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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代熙，1927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
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在文坛耕耘了五十多年，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学术上很有造诣。
著有《文艺问题论稿》、《艺术家的眼睛》、《海棠集》等，译著有《普列汉诺夫美学文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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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86年下半年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前后大约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这是新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最多，社会矛盾最尖锐，文艺思想址混乱的三年。
社会处于严重的不安定状态。
三年中，两个总书记一前一后相继下台。
社会由动荡不安走向政治动乱，并最后引发为一场暴乱。
社会主义的改革大业险些被葬送，新中国也岌岌乎险些变了颜色。
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终于渡过了这场劫难，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
    造成这般严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熟视无睹，甚至
放任怂恿。
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终于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著名理论家熊复同志于1987年3月20日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两次讲话中提供了有关重要情况，他说
在起草和讨论上述文件的过程中，理论、思想界和文艺界都有一些人坚决反对在文件中写上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提法。
他们的理由是，不要把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口号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奉送给了资产阶级
。
只是由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才终于写进了《决议》。
在上述会议的最后一天，还有个别人要求删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在1986年9月28日的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明确说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
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
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
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
        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
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
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
提法。
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
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讲活，当时没有传达，当然也就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
且也正式通过了，但会议一结束，就被束之高阁。
就在这次中央会议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些重要报刊、大学讲坛和各种名目的跨部门、跨地
区的讨论会、座谈会、演讲会上，占领了许许多多的思想阵地。
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自幅度化思潮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四处做报告。
他们用蛊惑人心的言词丑化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丑化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
尔思想，并极力鼓吹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
例如方励之，就从安徽科技大学讲起，讲到南京大学、上海几个高等院校，再讲到浙江大学。
在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的情况下，1986年底全国二十八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潮。
        党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乃于1987年土月6日至3月16日，先后发出了第l、2、3、4和8号文件，向
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门巾化的战斗号召。
    在学潮刚刚平息下去的当门，新卜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编刘心武，就亲手推出了他主编的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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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民文学》，即1987年第1、2期合刊。
马建的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以及中篇小说《欢乐》、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短
篇《谐振》，都是有严重错误政治倾向的作品。
尤其是马建的《舌苔》，不仅内容污秽，而且极大地伤害了藏族同胞的感情。
如果不是中央有关部门发现早，处理及时，很可能引发更其严重的民族纠葛和社会动乱。
    《人民文学》编辑部为这期合刊还专门撰写厂题为《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的《编者的话》，
他们用两只轮子来比拟党的两个基本点，但却有意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只瞩意于改革和开放。
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并以杜撰的“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排
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稍后作的检查中，也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承认这期合刊“实际上是资产
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的结果”。
宅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
    在1987年3月24日出版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上，发表了该刊编辑部的重要文章《新春的“反
思”》。
这篇编辑部文章不仅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的令人忧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明确指出文艺领域自由
化思潮的严重情况，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的指导思想上的原因。
例如文章写道：“正因为对错误思潮抵制不力、批评不力，少数同志对之采取放任、保护、怂恿以至
支持的态度，这就给错误思潮的发展、蔓延提供了方便条件，以致在文艺领域的某些范围里，出现了
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是非颠倒，错误的东西被一些人当作时髦而趋之若鹜，正确的东西受到冷落和压制
。
”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把这些“新潮诗”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如黄翔的《火炬之歌》，这首
诗写于1969年8月13日上午10时。
他说，他在人为制造的“个人迷信”的时代氛围中，感到窒息。
于是他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意志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么我
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志  情愫和思想    难道说  偶像能比诗和生活更美    难道说
 偶像能遮住真理和智慧的光辉    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    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    让音乐和善构成人类
的心灵吧    让美和大自然重新属于人吧    让人与人不要相互提防吧    让每一个人都配称人吧    此外，像
多多的《祝福》，“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
头流浪／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这一类诗，诗意如
话，诗情一览无遗，一点也不朦胧。
第二类：像北岛的《一切》，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死亡都有冗长
的回声”，在《回答》一诗里，北岛向世人喊道，他什么都不相信。
他不相信生活中除了丑恶的东西外，还有美好的东西，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除了冷酷外，也还有人间
真情。
因为在他的视野里，生活中的一切都逃不脱命运的安排；而被安排下来的这一切，又都不过是过眼的
云烟。
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去“振兴中华”，又何必去搞什么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必要去振兴诗歌呢?这
一切的一切都是多余。
总之，这是一个冰凉的世界。
舒婷的《墙》，写的也是人间的冷漠，人世间不过是“一堵冰冷的墙”。
这位年轻的女诗人，还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流水线》：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
挨    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    在我
们身旁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        星星一定疲倦了    几千年过去    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    小树都病了    
烟尘和单调使它们    失去了线条与色彩我读这首诗时，油然想起T．S．艾略特的《荒原》中描写的上
班族(其中就有工人)过伦敦桥的情状：“在冬天早晨棕黄的雾下，／一群人流过伦敦桥，啊，这么多
／我没有想到死亡做到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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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息，一会儿发一声，／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自己的脚。
”    前一首诗和后一个片断，写的都是上班族在生活线上的奔波。
他们虽然国度不同——一在中国，一在英国；时代不同——一在七八十年代，一在二三—卜年代；社
会制度不同——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但上班族的生活都同样单调而紧张。
在《荒原》里，那种生活是令人诅咒的，因为在那里生活是奴役人的。
《流水线》里的工人，过的也是十分乏味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灰色，如此的单调和如此的没有欢乐。
    顾城也写过类似的诗。
嘉陵江上“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不是城市、不是工厂、不是河流凉
了，而是诗人们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
他们的心凉得跟“冰川”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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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并未结束的结束语（程代熙）    《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从立项到批准(全国社科基金’85重点
项目)，再从成立课题组到最后完稿，其间前后用去约四年的时间。
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这个课题的研究和撰稿工作总算基本结束了。
但如从另⋯—个角度来看，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分析和评议，应该说还刚刚开始，远远谈不上结束。
何况，“新时期”也未成为历史，它还处于时间上的“现在时”。
虽然有些人正在大喊大叫“后新时期”的来临，但历史并没有也不会受他们的误导；再说，文艺新潮
本身，固然已成强弩之末，但也还未完全偃旗息鼓，它还在以不同的流变形式来表示它的存在。
所以，对新时期文艺新潮的研究，在当下，依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性很强的课题，值得文
艺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并为此不惜付出艰苦的努力。
    这些年，已有一些学者对文学新潮或者美术领域中的新潮进行了某些研究，写出了——些观点与我
们不同或不尽相同的专著作者论文，但还未见到把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这股新潮，作为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整体，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思想基础的思潮来进行研究分析。
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算是开了个头，先走厂一步。
也就唯其如此．它不免显得稚嫩，粗糙，总之，还很不成熟。
现在将它付梓，意在作为引玉之砖，作为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供大家批评指正。
    新时期文艺新潮，诚如{绪论》里所指出的，具有这样四个特点：“反传统”、“反上流”、“反现
存秩序”、“反一切行之有效的缓范”。
把文艺新潮的内涵。
或者说将其精神实质归结为这四个“反”，倒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发明，而是新潮中人的自况。
当今文艺上的新潮人物，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极大的盲区：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现代
化(“四化”建设)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背叛传统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
另一方面，又把传统文化同文化本身的现代化绝然对立起来，认为要文化的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文化
。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同意当代两位文化老前辈的灼见：张岱老说，“进行现代化，重在创新”，
因此，“研究传统，理解传统，从而超越传统，是进行现代化的必然历程”；季羡老则说：“搞传统
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
”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它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从异域横着移植过来的。
它本身就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和发展起来的。
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绝然对立起来的直接后果，只能是既亵渎丁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同时葬送了社会
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80年代的“现代西方迷”不仅陷入了文化的误区，也陷入了历史的误区。
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把西方大国的生活方式拿过来，把西方列强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搬到华夏
的土地上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就会立即化为乌有，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就会立即得到改变。
留美青年女学者丹阳在她的《海外飞鸿》一书里，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作出厂相当深刻的剖析。
她写道：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世界殖民主义的历史；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条件，是非洲
殖民地的金矿和从全球囊括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
中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后一批可供瓜分、掠夺的原料、市场和人力，被西方用暴力卷入了现代世界史的
漩涡。
如果不想在这充满血腥气的漩涡中淹死，中国就不得不走出一条在最根本意义上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去实现自强自新的民族梦，去赢得属于自身的现代化。
历史和现实都在告知我们，用西方世界的准则去衡量中国是行不通的，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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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切入新时期文艺论争的热点，通过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剖析，澄清了一系列重要
问题。
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说："这本书对新时期以来搅动中国整个文学艺术界的风起云涌的"新潮"文艺作出
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描述和比较系统的初步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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