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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而在新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税海模教授活跃在这个时期，他的很多论文都受到学界的注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他都是正直、诚恳的，颇有一点魏晋风骨，有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是一位典型
的“川籍学者”。
我与税海模教授在学术上是同代人，他的有见识、有勇气的论文，早已一一拜读过。
第一次见面记得是在90年代初，那时他与同在乐山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向阳教授一起来京光临寒舍。
那时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多了，很有几分潇洒，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关于郭沫若的专著，都，是一
些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再见面已经，是2001年的事了，那次我们同在安徽师范大学出席一个学术研讨会。
这时的他，头发已经花白，气度俨然，已经是满腹经纶。
会上会下，我们比较深入地交换对各种学术问题的看法，谈得相当融洽。
2002年他和几位乐山师范学院担任院、系领导工作的教授来京开会，并抽出时间光临清华园，那次我
们也谈得特别高兴，在高兴中彼此都有深入了解。
我想我的心是比较向往和羡慕在乐山工作的朋友的，这大概是因为受了苏轼那首赞美嘉州、大渡河、
凌云寺的诗的影响。
税海模教授对于郭沫若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鲁迅也有相当重要的论述，像《郭沫若泛神论本质上
是美学》、《论郭沫若与王阳明的直觉认同》、《鲁迅小说：“死火”精神的象征》等这样一些论文
，是很引起学术界注意的。
在这些论文里，真正做到了如他所提出来的要求那样，并不满足于对革命领袖有关论点的阐释与发挥
，而是要求有学术上的原创性，深具永不满足于当下、永远寻求向上发展的精神。
税海模教授恪守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曲学阿世，没有丝毫奴颠和媚骨，维护学术的尊严和学者人
格的独立，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以学术为生命基点，并且在为人为文两方面身体力行，严于律己，
赢得了学界的尊重和佩服。
税海模教授做学问的方法，或许可以叫做反“以论代史”。
他在早期的论文里就勇敢地批评过“以论代史”的种种官论。
这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或者说永远也不会成为“历史问题”。
从根本上说，做学问无非两种倾向：论从史出，或以论代史。
前者是老实的，后者是取巧的；前者默默无闻，后者风头出尽。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股“以论代史”的教条主义潮流。
在这种情况下来读税海模教授反“以论代史”的论著，不仅有知识上的意义，更有方法论的意义，最
后还有做人的意义。
这也是我要热烈祝贺税海模教授学术论文集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2年9月2日 于清华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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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主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反对旧大
学的文学革命两个基本方面。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谈到文学革命的缘由时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
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也就是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陈独秀还明确地宣告：“
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向明清文学中的“十八妖魔”“宣战”，以期建设像欧洲的雨
果、左拉、歌德、狄更斯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和“社会文学”。
很显然，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口号，它革的是封建文
学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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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税海模，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对郭沫若有深入的研究，也对鲁迅有着真知灼见，著有《郭沫若泛神论本质上市美学》、《论郭沫若
与王阳明的知觉认同》、《鲁迅小说："死火"精神的象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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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行于启蒙直言、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之间——我的二十年学术生涯回眸第一辑 启蒙直言文学革
命性质质疑试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的新文学 ——用现代形式表达现代思想的中国文学
关于创建郭沫若学的思考队学术学理层面反思《反思郭沫若》——就郭沫若研究二答自由主义“三个
代表”理论与新世纪郭沫若研究第二辑 审美感悟文学史的审美研究试论鲁迅小说主题思想的丰富性愿
您尝尝这颗仙桃——《断魂枪》读后《南行记》艺术魅力初探“死火”意象简论鲁迅小说：“死火”
精神的象征精妙的艺术感悟，独立的学术品格——谈刘纳的现代文学研究论郭沫若与王阳明的“直觉
”认同《雷雨》：可读性、文学性、真实性完美统一的典范尘埃落定，重见光华——宗白华“境界层
深创构”理论回眸《女神》：一卷壮丽的“宇宙诗”郭沫若泛神论本质上是美学从中国美学境层创构
理论解读《边城》《笑傲江湖》的三个层面及其文学定位蓝棣之“症侯式分析”：透视生命深渊的“
第三只眼”李琼久画意画境谈第三辑 文化透视鲁迅小说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与孔子儒学试论郭沫若文化
心理结构中的儒道积淀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心态中西撞击中隆起的文化峰峦——我的郭沫若观
郭沫若、廖平与今文经学郭沫若家族文化性格分析地火在聚积——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之一横空出
世莽昆仑——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之二 选择马克思主义给他带来人生辉煌——就郭沫若研究回答自
由主义郭沫若人格流变简论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选择——兼谈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田仲
济杂文补论李琼久与巴蜀文化评邓经武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第四辑 纵横眺望鲁迅、赵树理与毛泽
东——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轮廓21世纪中国文学展望三题简论高校文学教育体系的拓展与改建《
道德经》别解：文明的反思和对文明弊端的疗救——读陈晓春《“大音”的回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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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一翼的文学革命运动在这时兴起，决不是历史的偶然。
由于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本来异常缓慢。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帝国主义忙于战争的空隙，中国民族资本却获得了一个迅速发展的
难得机会。
比如以纺织业为例，1915年华商纺织厂仅重5家，到1922年已增至64家，纺绽在1915年共有544，010枚
，1992年增至l，593，034枚；布机在1915年共有2，254台，1992年增至9，817台。
又比如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仅有工厂37家，到1922年已增至154家，并使中国由面粉人超国变为面粉
出超国。
除这些而外，缫丝、造纸、印刷、火柴和运输业也都有不少发展，甚至重工业如钢铁、机器制造和修
配、采煤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转引自丁守和、殷叙彝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第11页）。
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会进一步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和新文化运动，及其一翼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正是中国民族资本在欧战期间有
了较大发展的反映；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就其实质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
这种说法可能会使一些同志难于接受，因为多年以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都已经是很臭的名词了，
更何况曾持此说的胡风和冯雪峰，都被批判了多年呢！
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
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仅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甚至还会混淆界限，得出与事实全然相
反的结论来。
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特别是分析那些在历史变革时期的问题时，尤其需要注意的。
比起社会主义来，资本主义自然反动，然而若与封建主义相比较，谁又能否认它是新的、、更为进步
的社会制度呢？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
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因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所以我们既无须回避“五四”文学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更不必贬低“五四”新文学反映了时代要
求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承认和正视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及个
性解放等民主主义精神。
40年代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也是位较有影响的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
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以其独特的生活“反映着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侧面”。
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发表时，傅雷奔走相告，并在《万象》上用迅雨的笔名发表评论。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张爱玲立了专章。
台静农和张爱玲的作品在生活中有自己的发现，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各有其价值。
但是从政治上看，在建国前后，台静农去了台湾，张爱玲去了香港，后者的思想并趋向反动，似乎未
便说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
那么，他们的作品是不是新文学呢？
四、一些旧体诗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陈毅以及新文学倡导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
写过不少旧体诗词，从内容上看，这些诗词无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佳作；但在形式上，这些作品的体裁却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对象，并不“新”。
那么，这些作品又何以归类呢？
五、一些抗战通俗作品。
抗战初期，通俗文学很活跃，“几乎所有主要的旧形式，都被利用来反映抗日的内容，从小调、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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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簧、相声、快板、评书、演义，到山歌、小曲、数来宝、金钱板，以及各种地方戏曲等”，都作
为“宣传抗日的应急手段”而加以利用，除少数可以称为文学作品外，大多数仅是宜传材料而已。
我们知道，“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文学，尽管保留着它一贯的清新、朴野的特点，但
也并非与封建文化完全异质的东西。
”如果我们仅仅是将民间的旧形式“生搬硬套”地“填词”，应该说是难于表现现代生活的。
所以鲁迅说：“旧形式的采用，必有所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这些抗战通俗作品无疑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但其中相当数量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不统一，是名副其实的“旧瓶装新酒”，这些作品，似乎还不便
将它们称作新文学。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现在所通行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虽然从宏观上为我们指出了作为新民主主义文
学的新文学与旧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区别，但在微观上却不便于进一步去解释、说
明一些具体的文学现象，如果将其作为新文学的定义并一一落实到具体作品，则往往不是失之于定义
过窄，就是失之于定义过宽。
郭沫若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推导出来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是一个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正确论述，为
什么又难以适用于具体作品呢？
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个人猜测，这很可能与未从文学的角度来给新文学下定义有关系。
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揭示被定义概念所
反映的不同的本质属性而作出不同的定义。
例如，从化学的角度来看，水同其他化合物的差别在于它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水同其他事物的差别是无色无味的液体，在标准大气压下于0℃结冰，100℃沸
腾，比重为1。
郭沫若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推导出来的关于新文学的定义，着眼于领导力量、革命动力、革命对
象诸政治因素，并没有从文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加以思考。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通行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基本上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
本身的角度来给新文学下的定义。
正如从化学的角度给水下的定义难以完满地解释水的物理现象一样，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给新文
学下的定义也难以完满地解释文学中的各种具体文学现象。
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还可以看到，与对这一阶段文学的宏观考察相适应，郭沫若从《新民主主义论
》中推导出来的关于新文学的论述，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个集合概念。
许多个体有机地构成一个集合体。
如“森林”、“工人阶级”，但作为集合体中的个体，却并不具有集合体的属性。
所以，作为集合概念的新文学，只适用于它所反映的集合体，而不适合于该集合体内的个体。
也就是说，人们说新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实际上是就这一时期文学
的历史性质和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而言的，并不是指的有一种特殊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文学作品。
最致命的，还是编者丁东偏见太深，无形中形成一些学术盲区，进而导致其总体编辑出现明显的失误
。
丁东心中先存了个“郭沫若人格有亏”的偏见，怎么看郭沫若都不顺眼，一看见诋毁、批评他的文字
便两眼发亮，对不合自己观点的文章便以“歌功颂德”四个字将其价值一笔勾销。
如果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该书的栏目设置和选收篇目，便会发现，其实编者心中早已潜存着一些对郭沫
若不愿言明的道德价值判断预设。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
”丁东从既定价值判断预设出发，合之者选，不合者弃，剪裁历史以合乎成见，致使全书带有极强的
贬抑性倾向，实在有损于一个“自由撰稿人”所应有的“公心”。
“暮年心路记”栏，潜蕴着该书的基本价值尺度和主要“事实依据”。
在该栏中，经过编者“文不对题”的精心编排，将郭沫若“坐实”为“对权力及其持有者无条件的顶
礼膜拜”者，并暗示由于他的“捧红踏黑”，造成了肖乾、沈从文建国后的半生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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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术存疑录”栏，则将郭沫若“预设”为先秦研究的学术剽窃者、考古研究的浅薄上当者及毛泽
东的曲意附合者。
有了上述“铺垫”，“反思群言堂”便顺理成章地开始“群骂大合唱”：什么“文学弄臣”、“御用
文人”、“文化老大”、“话语英雄”、“骗子”等谩骂词语，大量充斥其间。
这算什么“反思郭沫若”？
这种基本倾向，担负得起将郭沫若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典型来反思的重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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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川籍学者，魏晋风骨(序)        ——略说税海模教授的为人与为文        蓝棣之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
个比较年轻的学科，而在新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税海模教授活跃在这个时期，他的很多论文都受到学界的注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他都是正直、诚恳的，颇有一点魏晋风骨，有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是一位典型
的“川籍学者”。
    我与税海模教授在学术上是同代人，他的有见识、有勇气的论文，早已一一拜读过。
第一次见面记得是在90年代初，那时他与同在乐山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向阳教授一起来京光临寒舍。
那时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多了，很有几分潇洒，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关于郭沫若的专著，都，是一
些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再见面已经，是2001年的事了，那次我们同在安徽师范大学出席一个学术研讨会。
这时的他，头发已经花白，气度俨然，已经是满腹经纶。
会上会下，我们比较深入地交换对各种学术问题的看法，谈得相当融洽。
2002年他和几位乐山师范学院担任院、系领导工作的教授来京开会，并抽出时间光临清华园，那次我
们也谈得特别高兴，在高兴中彼此都有深入了解。
我想我的心是比较向往和羡慕在乐山工作的朋友的，这大概是因为受了苏轼那首赞美嘉州、大渡河、
凌云寺的诗的影响。
    税海模教授对于郭沫若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鲁迅也有相当重要的论述，像《郭沫若泛神论本质
上是美学》、《论郭沫若与王阳明的直觉认同》、《鲁迅小说：“死火”精神的象征》等这样一些论
文，是很引起学术界注意的。
在这些论文里，真正做到了如他所提出来的要求那样，并不满足于对革命领袖有关论点的阐释与发挥
，而是要求有学术上的原创性，深具永不满足于当下、永远寻求向上发展的精神。
    税海模教授恪守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曲学阿世，没有丝毫奴颠和媚骨，维护学术的尊严和学者
人格的独立，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以学术为生命基点，并且在为人为文两方面身体力行，严于律己
，赢得了学界的尊重和佩服。
    税海模教授做学问的方法，或许可以叫做反“以论代史”。
他在早期的论文里就勇敢地批评过“以论代史”的种种官论。
这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或者说永远也不会成为“历史问题”。
从根本上说，做学问无非两种倾向：论从史出，或以论代史。
前者是老实的，后者是取巧的；前者默默无闻，后者风头出尽。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股“以论代史”的教条主义潮流。
在这种情况下来读税海模教授反“以论代史”的论著，不仅有知识上的意义，更有方法论的意义，最
后还有做人的意义。
这也是我要热烈祝贺税海模教授学术论文集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2年9月2日  于清华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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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世界的文化史中，尚没有一个文明是单纯由于经济强大、物质文化发展而成为文明大国的先例，因
为“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
”而此种精神层面之改变亦即审美感悟与审美情趣的改培养与应时而变。
《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以文化为缩影畅谈审美感悟，是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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