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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库”主要从本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精选最具原创性、最富前瞻意义的优秀著作，同时也适当
选收一些虽非本社原版、但也本社出书风格比较接近的学术著作。
　　　　“文库”将分辑出版。
每本著作均由专家学者撰写学术性的导读文章，对其内容作同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学术的研究和文化的传播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热心者的恒久努力。
我们希望，我们这项出版工作能够得到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在营造学术氛围，传播文化知识的路途上，请让我们携手共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艰难的选择>>

作者简介

　　赵园，河南尉氏人，1945年2月出生于兰州。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文学硕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赵园自选集》及散文，随笔集《独语》，《窗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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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艰难的选择》导读/钱理群上篇形象与形象创造的历史一“五四”时
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苦闷感与冲决苦闷的努力人生思考和对于思想困境的突破孤独感与打破
障壁的愿望小说家·抒情主人公·抒情时期二大革命前后小说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创造与性格发现发
现生活矛盾与发现性格迷惘者·动摇者·复仇者“五四”新青年形象的重新发现理想人性的追求与革
命者形象的降生三综论对三四十年代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创造的某些考察政治意识与知识分子形象创造
“与人民的关系”在形象世界和形象创造中总体形象世界中的小说家个性世下篇人物论一 倪焕之论平
凡知识者中的最平凡者倪焕之　～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形象距离感：在作者与他的对象之间由教育改革
家到社会活动家二 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性道德方面的反传统的彻底性与道德的虚无主
义理想主义与。
现在主义”对于时代义务、社会责任的自觉与利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雄强与脆弱的统一三 中国现代
小说中的“高觉新型”现代作家的愤怒与悲哀时代矛盾与矛盾的人中间色，对比的。
参差性”四 老舍笔下一组市民知识分子形象从《离婚》中的老李说起这一组知识者性格老李、祁瑞宣
们的精神对立五 蒋纯祖论余论附录"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
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初版小引初版跋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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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人“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现代中国的知识者，何曾遇到
过这样的“大时代’、如此矛盾的生活?当然，应当承认，大革命后的中国小说界，没有产生’最伟大
的作家和艺术家’，没有产生中国自己的普希金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并不改变如下事实：大革
命后小说写知识分子的成功作品，也正是在一种“作为外界风暴之反映的内心风暴”的撞击下。
在“俗语叫做‘灵魂’的那个东西分裂为两半或好几部分的时代”①产生的。
它们是社会矛盾尖锐与人的精神矛盾尖锐的共同后果。
而且由此开始，在对于矛盾的继续发现的长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学形象，引出新的创作矛盾。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中国现代史特殊的矛盾现象中，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独
特品格，产生了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创造的基本特色——经由人物的性格矛盾对于时代矛盾的把
握，由矛盾着的性格体现人物作为“历史人”与过去、未来的联系，即现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链条上的
位置，以及由矛盾着的性格体现人物作为“社会人”与构成社会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也即现代知识分
子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整体中的位置。
　　因此，当你由小说家们写在当年的创作谈中，昕到作者诉说“矛盾”的苦恼的声音时，你不必为
此而滥施悲悯。
没有茅盾1927年在牯岭上剧烈的内心冲突，就不会有他的《蚀》；虽然《蚀》的成功由于“矛盾”，
而缺失也由于“矛盾”。
更不能设想，倘若巴金的那些个矛盾在一个早上突然统统消失，还会有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个巴金，还
会有他的打着鲜明个人印记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成就正依赖了那些“矛盾”，无论他在
说到这些矛盾时有多沉痛。
甚至那些质量较为低劣的作品也　　不例外。
鲁迅正是由《小小十年》(叶永蓁)中人物以及作者的矛盾中，找到了那本书的“意义”所在。
他又以同样的批评眼光，发现了柔石小说《二月》的价值。
历史事件引出的后果往往出乎当事者的预计。
当着大屠杀在南半个中国到处进行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历史的悲剧反倒促成了文学的普遍成熟呢?　
　“矛盾”的发现，甚至影响到整个时期的文学风格。
人们谈到大革命后“五四”式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衰落，总不免要归因于时代生活的变迁。
理论上的有意疏引(同时也伴随着片面性)，作家生活经历、心理状态的变异。
这些无疑都是条件，而且是一些重要的条件，但下面的条件也不应当忽略：在作家们的认识中，生活
突然间变得复杂了，而原先用惯了的那种单纯的抒情形式，已经像是由于人的体格的壮大而显得狭小
了的衣服。
他们需要找到容纳复杂化了的生活印象、感受的小说形式和风格。
于是，一方面，有上文所说的长篇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有精确地写实的创作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明
确地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写人，写性格。
迷惘者。
动摇者。
复仇者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指出作为这一时期小说形象创造的一般特征的“矛盾性”、“复杂性”，—
—内容的，和作者思维方式的，而由作品去更具体地把握从事创作的当时作者们的心态，那么你会比
较容易地捕捉到那一时期作者心理状态的普遍的极端性。
　　你看到的，是形象的鲜明性，个性的强烈性，是清晰地勾出的轮廓(往往略去了中介部分)，光暗
分明的影像(缺乏更细膩的层次)。
人物之间区分得清清楚楚，“本质”一目了然。
生活的朦胧性，性格的模糊性，被排摈在文学之外。
有代表性的，自然首推茅盾。
(蚀》三部曲，是茅盾小说风格的起点，——起点中包含了茅盾艺术个性的几乎所有重要特征或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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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清晰、影调强烈的广阔图画，每个人是一种“代表”。
还应当谈到巴金。
写《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的人物，他通常使用的是对比的原则，人物分别处于两极(或
多极)。
他们之间的对比如此分明，几乎看不出“参差”、“交叉’、“重叠”①。
　　与其说生活原本是这样的，不如说作者们这样地看生活。
这是激情状态下的创造。
鲁迅曾以为激情状态下的创作会杀掉“诗美”②。
闻一多则谈到过自己作诗常在“感触已过”，印　　象、情绪经了时间淘洗之后。
在他看来，这种状态下的诗可免于“刻露”③。
但不妨认为，激情状态的特有诗情也会导致独特创造。
不但形象类型(包括形象的美学类型)、形象本质(包　　括审美本质)应当是多样的，创作状态(审美心
理，情绪状态等等)也应当多样，——后一种多样正是前一种多样的主观方面的基础。
　　前于此，后于此，知识分子形象都很少有如这一时期那样轮廓清晰而色彩强烈。
大革命前后的小说家们在强大的激情中思考生活，在极端性的心理状态中思考生活，“激情’、“心
理　　状态’依各自的方式进入了文学性格。
　　这种心态的极端性，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与生活和认识的矛盾性不相容。
既矛盾，又极端，类似的思维特点难道是罕见的?一方面，是空前复杂化了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认识眼光
，另一方面，是思维的极端性厂——必然造成特殊的审美效果。
比如：人物作为个性，相对于“五四’小说人物(指一般作品中的)，其社会本质和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个性自身的矛盾性，同时，世界图景(主要由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对环境的关系构成)的单纯性。
这种“极端性”(心态)、“单纯性”(图像)又不可能不限制了小说家对生活的复杂、矛盾性的进一步
发掘与表现。
　　这种情况，在大革命前后小说界推出的三种形象类型那里得到了证明。
这就是：迷惘者，动摇者，复仇者。
这是由大革命造出的性格类型。
而其中的“迷惘”和“复仇冲动”，更属于大革命失败最初瞬间知识者中普遍的精神反应。
迷惘者，这样剧烈的震动，不是任何人都能遭逢的。
　 大革命的失败给予知识者的精神震撼，在力度上，超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反封建的民主要求，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积累。
即使新文化运动，也有其由渐进到狂飙突进的过程。
而自1926年北伐誓师，到工927年“四一二”政变的一年间，才真正可谓“笑啼杂作．，“可歌可泣”
，“演尽了人事的变幻”(茅盾《蚀·追求》)。
中国知识者仅仅由个人的经验中，也会预料到封建顽固派对于新文化的抵抗和反扑，但他们有限的政
治经验，还不足以应付像“四一二”前后发生的风云突变。
愤懑，迷惘，动摇和复仇冲动，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知识者。
及时捕捉住大革命失败后那一刹那青年的迷惘神情，生动地描绘出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关头这一重要
的精神反应的，是茅盾的《蚀》三部曲。
　　《蚀》，尤其是它的第三部《追求》，是一部大革命失败后知识者“瞬间迷惘”的记录。
　　“迷惘”，也并不是大革命后特有的精神现象。
“五四”时期以及稍后，就有那一时期的迷惘和迷惘者。
由王统照的《钟声》，张闻天的《旅途》，一直到后来庐隐的《风欺雪虐》、《曼丽》、《时代的牺
牲者》、《蓝田的忏悔录》，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都表达着对于“
五四”时期流行主张、“新思潮”(多半限于“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的迷惘，迷惘中充
满了碰了壁的理想主义者浓重的幻灭感。
　　《蚀》中迷惘者的迷惘，在一些基本点上，与“五四”小说人物的迷惘区别开来。
这里的迷惘是更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革命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大革命后知识分子的道路；因而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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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革命后知识者的迷惘。
《蚀·追求》里青年张曼青的书架上那本簇新的《Whether China?》(意即“中国往何处去?”)，再清
楚不过地说明了迷惘之来和迷惘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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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说明　　近二十年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凭借自身的出版优势，富有创意地编辑出版了大量人
文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在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这些著作出版时间较早，近年亦很少重印，所以现在读者很难见到了。
有鉴于此，本社决定推出一套“上海文艺学术文库”。
　　“文库”主要从本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精选最具原创性、最富前瞻意义的优秀著作，同时也适当
选收一些虽非本社原版、但与本社出书风格比较接近的学术著作。
　　“文库”将分辑出版。
每本著作均由专家学者撰写学术性的导读文章，对其内容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学术的研究和文化的传播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热心者的恒久努力。
我们希望，我们这项出版工作能够得到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在营造学术氛围，传播文化知识的路途上，请让我们携手共进。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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