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8.27星期二
责编/王欣 美编/鲁璐 文检/孙小华A14 读书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接受
文化热评

戴恩嵩

当前，文艺创作呈现着一派繁荣景
象，人们不时地向作家、艺术家发出呼
吁，要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群众喜闻
乐见、能够鼓舞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代
奋发向上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种呼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问题在于，仅仅向作家、艺术家发

出上述呼吁，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
吉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即使一
部歌颂真善美、反映时代精神的鸿篇巨
著，也必然伴随着对假恶丑的鞭挞，伴
随着对妨碍时代进步的种种腐朽现象
的扬弃和针砭。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
有的欣赏者(读者、观众)在接受这些文
艺作品时并不顾及作品的主旨，而偏偏
对那些受鞭挞、受扬弃、受针砭的东西
感兴趣。

据报载，某人在恋爱问题上出现了
过火行为，追其原因，他说是因为《红楼
梦》中诸如“初试云雨情”之类的章节毒
害了他。但是，谁能说《红楼梦》是—部
坏书？

无独有偶，有的人读过《青春之
歌》后，将林道静的三次婚恋移植到
今天；有的人读过托尔斯泰的《安
娜·卡列尼娜》后说作者描写了一个
荡妇……这些现象说明，作家、艺术家
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在一
些受众那里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反面社
会效果。这个问题不得不促使我们认
真思考、仔细研究一番。

一

许多年来，文艺界对创造美学的研
究可以说林林总总，不乏真知灼见。而
对接受美学的研讨就相形见绌了。其
实，任何文学艺术活动，就整体而言，创
造者和接受者缺一不可。很难想象，一
件没有接受者的文艺作品可以称得上
是艺术。因此，对文艺活动的考察我们
必须从创造者和接受者这两个方面着
眼，对后者不容忽视。

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用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剖析接受者的心
理。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位接受者不
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有一种相对稳定
的欣赏心理结构。在艺术欣赏中，由于
艺术最基本的、避免重复的特殊规律，
往往使欣赏者的心理结构发生倾斜、偏
颇、动摇，打破原有的稳定状态之后，再
实现新的平衡。这种由相对稳定到出
现新的不平衡，再达到新的相对稳定的
心理过程，是在“内化”和“外化”的辩证
运动中实现的。

人们用糖块或石子教孩子数数，使
孩子获得自然数列的知识，这对孩子来
说是最简单的“内化”现象。孩子运用
获得的自然数列知识去数别的东西，这
又是最简单的“外化”观象。而文学艺
术的“内化”和“外化”现象要比这复杂
得多。由于人们的家庭教育、生活阅
历、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社会影响的千
差万别，因而对文学艺术欣赏的心理结
构也会千差万别。这种千差万别的心
理结构—旦相对稳定，它就以“外化”的
形式向创造者提出更高的需求。这种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现象在文学艺术

活动中俯拾皆是。
仍以《红楼梦》为例：它通过对数

百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揭
示出封建社会晚期“大厦将倾”的发展
趋势。然而，对接受者来说，“内化”现
象显得错综复杂、气象万千：文学家着
眼于人物塑造、篇章结构、语言锤炼、
艺术技巧等创作规律的研究；史学家
则对封建社会晚期的腐朽和垂死获得
形象的印证；医学家对琳琅满目的药
方不息地研讨；烹饪家在研究书中涉
猎的烹调技术……

难怪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
全书”。看来，接受者并非镜子式地接
受书中的全部，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
重。总之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内化”，
就有什么样的接受；有什么样的接受，
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意义。

可见，前面提到的那位读了《红楼
梦》而犯错误的读者，问题是出在他自
己身上。追其根源，与其在长期接受活
动中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心理定势和
个性特征有关，使他的“内化”过程不能
同作品的主旨发生“共振”，反而从中汲
取消极的东西，这是艺术欣赏中的一种
心理障碍，我们称它为“阻抗”现象。

二

“阻抗”现象如魔鬼一样把我们的
接受者拖进深渊。我们不能仅仅怪罪
作家、艺术家，这正如不能因为有人面
对维纳斯雕像产生淫邪念头而把雕像
砸碎、不能因为张嘎子有过给胖墩家堵
烟囱的恶作剧而不再放映《小兵张嘎》
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阻抗”现象却
是值得创造者深思的问题。

我们不是都在追求“轰动效应”
吗？这种“轰动效应”不能—概而论，应
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之分。英国作家柯
南道尔从1887年开始，用4部长篇、56
个短篇，向读者推出了—个智慧超群、
精明过人、思辨力极强的侦探之王福尔
摩斯。六年时间，这位福公走进读者心
中。但柯南道尔为了搞他的历史小说
创作，于1893年写了《最后的难题》让福
尔摩斯死去，这下激怒了伦敦的市民和
警察。人们抬着棺材到柯南道尔家门
前示威，提出抗议。作家万般无奈，只
得再写一部小说让福尔摩斯起死回
生。又过十年，作家写累了，让福尔摩
斯再次死于决斗。但直到今天，每天还
有人给福尔摩斯写信。政府不得不雇
用一位小姐为福尔摩斯代收信件。仅
六年，收到3000多封信，看来福尔摩斯
是不会死去的。

上述现象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姑
且不论，但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接受者一旦把相对稳定的欣赏心理“外
化”为引导创造趋向的力量时，往往让
创造者难以驾驭自己。这是因为作家
艺术家总是把欣赏自己创作成果的接
受者视为自己的“上帝”。也就是说，在
他的创作活动中不能不考虑有多少人
对他的创作成果能够接受。在这里，最
危险的取向，则是用自己的作品去迎合
那些“内化”出现“阻抗”现象的接受
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一个时期

出现了一股“武侠热”“写性热”“手相
热”了。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所谓“创新”
问题。“新”对“旧”本是一种否定。但以

“旧”充“新”则对旧又是一种加固。在
诸“新”频频出现时，需加“鉴别”。有一
省级大刊，载文对“古老的观念”和“旧
话”批了一通之后，向读者开出了一张

“新的婚姻模式”的单子。人类从永久
婚姻状态进入瞬时婚姻状态。读者除
了佩服作者的胆量之外，就是对“现代
化婚姻”的望而生畏。

三

“内化”与“外化”要实现的正常辩
证运动应该是，随着文学艺术的不断发
展，部分地改变着欣赏者的心理状态，
形成正常、健康的心理结构。欣赏者这
种心理结构又反射过来“外化”为文学
艺术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动力。

要实现这个“良性循环”并非易
事。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无论
是创作者或欣赏者，都应具有一种共同
的责任感。就文学艺术品的生产部门
来说，要进行宏观上的控制，尽量减少
那些具有消极因素的文学艺术品出
现。就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来说，应该到
生活的激流中去汲取营养，创造出积极
的、健康的、无愧于时代的文学艺术作
品来。至于使欣赏者具有正常而又健
康的欣赏心理结构，却是一个艰巨而又
漫长的过程。

文学艺术对全民族的潜移默化作
用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因为作家艺术
家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总是“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使德行显得更为可
爱，恶行更为可憎，怪事更为醒目”，所
以它的感染力之大，影响之久远是不
容忽视的。

我国古典名著中所塑造的那些栩
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诸如贾宝玉、林黛
玉、薛宝钗、武松、宋江、鲁智深、林冲、
刘备、诸葛亮、曹操、周瑜等等，几乎妇
孺皆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影响
力超过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以“三国”
故事中的人物为例，刘备在历史上是
个软心肠的无能之辈，而曹操是具有
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由于《三
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正统思想和
汉室必为刘家的宗法观念，使他在文
学创作中把刘备塑造成正面人物，而
对曹操则极尽鞭挞之能事。这就使那
些想通过读小说去了解那段历史的接
受者们糊里糊涂地上了当。再加上舞
台上的脸谱的渲染，人们一提曹操就
是白脸奸臣。郭沫若同志几次为曹操
翻案，并有《蔡文姬》剧作问世，情况似
有转机。毋庸置疑，这些都对接受者
欣赏心理结构的筑建起着潜移默化的
调整作用。

以构建精神文明为己任的作家艺
术家们，追求“轰动效应”不见得是一件
坏事。不过，倘为接受者计，在拿起笔
杆、画笔、雕刀、相机，穿上舞服的时候，
从现实生活走上舞台、屏幕的时候，应
当像鲁迅那样“迟疑”一下，深思这样的
问题：我们创造的艺术形象是为了引起

人们的思考、增强人们的审美能力、净
化人们的灵魂，还是相反？我想，这总
不能算是一种苛求。这就要求作家艺
术家到生活的洪流、激流中去汲取营
养，创造出积极的、健康的、无愧于我
们伟大时代的文学艺术品来。当我们
看到一个时期韩剧充满着屏幕时，当
我们在乘车坐船时看到读者手中捧着
什么样的书本时，这种呼吁就显得尤
为必要了。

还有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要求接
受者避免“内化”过程中的“阻抗”现象，
逐步培养起正常、健康的欣赏心理。我
们通常所说的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就包括这层意思。问题在于由谁去做
这种提高工作？如果把责任全都推给
作家艺术家的话，那么为什么同一部、
同一件文艺作品在这些人身上产生了
正效应，而在另一些人身上产生了“阻
抗”现象？这说明提高文化素质、培养
健康的欣赏心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
的过程。望而生畏、短期行为、表面文
章、一味责备都不是好办法，我们必须
从点点滴滴做起，以期取得好的效果。

四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巨大而又
艰难的社会工程。要完成这个社会工
程，不能不提到作为接受者中一支重要
方面军的文艺批评家。他们应当充分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武器，对文
艺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对文艺创作进
行正确的引导，弘扬健康有益的方面，
摒弃消极低下的东西，义不容辞地担当
起培养接受者健康的欣赏心理结构的
任务。为要做到这些，一阵风地“吹
捧”、一阵风地“棍棒”，都会使人感到莫
名其妙而失望。

既然承认文学艺术对人们精神状
态的潜移默化作用，仅有文艺批评家
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因为他们只能对
影响较大的文艺作品进行评论，况且
这种评论并非每人都能见到听到。最
丰繁最常见最琐碎的文艺欣赏就在我
们身边。对一个家庭来说，家长作为
第一任教师我们有理由奉劝那些“望
子成龙”心切的父亲母亲们，当你同家
人坐在屏幕前欣赏同一部影视作品的
时候，你首先应该告诉孩子的是这部
作品中哪些是健康有益的东西。如果
你的孩子对血流成河的凶杀、赤身裸
体的秽行津津乐道的时候，你应该担
当起文艺批评的任务，这种批评不是
用漫骂一言以蔽之，而是用文学艺术
的基本知识进行有理有据的循循诱
导，使其增强识别能力。

文艺活动过程中的“内化”和“外
化”要实现正常的辩证运动，应该是：随
着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部分地改变着
接受者的欣赏心理结构，使其向着更高
的审美层次迈进；反转过来，接受者的
这种正常健康的心理需求又“外化”为
文学艺术向更高水平推进的驱动力。
这就是避免“阻抗”现象的“良性循
环”。实现这个循环，并不是哪一部分
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
我们共同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