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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ldquo;京派&rdquo;《学问中国》之后，我们又特别邀请了八位沪上著名学者，分别从各自专业
领域表达了他们在建设新一代中国的思想学术时所思考的部分重要问题和各自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做
成了这本《学问中国》的姊妹篇--《学说中国》。
我们企望集结京海两地优秀学者的富有代表性的思考，来描述一个相对准确的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概貌
，同时借此告诉广大读者在学者们眼中的中国问题是如何一番风景。
所不同的是，此书的各位作者全部集中在文史哲人文学术范围内，故更关注于中国当下的人文现状和
与人文相关涉的物质现实。
他们的思考或许不是权威的论断，但无疑对于中国如何以新的姿态迈向新世纪，提供了一种比较能科
学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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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共同主编）、《徐文长评传》（与贺圣遂合作）、《纵放悲歌》、《老
庄哲学随谈》诸书，及各类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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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引言：美与普之间　  很有些文艺理论家或美学家诚恳地告诉我们，文艺所追求的境界
是&ldquo;真、善、美的统一&rdquo;。
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像是基督教义中的神圣的&ldquo;三位一体&rdquo;说。
这也不完全是由&ldquo;三&rdquo;引起的联想吧，那里面确实是有点宗教气息的：人类生活中诸项基
本价值的圆满和谐，应该是天堂里的事情。
　  近代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想理论，公认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这两者有一个强烈的共同
点，就是否认道德的抽象意义和绝对性（尽管其依据有所不同）。
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和弗洛伊德都认为，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ldquo;
善&rdquo;，而是人的欲望和利益需要。
譬如在《神圣家族》中，马、恩引用并肯定了爱尔维修所说&ldquo;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
利益的&rdquo;；弗洛伊德谈&ldquo;人生的目的&rdquo;，则认为它&ldquo;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决定
的&rdquo;。
通过对人类早期社会的研究，弗洛伊德证明了：凡为道德所禁止的，就是人本来想要的。
而且，即使在文明时代，道德也往往是指向人的欲求的强制力量。
而马克思则通过阐述黑格尔哲学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ldquo;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
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rdquo;他们都深刻地注意到道德规则与人的内在欲求并不总是和谐相处的，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彼此
冲突的。
　  本文无意就文艺和伦理学的理论问题作过多讨论，只是想说明一点：作为艺术评判的&ldquo;
美&rdquo;和作为道德评判的&ldquo;善&rdquo;，其性质完全不同。
文艺的直接根源是人的情感，它体现生命的本真状态，在自然的情况下，是一种极为活跃和个人化的
东西；而伦理道德则是理性的规则，它为情感欲求划出具体社会条件下所允许的范围，以各种高尚的
名义指导人的行为；它至少在必须的程度上是社会公认的和稳定的，如此人们才能依据它来确认行为
的是与非、当或不当。
主张&ldquo;美&rdquo;与&ldquo;善&rdquo;相统一，其实通常是把文艺的裁判权归属于道德的裁判权，
如S&middot;汉普夏尔所说：&ldquo;在说教成风的环境中，总是有人根据类比，要求有一种与行为原
则并行不悖的批评原则。
&rdquo;而内中缘由，是&ldquo;善&rdquo;通常表现社会主导力量的意志。
　  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ldquo;美&rdquo;与&ldquo;善&rdquo;之间存在着的可以称为&ldquo;动态平
衡&rdquo;的有趣关系。
所谓&ldquo;善&rdquo;，其实只是一种判断，并不存在绝对不变的内涵，它总是和一定的时代与地域
条件相联系。
一方面，它的规则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这牵涉到既存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必须对
人类生活中某些根本的要求保持弹性，对生活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否则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将变得虚
妄。
也就是说，某些被判定为&ldquo;不善&rdquo;的东西，只要不公然冒犯道德规则，也可以以变形的状
态存在；当它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时，&ldquo;善&rdquo;的规则又必须为之改变。
而从文学这一面来看，在人的情感中自然存在的东西，若是与社会的尚处稳定状态的道德规则相冲突
，它就很难得到自由的、坦然的表现；也就是说它因为是非&ldquo;善&rdquo;的，所以也不容易被认
为是&ldquo;美&rdquo;的。
但若是这种情感是人性中不可能被消除的强烈的存在，它就一定会要求得到表现、得到承认，哪怕是
通过曲折的途径。
世上的事物，并不只是存在单一的合理性。
在道德意义上合理的东西，就人的情感欲求的指向而言，可能是极不合理的；就情感欲求、就人的自
由本性而言是合理的东西，在具体社会条件下，如果不受到道德规则的制约，很可能具有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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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这种两难处境，其实是人类文化中永久的问题。
而文学作为虚构空间，既为人的情感、人性欲求提供了较实际生活环境更为广大和自由的演示场所，
也由此对存在于实际生活环境的种种制约是否具有真正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优秀的文学虽不给出明确的疗治社会疾患的方案，却经常在揭示人性的困境，揭示人性欲求与现存社
会规制--包括&ldquo;善&rdquo;的规则--的矛盾，要求社会不是凝固于道德，而是按人性化的方向转变
，由此成为人类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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