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的一些小说，虽然充满了孤苦颓伤的情绪，但一旦写到大自然的景物，笔
下就焕然一新。
他们不是在客观如实地描摹景色，而是打通主客观的界限，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融中发掘对象所激
起的主观感受，因而这时大自然所呈现的图景，是流动的、变幻的，一如主体的情绪的变化；一草一
木都具有人的灵性，而且都归趋于澄清透明、安详宁静的美的情调。
这种写景的风格，包括审美趣味和审美方式，很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当然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概括。
比如相似的&ldquo;悲秋&rdquo;主题，共通的感伤情调，庄子式的自由超迈的想象，屈原式的浪漫激
情等等，都不难从古代和现代作家身上找到对应的例证，并且可以指出它们彼此的特定的文化背景。
其实，只要一个民族本身不消亡，它的文化延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这种延续采取了何种
方式。
文化学家林毓生认为：&ldquo;思想必须有丰富的根据，价值观念不能整体的创造，我们只能根据另外
一些价值批判某一个价值，所以价值的系统是一个演化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唯理或先验的系统。
&rdquo;这意思是说价值观的演变是连续性的，即使是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人们也只能用其中的一
些价值来批判另一些价值，因而批判的过程既是新生的过程，同时又是延续的过程。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在文化真空中进行文化批判。
人的思想和想象必须有所依凭，不能在空无一物的纯形式中进行，而你所依凭的东西又只能从既存的
文化（传统）中取得。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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