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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穿越生活现实

吴 炫 乔媛媛

摘 要:“生活现实”是相对于“观念现实”而存在的以人的生存性为性质的现实，主要指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为内容并

对观念和理性现实起支配作用的现实。文学穿越生活现实首先应该对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采取尊重亲和的态度，由此

展开“生活现实”与“观念现实”的纠葛过程，文学穿越生活现实其次应该把生活现实中的欲望、感觉、感情等内容全部化

为材料重新布局，并靠作家“个体化对世界的理解”来建立其作品的独特结构，产生生活现实和既定的文学作品中从未

有过的艺术意味。这样，文学才能依靠其原创性构成与生活现实性质区别的对等状态。文学穿越生活现实使作家既不

受既定的文化和文学观念支配，也不受生活的欲望、感受和情感支配，决定了这是一个区别于“艺术高于现实”、“艺术生

活化”的“文学对等于生活”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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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理解“生活现实”?

“生活”这个概念确实是太大了，以致 “生

活无处不在”这个说法一直成为文坛的常用语

之一。如果 “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政治生活，

“概念”可以成为时尚和品牌生活，那么我们区

分“文学与观念现实”的意义还能有多大呢?

就 像 有 人 说 文 学 本 身 也 是 一 种 文 化 怎 么 能 说

“文学与文化”这个命题一样，如果文学本身也

是一种生活，怎么能把 “生活”作为对象来讲

自己与它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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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此，很多文艺理论家便绞尽脑汁，从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学是一种特殊的

文化”来说它们的关系。但是“特殊性”是否能够

成就“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命题，

“特殊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成就这样的命题，却依

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命题。这就像说非洲人

很“特殊”但再特殊也都是“人”一样，我们只能将

“非洲人”与“亚洲人”做比较，怎么能拿“非洲

人”与“人”进行比较呢? 像“文学”与“科学”这

样具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特性反差过于明显的命题

似乎好办，两者之间的比较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但

是如果文学用“审美”作为特性，“科学”用“非审

美”作为特性，两者的区别就又会模糊起来。因

为科学家在科学发现和探索中也有审美发现，艺

术家在具象思维中如果模仿别人自然审美创造的

品格也很虚弱，那么我们就不好用“审美”来说

“文学”与“科学”的区别，甚至也不好说“审美”
是文学艺术与其它文化范畴的区别。比如，如果

生活今天已经一定程度上审美化了，那么拿“文

学是生活的审美反映”这样的判断就无法与“今

天的生活”做比较。除非我们能论证“今天的生

活中有审美但性质不是审美，而文学中有生活但

性质在审美”才行。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当代文艺

理论似乎并没有从“性质”与“材料”的区分来考

虑可比性问题。什么是“性质”与“材料”的区别

呢? 比如我们将“美”或“审美”做忘我的、创造性

的体验与沉醉规定的话，那么“审美”就既不是科

学的性质，也不是文学和生活的性质。因为这样

解释审美，审美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但又是非常

不容易出现的人生创造境界。或者说，“审美”可

以作为“材料”出现在任何文化领域，也可以作为

“材料”消失在任何文化领域。出现在任何文化

领域，审美就可以给她所在的领域带来高品质的

原创性文化，否则就只能模仿、依附审美符号从而

弱化了审美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要保持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

的可比性，要使得“文学”概念与“生活”概念可以

发生真正有价值的动态关系，唯一的做法就是规

定你想比较的概念之内涵，使得“文学”与“生活”
的关系进入一种有限定的、特指的关系中。否定

主义文艺学之所以选择了“文学对生活现实的穿

越”以区别“文学对观念现实的穿越”，那就意味

着“观念生活”必须尽力排除在“生活现实”之外，

即文学所面对的“生活现实”不应该是一种观念

理解和指导下的现实，如“阶级斗争生活”或“改

革开放生活”，也不是一种概念或品牌制约下的

现实，如类型化、时尚化的“超女生活”、品牌性的

“苹果生活”，当然也同样不是以“人道主义观念”
或“现代主义观念”进行文化启蒙的生活。即: 我

在这里所说的“生活现实”，应该是指受观念直接

支配的生活之外的生活，至少是指受观念支配不

太明显的生活。虽然在根本上观念已经以文化渗

透的方式不同程度隐藏在我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之中，使得纯粹的“非观念化生活”似乎并不存

在———我们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无时不感到由

传统文化观念所起的支配作用( 如日常消费的节

俭观念，婚姻的门当户对观念等) ，但显而易见的

一个事实是: 人类身体所发生的一切常常会突破

理性和观念的控制而体现出欲望化的力量，人类

各种理性把握世界的方式之基础恰恰是非理性的

基本元素，而人类赖以自豪的理性文化的生存方

式恰恰需要自己的对立面———情感文化构成与自

己的互动状态……正是欲望、感受、情感这些“生

活现实”最基本的、最原始的、最本真的方面，构

成了否定主义文艺学所要讨论的“文学与生活现

实”中的“生活”之基本内容。
“欲望”之所以是“生活现实”最基本、最优先

的内容，是因为“欲望”决定着“生活现实”之原始

的内容: 生存性。“生活”首先意味人的生存性，是

指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共同求生存本

能，是不为人的理性文化所能完全左右的、因而常

常突破理性文化限制的生命最顽强的力量。《吕氏

春秋·贵生》首先提出六欲的概念:“所谓全生者，

六欲皆得其宜者。”后来有人把这概括为“见欲、听
欲、香欲、味欲、触欲、意欲”，佛家的《大智度论》将

“六欲”解释为是指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

音声欲、细滑欲、人想欲，基本上可以囊括“欲望”的

诸方面内容，其中应该以“色欲”、“嗜欲”、“意欲”
为根本。正是因为这样的力量几乎可以与理性文

化抗衡，才构成文学所面对的生活之丰富而复杂的

矛盾性内容，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可以独立

存在的理由———文化领域里的所有上层建筑，只有

文学是直接拥抱、亲和、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性

内容，而哲学、科学、伦理、教育、政治则竭力简化、
提炼、乃至回避这些矛盾性内容，如果文学能够做

到正视这种冲突的复杂，正视蒙田在他的《论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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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中所揭示的“崇高的行为有时来自自私的动

机”( 181) ，那么在文学理论上就叫做“文学直面生

活现实”，反之则可谓“文学回避生活现实”。中西

方艺术的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像西方《007》这样的

英雄影片中总是要插上主人公的情欲，并把人的英

雄行为作为最后满足自己的情欲的方式，而中国艺

术总是随时准备为“大义”牺牲而泯灭人的情欲。
此乃“直面生活现实”与“轻视生活现实”之差异。
“感受”也同样如此。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把

握世界的方式，“感受”、“感觉”、“感性”常常是

作为知性、理性的基础被人们所理解的。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感性认识是由感性材料

和人的先天的直观形式构成的，“当我们被一个

对象所刺激，它在表象能力上所产生的结果就是

感觉。经过感觉与对象相关的直观叫做经验性的

直观。而经验性的直观未被规定的对象叫做现

象”( 834) 。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也认

为“感觉”是“物质的刺激向意识的最初的转化

［……］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 1639) 。其共同点

在于感觉、感性、感受往往是外在物质世界与人的

感官发生的第一性关系的意识内容，从而具有了

“生活现实”最基本的“人与物质世界的原始认知

关系”的意味。无论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多么发

达，作为基于感官的对世界的初步反应内容并没

有明显的改观，所以害怕黑暗和死亡的人总是多

于喜欢黑暗和死亡的人，压抑个性与欲望的体制

和观念总是让被压抑者不愉快也千年未变，这一

定程度上揭示着人的感觉和感受世界的超时代之

稳定。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感觉是依赖身体感官

的，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比之于威廉·詹姆

斯的“身 体 变 化 直 接 遵 循 对 刺 激 事 实 的 感 知，

［……］我们对它们发生时的那些同样变化的感

受就是情感”( 1065 － 66 ) 的将身体、感受与情感

混淆的言论，我更愿意将感觉和感受放在依赖身

体对世界的直接把握但又区别于人的情感、意愿

和思想等决定主体行为的位置。这样的位置使得

感觉和感受变得复杂起来。有的时候看起来它受

听觉、触觉和肤觉和身体状况支配，有的时候又受

主体情感和心境支配。所以当一个人早上感觉自

己心情很好的时候，你确实不知道他( 她) 是因为

昨晚睡得好，还是最近自己比较的顺利因而常常

心花怒放所致。也因为感觉处于这样的模糊地

带，文学会经常光顾这一地带甚至就在这上面建

立自己的家园———并与科学家、学者等依赖分析、
推理、思辨等理性化的工作方式明显的区别开来。

更主要的是，文学之所以常常被学者们理解

为“情感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因为人的“生活现

实”区别于动物的“生活现实”之处，正在于人具

有在本能和理性之间所特有的情感活动。情感活

动一方面受制于人的求生存本能的满足( 如肉体

性快感产生的心理感受) ，另一方面又受制于人

的理性文化对人的快乐本能的抑制( 如文化造成

的痛苦和悲伤的情感) ，同时也受制于人类文化

对本能 的 提 升 ( 如 宗 教 性 的 圣 洁 的、崇 高 的 情

感) 。这也使得“情感活动”是人类生活现实中最

为丰富的、复杂的、交叉性的精神生活。无论是西

方的“移情说”还是中国的“缘情说”，无论是古罗

马诗人尤维利斯的“愤怒出诗人”还是中国新时

期文学的“伤痕文学”，文学常常在表现内容上更

为注重生活现实中的情感内容，是因为人的情感

生活虽然在根本上受制于人的理性活动，使得

“合情合理”成为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但

也因为常常反抗理性约束而带有矛盾性、冲突性

和价值自足性，这就是汤显祖提出“情在而理亡”
的原因。无论是哈姆雷特的抑郁，还是维吉尔的

困惑，抑或曹禺《雷雨》中蘩漪的自虐，成功的情

感表现总是会突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冲突

性，从而最为充分地展示“生活现实”比人类“文

化现实”远为丰厚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生活之树常青”的原因。“青”，毋如说是人的生

命力最为顽强纠结的象征之意，而“情感生活”正

是最能体现人的生命力纠结的主要领域。
然而，由于中国文化阴阳渗透的整体性特点，

“生活现实”与“观念现实”的边界并不是很清晰

的，毋如说，“生活现实”是“自然现实”与“观念现

实”的中介环节更为恰当。既然如此，“生活现

实”在“材料”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可以无所不包的

了。即“生活现实”中会有冲动，也会有思想，会

有本能，也会有文化，会有饮食男女，也会有精神

情操……但这些似乎什么都有的符号，均从属于

生活现实的求生存性、愉悦性、循环性。而且为了

不改变这样的性质，“生活现实”同样会把看似可

以与自己区分开来的文学也纳入到自己的世界里

来，这就产生了文学从属于生活的生存性这样工

具性的中国文学特点，也产生了“国家富强个人

富裕文学便无足轻重了”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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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其共同点，均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总体上“满

足于生活的生存性”而缺乏“文学对生存现实的

穿越性”，从而在根本上没有形成“文学对等于生

活”的格局。

二、如何理解“尊重生活现实”?

由于“穿越”的基本含义在于“尊重现实又通

过个体化理解改造既定现实的结构、从而建立起

不同于既定现实的个体化世界”，①所以“穿越生

活现实”这个命题决定了否定主义文艺学并不将

文学放在“轻视世俗生活”、“忽略世俗生活”、“认

同世俗生活”上，也不放在西方意义上的“疏离生

活现实”、“对抗生活现实”、“优于生活现实”上，

从而确立起一种“尊重、拥抱生活现实又在性质

和意味上不同于生活现实”的文学与生活关系的

理念; 并且，由于中国文化的整体特性，又可以在

文本中建立起“表层的生活现实内容多群体化理

解、深层的内容多作家个体化理解”之尊重的意

味张力。
“尊重生活现实”首先意味着作家应该视人

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表现和抒发为正常的状态，

只要这种表现和抒发是建立在尊重他人和世界的

基础上。一个作家哪怕在小说中有大量的性描

写，对于文学来说都不能以“写得太多”为理由而

拒绝，因为写多写少不牵涉到欲望表现是否正常

的问题; 同时，欲望常常具有突破现实伦理的特

征，无论这欲望是否付诸实践，尊重欲望就是要尊

重这种突破现实伦理的特征从而显示出欲望世界

的本性，并与受现实伦理控制的欲望区别开来

( 受现实伦理控制的欲望本质上属于观念化生

活) 。哪怕是像小说《洛丽塔》那样写一个 40 岁

的男人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的性爱心理，也同样

不能视为不正常、不道德。文学虽然不是以展现

性爱内容为目的，但必须特别注意对小说中的欲

望和情感不要简单化地予以现实道德性的评价。
对文学批评来说，特别需要对卫慧的《上海宝贝》
那样的性爱快感的展示持一种理解的态度，而不

是直接的评判其“大逆不道”。由于当代市场经

济状况下很多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来源于传

统文化对个人利益的轻视，所以我们必须理解一

个被捆绑过久的人一旦松绑当然就会放松身体的

现象。这就是说，“尊重生活现实”不是指尊重被

压抑的欲望生活、被忽略的感觉性生活、被扼制的

情感生活，而是指生活根本上就是由人的欲望、感
觉和情感活动的个人化支配而构成的，如果压抑、
忽略和扼制它们就会使生活现实产生异化，直接

导致放纵性沉湎。在根本上，人的欲望、感觉和情

感是所有生命的共同本能，对本能的正视和尊重，

恰恰是避免“压抑本能”与“放纵本能”两种不正

常现象的主要渠道。在此方面，文学经典《红楼

梦》以大量儿女亲事、家庭琐事、男女爱事所展现

的世界，应该说是尊重生活现实和世俗现实的一

个典范———曹雪芹没有将这些事情视为无聊之

事，没有用儒家教化态度进行伦理评判，同时也没

有用欣赏的态度写贾府的男女老少，反而让其成

为构筑他的红楼美学世界不可或缺的有机性的、
中性的材料，这是使得《红楼梦》成为中国古代最

优秀的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现实是由欲望、感觉和情

感所组成，所以“尊重生活”也意味着不能以回避

和轻视欲望、感觉和情感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尤

其不能以回避和轻视欲望、感觉、情感与人的理性

文化、伦理文化的冲突来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方

面，中国当代文学由于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写出

生活的本质规律”、“时代火热的生活”、“改革开

放生活”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对待生活现实，

自然在文学创作中就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虚假

化写“生活现实”的问题。骨子里其实是儒家“圣

性追求”被做了当代“革命追求”遮蔽人的“日常

需求”之结果。在此方面，小说《艳阳天》、电影

《火红的年代》没有欲望、爱情，只有革命意识和

阶级斗争观念的作品可谓代表，而蒋子龙的《乔

厂长上任记》也只是将爱情作为改革生活的“点

缀”，并没有直接尊重并展示乔光朴的爱情心理、
性爱冲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和其改革实践的矛盾与

冲突。所以在新时期文学中，回避“欲望、感觉和

情感”的表现只是在于将欲望、感觉和情感作为

“材料”，这样，欲望、感觉和情感与文化生活、观

念生活的矛盾与冲突就不能得以展开。电影《生

死抉择》中李市长在妻子受贿时“轻视欲望的处

理”与“尊重欲望的处理”的差异表现在: 前者会

简化李市长的矛盾心理，让李市长不假思索就做

出了抉择; 后者则会强化、扩展李市长的内心冲

突，并将这种冲突作为影片的重心。其核心问题

在于文学是否正视和表现人的名利欲望以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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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和理性产生的纠结、冲突。在中国当代文

学中，受传统哲学的制约，轻视和回避欲望还表现

为道家的“清心寡欲”哲学对生活中欲望的淡化

与过滤，这是不同于儒家轻世俗的另一种生活欲

望异化的体现。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受道家文化

影响就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② 而是说道家哲学

“恬淡”美学对生活矛盾的类型化的“忘欲”处理，

已经不能应对以承认个人欲望和私利为前提的现

代人的生活，也不能应对以这样的生活为承认前

提的现代“欲望横流”之诊治的问题。即诊治“欲

望横流”的问题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淡泊欲

望”的问题，而是一个引导现代人进行创造性追

求使之“顾不上追逐欲望和利益”的问题。所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

尘埃?”是将淡忘现实欲望发挥到超凡脱俗境界

的典范。这样的诗词固然可以被生命力本来就很

孱弱的中国读者所欣赏，但这无疑不是中国现代

性所需要的“尊重欲望和世俗”的审美追求，也很

难通过中国现代读者的认同走向西方读者。
以尽量亲和的态度展现“生活现实”的内容，

会使得作家所尊重的生活现实内容既是构成作家

“个体化世界”中的丰厚材料，使得欲望、感觉和

情感是不可随意剔除的文学有机性元素，又可以

构成作品最原生性的表现内容，进而使读者直接

与本真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生活发生原初性的共

鸣，优秀的作家然后可以借此去做引发读者启示

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

边的小豆豆》③是尊重孩子最本真的欲望、感觉和

情感的杰出作品，并迥然区别于中国很多教化性

的儿童文学。黑柳彻子笔下的小林校长是一个极

其尊重孩子“冒里冒失的天性”并引发这种天性

中可以成为“好孩子”因素的教育家。因考试不

及格而退学、上课被窗外宣传艺人和燕子吸引而

站起来打招呼的小豆豆，在中国的教育观念和机

制下不会被认为是听话的、守纪律的好孩子，但小

林校长却认为小豆豆是好孩子，其原因就在于孩

子的这种还没有被文化规范的欲望、感觉和情感，

是孩子成为创造性人才极为珍贵的生命资源。其

中，小林老师布置孩子们中午各自从家里带“海

的味道、山的味道”做午餐，是既尊重孩子的天然

感觉，又能培养孩子想象力的经典一课。孩子们

可以尽情想象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是什么样，并

让自己的感觉和欲望均处在敞开状态。这样的状

态，就像“巴学园”的上课是让孩子们任意选自己

感兴趣的课程在同一时间同一教室展开一样，这

种多种兴趣并立的状况正是尊重孩子的欲望、感
觉和情感的体现。也因为此，巴学园成为培养了

许多著名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的童年乐园，《窗

边的小豆豆》一书也因此成为全世界成年人返回

童年本真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渠道，成为日本历

史上销量最大的畅销书和 20 世纪全球最有影响

的作品之一。《窗边的小豆豆》对中国当代作家

最大的启发可以理解为: 一是无论作品中的人物

是孩子还是成人、普通人还是英雄、敌人还是友

人、领导还是职工，文学创作首先应该具有“去身

份”、“去文化”、“去政治”的写作意识，才能尊重

并展现笔下任何人物最潜在的欲望、感觉和情感。
即便写英雄人物的大义凛然，也必须首先触摸作

为人性共有的围绕七情六欲产生的疼痛、恐惧、矛
盾、犹豫、悲伤、快乐、开心，即便英雄人物的素质

可以克制这些生活资质，也必须写出人物对这些

生活体验的把握和矛盾过程，此即为尊重人的

“生活现实”。在此方面，不仅中国的儿童文学作

品与《窗外的小豆豆》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写英

雄的作品也与《巴顿将军》、《加里森敢死队》这样

的美国电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二是作家如果不

能做到让笔下每个主人公都能展示自己的本真欲

望、感觉和情感，也应该像小说《西游记》那样安

排笔下的重要人物呈现本真的欲望、感觉和情感，

从而与其他人物组合成“欲望”与“理性”的矛盾

关系、冲突关系。也就是说，《西游记》如果没有

好吃懒做、喜欢女色的猪八戒消解严肃的、杀戮的

圣性主题和英雄主题，这部作品就会成为一个不

折不扣的教化性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获得历代读

者特别是当代青年读者的喜爱。猪八戒与唐僧、
孙悟空、沙僧的关系，其实就应该是任何人物其欲

望性与理性、圣性、英雄性、平凡性的复杂关系。
抹去了猪八戒，也就是不尊重人的欲望、感觉和情

感在生命中的本真存在; 嘲笑猪八戒，某种意义上

当然也就是不尊重艺术中的“生活现实”。

三、如何理解“创造性改造生活现实”?

“穿越生活现实”其次的义务，就是作家必须

把生活现实中的欲望、感觉、感情等内容全部化为

材料重新布局，并靠作家“个体化对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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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立其作品的独特结构，产生生活现实和既定

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艺术意味。生活材料之

所以需要与作品的整体结构相关联得以改变其原

来的性质，是因为不唯此就很容易被作为“很像

现实生活”的解读; 而“生活现实”如果不被作家

进行个体化的独特理解，其作品意味就不能区别

既定的文学作品曾经具有的意味，文学作品的独

创性和原创性就不能够产生。
比如，在中国明清社会现实生活中，《红楼

梦》似的大大小小的贾府可谓星罗棋布。贾政作

为古代大家庭的意识形态中枢具有绝对的权威，

其儿女和丫环也都是从属于男性家长的权威做功

名利禄、三从四德之人生努力的。即便有贾母这

样的老太太的溺爱呵护，宝玉也拗不过其父贾政

令其读书做官的大腿，而其丫环们，也都逃不脱被

公子哥随意欺骗和玩弄的命运，这就是以男权、父
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现实结构的普遍性。
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均只能反抗而谈不上

“改造”这样的社会伦理现实结构。但由于曹雪

芹以贾宝玉成天只喜欢在清纯的女儿堆里玩耍为

新人的全部审美坐标，这样就一改生活现实的

“君臣父子、男尊女卑、长为幼序”之家庭结构，变

成“子父臣君、女尊男卑、幼为长序”的“大观园”
之文学性家庭结构，从而将生活现实中的价值秩

序不仅颠倒过来，而且通过贾宝玉这个尊重、怜

爱、沉湎清纯女孩的男性主人公塑造，又赋予这颠

倒的价值秩序以“不在意现实功利”的审美内涵，

从而建立起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超

现实审美文化。这种文化使得“穿越生活现实”
具有了“改造生活现实结构———建立独特的非现

实性生活结构”的意味。如果将“改造”做“独创

性建构”解，那么“改造生活”就是“创造独特的生

活世界”的同义语，曹雪芹就是创造了一个现实

中不存在的、文学史上也不存在的给读者以全新

启示的文学世界。反之，王建的《赛神曲》那种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使尔舅姑

无所苦”，“但愿牛羊满家宅”的诗句，其结构和立

意基本上是生活现实的写照，而《西厢记》是建立

在现实社会“男欢女爱之廉价”的控诉基础上，因

为没有出“社会之俗”之左右，故缺乏启示读者的

力量而徒具悲伤之情，所以也就谈不上作家对生

活现实的穿越，至少是谈不上“改造了生活现实”
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首先，《红楼梦》素有“生活的百科全书”之

称，但“生活百科”却说明不了《红楼梦》的文学价

值。《红楼梦》确实有所谓才子佳人、宿命佛礼、
宫闱秘事、社会风俗、琴棋书画、美食烹饪、园林建

筑，应有俱有。仅就畅游于生活、社会和文化知识

之海而喜欢《红楼梦》自无不可，但如果“研究中

医的把《红楼梦》作为养生读本，企业管理培训师

把大观园作为‘培训基地’，甚至元妃都被作为嫁

入豪门的范例”( 徐洁 钱江晚报) ，那么这些解读

均可以抽离于作品整体的艺术魅力和意味，遭致

一种“盲人摸象”式的文化对艺术的侵犯性肢解。
这种肢解通过对已经艺术化了的红楼世界的“现

实生活材料”之还原，而津津乐道于贾母喝的老

君梅养生茶的营养成份，宝玉为什么喜欢喝女儿

茶又喜欢喝六安茶，黛玉喝的合欢花浸的烧酒竟

然可以治病，而袭人感冒喝米汤是否也可以被我

们效仿……但却看不到这些考究而精到的铺陈其

实是在从各种角度哄抬贾府的雍容、闲适、繁盛，

看不到这样的雍容、闲适、繁盛目的是在衬托贾府

盛极一时的衰败之悲凉。也就是说作家百科全书

式的使用生活习俗和知识材料，目的决不在生活

材料展示和知识炫耀本身。曹雪芹将生活百科放

在一个浓缩的小世界里来淋漓尽致的展现，是围

绕着“养生—死亡”、“富贵—衰败”的循环立意来

的，这与作家写宝黛的“真爱—悲剧”的立意是相

辅相成的。精美的饮食、精致的建筑、精巧的工艺

像作者精心写其它的生活细节一样，在大观园中

不是让读者来欣赏其美妙绝伦的，而是让读者最

终悲叹其昙花一现的。所以贾母这位讲究养生、
散步、不愠怒的详和老太太，却是最早离开人世

的; 林黛玉吃了那么多的补药补酒，还是不敌嫉妒

性的真爱对生命的致命摧残，甚至就是为了将这

摧残的帷幕能多拉开一些给读者看的; 而那个里

里外外泼辣能干的家庭主持王熙凤，最后竟然连

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能力抚养就裹尸他乡而去……
今天的读者自然可以对《红楼梦》中的生活百科

进行任意切割，但这种现实功利性的切割，正好是

对曹雪芹匠心独运地理解红楼世界与生活现实的

关系之遮蔽与遗忘———这样的“非文学性”的解

读越多，曹雪芹就会越发孤独和绝望，而《红楼

梦》，也就会在众人的谈论中越发失去其经典含

义。
其次，曹雪芹对生活现实内容的改造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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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现实的成功穿越”，是因为曹

雪芹对人、人生、世界、审美做了属于自己的独特

理解才成为可能的。这种理解既不是儒家的，也

不是道家的，同样也不是禅宗的，当然也不简单是

儒、道、释之集大成的，④这才使得贾宝玉这一经

典人物形象因为很难被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准确

概括而显示出似儒非儒、似道非道、似禅非禅的独

特意味。具体在欲望、感觉和情感上，那就是贾宝

玉是“有欲 但 不 在 欲”、“有 怜 惜 感 又 不 仅 在 怜

惜”、“有爱情但又不是纯情”的对女孩的呵护，才

使得贾宝玉与生活现实中的这些元素拉开了明显

的距离，并因此显得是个“怪物”、“另类”。贾宝

玉的“怪”和“另”不是体现在“欲望”、“感觉”和

“情感”谁为中心、何者程度高低、成份多少上，而

是以呵护、尊重整个清纯的女儿世界之“心”将

“欲望”、“感觉”和“情感”都作为材料来对待的。
贾宝玉不是用“纯情”、“自然之情”来统摄“性

欲”、“性感”，是因为“纯情”与“自然之情”也被

主人公的“意淫”所统摄，而“意淫”又受制于贾宝

玉对女性世界的尊重呵护之“心”，所以无论是

“性欲”还是“怜惜感”，抑或是男女爱情，均受制

于这样的“心”。因为“心”用在此上，当然就会无

心于功名利禄，也无心于此世享乐。如此，贾宝玉

会让每个女孩都喜欢，也会让专注“爱情”的林黛

玉“愤怒”和看重“功名”的薛宝钗“焦虑”。或者

说，任何用极端性价值尺度和思维方式去看贾宝

玉的人，都可能会对贾宝玉“怒其不争”。贾宝玉

的“新人”之“新”正在这里。这是曹雪芹用个体

化理解世界改造现实社会的欲望、感觉和情感的

杰出体现。
强调这一点，对世界观上和审美观上从众

性、依附性、趋同性极强的中国作家和文学批判

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如下。一是作家单纯依

附主流意识形态来理解文学世界，就会使 20 世

纪 17 年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李双双小传》和 40
年代的优秀作品《小二黑结婚》，不能按照作家

自己的“爱情”观去创造性安排笔下人物的生

活。《李双双小传》和《小二黑结婚》尽管乡土

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但致命的缺陷在

于赵树理没有看到小二黑所依赖的新生政权本身

也携带着封建性，这会使得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婚

姻和爱情的道路曲折唯艰; 而作家李准由于没有

将李双双的个性解放与大跃进对个性的遮蔽区别

开来，自然就使得李双双与喜旺的个性被纳入类

型化的文学模式之中，使得两篇乡土气息浓郁的

小说没有能突破政治模式。二是回避主流意识形

态但如果选择了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观念，

将必然使得 90 年代写 《秦腔》的贾平凹对农村

土地的流失持一种惋惜的、漠然的心情，从而缺

乏现代性启示。《秦腔》中作家的 “土地”观依

然是传统土地观的延续的原因，在于土地没有被

作家进行现代性的新的理解，城市的土地与农村

的土地在中国是否有性质的区别，也没有进入作

家的视线。贾平凹对土地消失的沉默态度看似区

别于其他中国作家，但其实更多是他在不少作品

中已传达的禅宗 “不思善不思恶”的漠然态度

使然。即《圆悟录》所云 “以铁石心，将从前

妄想见解、世智辩聪、彼我得失，到底一时放

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尽见除，到净裸裸赤洒

洒处，豁然契证。”将禅意作为看待世界方式固

然显示出贾平凹的 “别具一格”，但这 “别具一

格”却缺乏作家的 “个体化理解世界”对禅意

的突破，所以在根本上 《秦腔》依然不能说是

对乡土生活现实的成功穿越。三是将社会现实生

活中的“爱情从属于利益和欲望”之运行法则

移居于 艺 术 世 界 之 中，因 没 有 编 导 自 己 的 对

“爱情与欲望”关系的独特理解而只能给读者共

鸣，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电视剧 《蜗居》存在的

“缺乏启示”的问题。《蜗居》的轰动与叫座与

这部电视剧切中了中国老百姓在买房问题上的痛

楚和挣扎有关，这是这部作品亲和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的长处所在。但这部作品在改造生活现实的

性质与结构上却存在以下问题: 除了金钱与房

子，海藻爱宋思明的什么不仅海藻是不清楚的，

编导也同样是不清楚的。因为这种不清楚，编导

除了安排宋思明车祸死亡外，其批判性并没有针

对这个问题给读者以交待，同时也必然忽略海藻

与小贝可能存在的爱情关系之探究。关键是: 如

果爱情在中国不能撇开利益，那么不限于利益的

情感究竟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编导必须有自己

独特理解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中国编导回避这样

的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中国文艺理论也同样没有

挑明“个体化理解世界”对一部有启示性的好

作品的重要性。这不仅关系到作品的意味是否深

刻，也关系到作品的情节结构是否能饶有意味

的、独创性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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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

基于西方宗教和文化性的二元对立之传统，

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自康德强调“审美无功

利”始，到现代主义文论家贝尔的“艺术即有意味

的形式”⑤的提出，对立于生活现实的文艺理论一

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潮，并遮蔽了圣西门、傅立叶、
杜威等的艺术与生活的统一性观念。而随着理性

权威在西方后现代哲学中被质疑，随着文化多元

论在全球化境域的兴起，随着个体艺术创造力的

普遍提高和市场经济对人的快感和欲望生活的解

放，高于或分离于生活现实的艺术形态和文艺理

论，在 21 世纪的今天同样被西方“回归日常生

活”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所冲击，并影响到今天的

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建设。很多学者步西方美学

的“心理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生活论转

向”之后尘，不断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文学观、文
学研究范式和文学研究命题，看起来是一种与时

俱进的创新，但其要害我以为是对中国文学的现

代化究竟要面对什么“中国问题”没有形成“中国

式理解”而导致的，其核心问题即在于: 中国要不

要建立一种性质上区别于生活现实但又是中国式

的区别的文艺理论。
也就是说，否定主义文艺学既不赞成用西方

对立于生活现实的艺术独立观在中国文化语境中

谈艺术与现实的区别，也不赞同当代流行的艺术

与生活统一的“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⑥因为

前者不是中国式的艺术独立观，后者不能应对中

国文学对文化的依附性导致的原创力贫弱之问

题。这两个问题并做一个问题那就是: 艺术分离

于现实正是中国文学现代化针对传统“艺术混

同、依附于现实”的题中之意，就象艺术生活化是

西方针对“对立、脱离于生活的艺术”之问题的题

中之意一样。
首先，中国文论延续至今的“艺术高于生活”

之命题，以及由这样的命题引申出来的文学教化、
启蒙大众的文学功能，不能混同于“艺术与生活

在性质上相区别”之问题，即不能混同作家利用

生活经验和材料通过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建立

自己的文学性世界的问题。在作家、诗人、知识精

英与权势和权力一体化的中国，文学艺术籍伦理

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中心化地位，其性质

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生

活现实的指导性、规范性，而文学艺术是作为一种

形象语言从属于这种指导和规范的，并构成中国

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工具性存在性质。这种指

导、规范和启蒙根本上不是艺术与生活的区别，而

是伦理、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对生活现实的居高

临下的统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老师对学生的授

课关系一样，学生通过老师的道德教育和知识传

授，最终可以成为和老师一样的有知识和道德的

人。无论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文学还是新时期

宣扬西方人道主义观念的文学，文学籍西方现代

文化观念对中国大众的启蒙，不能理解为艺术与

生活的分离和对立，而应该理解为文化观念对生

活现实的引导、改造，使得生活现实意识形态化。
文学艺术之所以给人显示出高于生活以至“对立

于生活”的印象，只是因为文学艺术籍文化观念

的权威性造成的假相。区分文学艺术与生活分离

的真相还是假相，在于文学艺术是模糊、消解乃至

质疑作家所认同的文化观念以便打开一个去观念

化的启示空间，还是在作品中比较清晰地传达了

某种文化观念以便限制读者对此的另类解读。前

者会使批评家或读者对作品的观念性提取变得困

难———至少会使观念性的提取挂一漏万从而溢出

观念化世界; 而后者则会使人们很容易从作品解

读出某种文化观念———并且很难解读出丰富的文

化观念。所以文学艺术与生活现实分离的标志，

在于其独创性文学的“非观念化”性质而不在于

一般文学的“先进观念”性质。中国文学从儒家

的圣性教化、道家的生存智慧到现代的阶级斗争

观念、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布

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从苏联的“文学反映论”、
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贝尔的“艺术即有意味

的形式”到伊格尔顿的“反本质主义”、杜威的“艺

术即经验”的话语转换，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式的

“文学分离于生活现实”之问题，用以告别传统的

“文学高于生活现实”之命题，就象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始终没有解决“中国式的个体独立、学术独

立”之问题一样，我们怎能又跟随西方的“回归日

常生活”的理论再一次遮蔽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呢? 回答这一严峻问题的紧迫性，即是否定主义

文艺学提出“文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
之一。

其次，生活现实确实以它的欲望化、感觉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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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化显示出它与观念现实、文化现实的程度性

疏离，但 这 种 疏 离 依 然 不 是“文 学 与 生 活 的 区

别”，更不是“生活对文学的颠覆”。因为从高于

生活的文化云层返回日常生活之后，文学艺术依

然存在以下问题: 作家的创作如果受欲望、感觉和

情感的支配而不受理解世界的独特性支配，文学

将因为欲望、感觉和情感的“大同小异”而降低文

学的原创与独创之品格，从而产生同样“大同小

异”的文学。这又比较接近杜威所说的审美的敌

人是“单 调 乏 味”、“对 惯 例 的 服 从”的 问 题 了

( 40) ，也比较接近本·李默尔所说的在日常生活

中“目睹了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创新如何堕入鄙俗

不堪的境地”( 5) 。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感觉和

情感之所以是大同小异的，是因为放逐文化观念

对生活的支配后，这个世界就不会形成因为文化

差异而产生的差异和对立，人的欲望、感觉和情感

就会偏向受生存欲望和生命本能的支配，体现出

同质化、重复化需求的倾向。换句话说，艺术在去

文化后彻底回归日常生活，传统文论中所说的艺

术创造、独创和原创将因为缺少区别于生活的文

化鼓励，而受制于日常生活的欲望与需求的同质

化钳制。一方面，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欲望喜欢在

攀比、模仿中进行从而造成类型化、从众化的生

活，有房有车有存款有奢侈品几乎成为每个公民

的共同生活理想———这样的生活必将形成影视和

媒体中泛滥成灾、大同小异的所谓“穿越剧”、“穿

越小说”、“相亲节目”等; ⑦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

也会发生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佛山 2 岁女孩悦

悦两次被车碾，“非诚勿扰”拜金女，温州动车追

尾而民营企业主外逃……这些令人惊异的事件正

好说明我们的生活现实已经被同质性的“趋利性

追求”完全左右，并正在形成一种可以无视他人

生命的不安全社会。所有对利益的批判和超越在

今天的中国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倾听者，甚至就连

批判世俗的声音有时候也会异化为趋利的工具。
因此从逐利趋同到行为方式趋同，已构成了中国

日常生活的基本状况———这与中国现代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趋同走向不谋而合。所以，文学回归日

常生活并不能真正解决文学的大敌———趋同性创

作之问题。文学不仅需要对文化观念保持审视的

姿态以突破教化，而且也要对同质化的日常生活

保持价值审视张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性文

学的相对独立的位置，这是否定主义文艺学提出

“文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之二。
再次，将艺术等同于是艺术家的事，似乎是

“日常生活审美化”倡导者质疑传统文艺理论居

于象牙之塔的一个充分理由，但这样的理由之所

以是可再质疑的，是因为传统文艺理论和“生活

艺术化”理论都没有找到理解“文学之所以为文

学”、“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关键所在。即: 文学

艺术既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的事，也不是人人参

与就可成其为自身的事。文学艺术成其为文学艺

术，不仅仅是一个籍形象和抒情表达自身的事，更

重要的是要有创造性和独创性形象世界构建能力

的事。如果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与网络文学中的每

个网民在这种能力上都存在问题，那么文学艺术

只属于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是回归给每个想籍形

象表达自己的网民，性质上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
因为当年的大跃进民歌就是每个中国人几乎都参

与进去的事，结果其留下了多少能称之为好文学

的作品了呢? 文学艺术不是参与的人是少数人还

是多数的事，而是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应

该具备文学创造能力的事。否定主义文艺学之所

以将文学理解为“对现实的穿越”，将“文学性”理

解为“对现实穿越的程度”，正在于这是将文学艺

术理解为“籍形象语言构建有独特意味的世界之

努力”的过程。文学艺术作为构建独特形象世界

的努力程度，命定了文学艺术不是借形象语言表

达自己就可以成就自身的，也命定了文学艺术不

是作为有过专门知识熏陶的少数人就能够成就

的，当然也命定了人不是有修辞和表达能力、有艺

术感觉和感受就可以自诩为作家和艺术家了。如

果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不同程度受儒家“和而不

同”、“多样统一”、“变器不变道”的创新观制约，

在创造性问题上就存在“依附、选择一种世界观

然后进行个性化感受、阐释”的“低程度创新”之

问题，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严格说来就真的

不比网络文学的成就高多少。同样，网络文学今

天当然是鱼龙混杂的，这种鱼龙混杂正好揭示出

这样的问题: 网络写手如果具备独特理解世界的

能力和努力，他们就当之无愧地可以被世人尊敬

为优秀的作家，而网络写手如果只能模仿其它经

典作品，那么他的声誉和地位就和只能模仿西方

文学的中国专业作家是一样的，是不能赢得世界

的尊敬的。这意味着真正的文学艺术是让人尊敬

的，而不是会写小说和诗歌就能堂而皇之混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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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的。这反而会衬托出中国民

间因为受文化束缚程度较低可能会有创造高手的

情况———四大名著作为通俗文学的出场转变为今

天的经典文学，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艺术不是高

于生活的职业艺术家的事，也不是生活在日常生

活中嘲笑艺术家写得不好就能成为艺术家的事。
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天和未来，文学艺术都是任

何人都可以从事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称职的事。
阐明文学艺术的这种创造性张力作为文学艺术之

根本，摆脱文学艺术是少数作家的事还是每个人

的事这种话题纠结，是否定主义文艺学提出“文

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中国意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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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理解给读者以突破道家哲学的启示。
③详见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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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社会科学战线》11( 2010) 。
⑤参见克莱夫·贝尔 ( Clive Bell) :《艺术》( 南京: 江苏教

育出版社，2005 年) 。
⑥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参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
从以往文艺理论和美学立足宏大叙事轻视日常生活的角

度看，亲和日常生活将使文学内容更为贴近生活现实。
但用宏大叙事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构成对立的

状态，有可能均忽略了两种文学共同存在的作家原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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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穿越观念现实”、“文学穿越生活现实”的两个命题

的出发点。
⑦“文学对生活现实的穿越”与当下影视和媒体的所谓

“穿越小说、穿越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任何名为“穿

越”的作品如果不能提供作家对世界、历史、人生的独特

理解，便只能落入时空性的、动作性的理解之中而降低其

文学性、艺术性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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