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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战争中历史情绪的

渲染是审美价值的独特贡献

郑 铁 生

(( 三国演义 》 的独特贡献在于
,

对史传文学战争艺术的弘扬不再完全着眼于历史事

件
,

而是着眼于历史情绪的整体性的渲 染
。

这一特征的明显标志是战争描写不完全是依

照历史过程的因果关系来表现
,

而是依照小说家主体情感意识作为中心控制要素
,

在不

改变历史基本轮廓和基本流向的前提下
,

控制和协调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

使不同层次

的战争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相互交叉又严格有序地展示和演讲
,

构成了一部伟大的历史

悲剧
。

其主要表现
:

第一
,

小说家主张情感的控制下
,

白觉地调配战争的历史地位与艺术结构的层次地

位的倒错现象
,

表达了一种对历史悲剧凝重沉思和冷峻的激情
。

作家描写每一次战争战

役
,

其规模的大小
、

色彩的浓淡常常和主观情感相联系
,

而与 历史上的 规模 并不相一

致
。

比如说魏灭蜀
、

晋吞吴这两场战争不是艺术结构的重心
,

只是为了保持艺术结构首

尾呼应
、

完整统一
,

而进行的粗线条的艺术描写
,

因而不能放到最高层 次的战争系列去

分析
。

相反
,

当阳之战在三国史的研究上不具有重大意义
,

可作家投入的笔墨却有声有

色
,

占有相当的规模
。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描写更是如此
。

这个问题
,

正是我们现在需

要回答的时候了
。

掩卷沉思
、

我们不能不惊奇小说家的天才
,

他竟把
“

拥刘贬曹
”

的主观

情感意识与魏胜蜀败三国归晋的历史如此对立而又巧妙地熔铸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

其

奥秘正在艺术结构的控制和调配上
,

而控制和调配则体现了作家的视野
、

情感和认识
。

不是任何视野
、

情感和认识都具有审号价值和结构作用的
,

假如小说家在夷陵大战之后

按照历史的流程
,

浓墨重笔地去铺写曹魏灭蜀
,

西晋灭魏
,

那么就不会 产生如今 《 三国

演义 》 所具有的 巨大艺术魅力 , 而小说家却在历史基本轮廓和基本走向的大趋势下
,

淡

化了历史演进的过程
,

偏偏去写他的情感所偏重的刘各
、

关羽
、

张飞 以及诸 葛亮 的悲

剧
。

罗贯 中艺术地表现三国的纷争
,

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失败的刘各集团一边
,

是把刘备

集团作为仁义之师来寄托 自己的道德理想
,

而把曹操集团作为恶德 的渊蔽
。

于是
,

两种

道德伦理观念
、

两种人格力量的冲突与对抗
,

便构成了这一 出出震撼人心的悲剧
,

激起

了后人对人物命运的沉思 I 这正是小说家视野
、

情感和认识的所在
,

他不 单单 是写历



史
,

而是在写悲剧
,

在渲染悲剧的历史情绪! 而这种悲剧的结构使 《 三国演义 》 获得了

生命力
,

获得了内聚力
。 “

谓内聚力
,

就是艺术家把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思的时

候
,

所激起的那种兴奋感的完全实现
。 ”

①从这里
,

我们找到小说家调配战争历史地位

与艺术结构层次地位倒错现象的根据
,

也就是说小说家情感意识与表现对象蕴含的历史

内容的契合和联系
,

只有在两者联系过程中
,

才能实现并制约的神经和灵魂
。

这一出出的悲剧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

它的深刻性还在于诸葛亮是我们

民族 智慧的化身
,

但它却无力改变
“

忽喇喇似大厦倾
”

的蜀汉王朝
,
曹操奸雄一世

,

到

头 来把开创的曹魏天下
“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 , 不得不拱手交给了另一个奸雄司马 氏

。

可见
,

历史不是英雄的历史
,

英雄人物只能在沧海横流中翻起一朵朵灼人的浪花
,

只能

推 波助浪
,

而不能改变大江东去的流 向
。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 “

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

对抗的因素
,

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

可是
,

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

方面压倒好的方面
。

正是坏的方面引起 斗争
,

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
。 ”

②而这个历史的

逻辑
, 《 三国演 义 》 用形象去描绘了

,

但小说家却不能理解
,

那是时代的局 限
。

只能去

天命论那里去寻择答案
: “

魏吞汉室晋吞曹
,

天运循环不可逃
” , “

纷纷世事无穷尽
,

天数茫茫不可逃
” 。

而这贫脊的理论
,

却不可能平衡历史悲剧掀起的冷峻的激情
,

于是

在悲愤中喷发 出的情绪
,

弥漫在人心头
,

飘向久远
。

第二
,

战争结构各个层次所反映的社会舆论
、

民众情绪和人心 向背
,

构成了历史悲

剧的组成部分
。

战争掀起的社会舆论
、

民众情绪
,

是时代敏感的神经
,

是历史巨变潜在的

社会背景
。

譬如董卓的倒行逆施
,

引起的朝野上下的愤怒
,

九州各地的声讨
。

小说家把

这些从四面八方写来
,

最后都集中一点
,

讨伐董贼
,

反对暴政
。

1
、

从社会现状写来
:

“

帝入洛阳
,

见宫室烧尽
,

街市荒芜
,

满 目皆是篙草
,

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 … … 是岁又

大荒
。

洛阳居 民
,

仅有数百家
,

无可为食
,

尽出城去剥树皮
、

掘草 根食之
。

尚书 朗 以

下
,

皆自出城樵采
,

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
。

汉未气运之衰
,

无甚于此
。 ”

( 第 14 回 ) 董

卓给京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

到处弥漫着悲凉破败的气氛 , 2
、

从公卿官吏的心理写起
:

“

王允设宴后堂
,

公卿皆至
。

酒行数巡
,

王 允忽然掩面大哭
。

众官惊 问日
: `

司 徒贵

诞
,

何故发悲 ?
’

允曰
: `

今 日并非贱降
,

因欲与众位一叙
,

恐董卓见疑
,

故托言耳
。

董卓欺主弄权
,

社樱旦夕难保
。

想高皇诛秦楚
,

奄有天下
;
谁想传至今 日

,

乃丧于董卓

之手
:

此吾所 以哭也
。 ’

于是众官皆哭
。

坐中抚掌大笑 曰 : `

满朝公卿
,

夜哭到明
,

明

哭到夜
,

还能哭死董卓否 ?
’

允视之
,

乃晓骑校尉曹操也
。

允怒日
: `

汝祖宗亦食禄汉

朝
,

今不思报国而反笑耶 ?
’

操日
`

吾非笑利事
,

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
。

操虽不才
,

愿即断董卓头
,

悬之都门
,

以谢天下
。 户 ”

( 第 4 回 ) 3
、

从灵符巫术等民俗写来
:
董

卓被杀之前
, “

望 长安 来
。

行不 到三十里
,

所乘之车
,

忽折一轮
,

卓下车乘马
。

又行

不到十里
,

那马咆哮嘶喊
,

掣断髻头
。

卓 间肃日
: `

车折轮
,

马断髻
,

其兆若何 ?
’

肃

日
`

乃太师应绍汉禅
,

弃 旧换新
,

将乘玉举金鞍之兆也
。
气 卓喜而信其言

。

次日
,

正行

间忽然狂风骤起
,
昏雾蔽天

。

卓问肃 日
: `

此何祥也?
’

肃日
. `

主公登龙位
,

必有红

光紫雾
,

以壮天威耳
。 ’

卓又喜而不疑
。

… …是夜有十数小儿于郊外作歌
,

风吹歌声入

帐
。

歌日
: “

千里草
,

何青青 I 十 日 卜
,

不得生 ,
,

歌声悲切
。

卓间李肃日
: `

童谣主



何吉凶 ?
’

肃 日
`

亦只是言刘氏灭
、

董氏兴之意
。 ’ . `

次 日侵晨
,
董卓 摆列仪 从入

朝
,

忽见一道人
,

青袍白巾
,

手执长竿
,
上缚布~ 丈

,
两头各书一

`
口

’

字
。

卓间肃

曰
: `

此道人何意 ?
’

肃日
: `

乃心恙之人也
。 ’ “

一
,
怪事迭起

,
大祸临身

。
4

、

从

民众的僧恶感情写起
: `

卓尸肥胖
,
看尸军士以火置脐中为灯

,

膏流满地
. 百姓过者

,

莫不手掷其头
,

足践其尸
。 ”

6
、

从上天报应写来
:
董卓部将李催

、

郭把为董卓安葬
,

“

下令追寻董卓尸首
,

获及些零碎皮骨
,

以香木雕成形体
,
完凑停当

,
大设祭祀

,

用王

者衣冠棺淳
,

选择吉日
,

迁葬郡坞
。

临葬之期
,
天降大雷雨

,

平地水深数尺
,

霹雳震开

其棺
,

尸首提出棺外
。

李榷 候晴再葬
,

是夜又复如是
。

一一三 次改葬
,
皆不能葬

,
零皮碎

骨
,

悉为雷火消灭
。

天 之怒卓
,

可谓甚矣 ! ,

( 第十回 ) 从朝庭到民 hlJ
,

从 现实 到上

天
,

各个层次都把愤怒的情绪
、

沮咒的灵符
、

反抗的行为汇聚到一个焦点上一一反对穷凶

极恶的董卓
。

这是典型的历史情绪
,

因为它所表达的历史内含
,

不仅仅是反 对一 个 董

卓
,

君权专制不除
,

董卓第二还会再生
。

正如恩格斯所说
: “

在黑格尔那里
,

恶是历史

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

这里有双量的意界
,

一方面
,

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

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褒读
,

表现为对陈旧的
、

日渐衰退
、

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

叛逆
,

另一方面
,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
,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一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

史发展的杠杆
” 。

③所 以
,

反暴政的历史情绪便成为这部伟大历史悲 剧精 神 的组 成部

分
。

这是历史小 说审美 价值的 体现
,

小说家主体意识成为控制小识结构内在联系的中

心
,

由控 制中心所辐射到各个层面的情感
,

构成了一种深层次的情感意蕴网络
。

它与战

争的情节结构溶为一体
,

演奏 出一场雄壮的历史悲剧
,

体现 出一种历史精神
。

第三
、

《 三国演义 》 战争结构中点缀的汉末徽纬谣谚
,

真实地再现 了社会阶级矛盾

和进步的社会理想
,

是社会思潮的历史缩影
。

邀语
,

自古以来就是顶示人间吉凶祸福的

启示或隐言
,

多数都采用谣歌谚语形式流传于世
。

诚纬在东汉未年大量地出现
,

成为各

种政治势力达到自己政治 目的工具
,

这与当时严重的政治危机
,

各派政治势力矛盾和斗

争极端尖锐
,

有密切的联系
。

从中国思想史的渊源纵观
,
激语体现了天人感应的哲学思

想
。

董仲舒说
:

“
天地之物

,

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
,

小者谓之灾
。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人灾者天之

谴也
。

谴之而不如
,

乃 畏之以威
。

凡灾异之本
,

尽生于国家之失
。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
,

而天 出灾异以谴告之
。

谴告之而不知变
,

乃见怪异 以惊骇之
。

惊骇之尚不知畏恐
,

其殃

咎乃至
。 ’

④这里
“

天
”

有主宰一切自然变化和人世祸福吉凶的无限权威和 自由意志
,

并以对人的惩罚来体现
,

显然是唯心论
。

但 《 三国演义 》 写黄 巾军起义
, “

讹 言
” :

“
苍天当死

,

黄天 当立
,
岁在甲子

,

天下大吉
。 ’

却从
“

推其致乱之由
,

殆始于桓
、

灵

二帝
。

桓帝禁锢善类
,

崇信宦官
”
写起

,

自觉不 自觉地暗示了乱 自上作
、

官逼民反
,

揭

示了农民起义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

至于说黄巾军农民起义借用科学宗教的形式
,

正

好说明董仲舒
“

天人感应
,

的思想观念已成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统治思想
。 劣

因此
,

当

时任何社会 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多 对于完余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

情说来
,

要掀起 巨大的风暴
,

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 .

⑥恩格

斯指明了人民革命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的原因
,

从而不能简单地把徽纬全部斥为封



建迷信
。

就 《 三国演宝

义 》 战争中出现白加谣谚真实地再现当时社会思潮
,

大多是可取的
。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

其戈欠
,

这些谣谚都出 自东汉魏晋时代的史籍
。

如 预示董卓 将亡
:

“

千里孰 何青青 1 十 日 卜
,

不得生石 ”
出 自 《 后汉书

·

五行志一 》
。

这些隽永的谣言

背后都有复菊洲约历史现熟 是东汉时代真实的纪录
。

当它点缀在小说的情节中
,

如高山

流水
,

自然倾出
:

象云容雾态
,

因风离合
,

浓重了历史的氛围
,

渲染了人民的情绪
。

第四
,

战争 犹如火 山爆发
,

掀豁了历史丰厚的层面一上层建筑
、

经济基础和意识形

态
。

东汉未年
,

随着皇权对外戚和宦官 日益依赖
,

经学对皇权的批评
,

对外戚和宦官的

斗争就越来越激烈
,

这种矛盾 和斗争终于酿成为
“

如锢 之祸
” 。

儒家知识分子地位大大

衰退
,

但他们依 旧采用经学传统一一以 《 诗经 》 当谰书
,

以 《 春秋 》 当一王之法
,

为政治

服务
。 《 三国演义 》 在战争描写中很巧妙地勾勒了几个儒学知识分子

,

烘托出作为一种

特定社会政治力量的儒生的境况和人格的异化
。

东汉儒学大师郑玄
,

曾受
“

党锢之祸
”

14 年
。 “

后 因十常侍之乱
,

弃官归田
,

居于徐州
。 ”

与宦官势力不合作
、

不合流
,

但他

却与士族代表袁绍
“

三世通家
” ,

刘备为向袁绍借救兵
,

特意同
“

陈登亲至郑玄家中
,

求其作书
。 ”

在这中间小说宕开一笔从侧面映衬了郑玄的儒学大师的风采和气度
。 “

玄

家中侍脾俱通 《 毛诗 》
。

一脾尝怜玄意
,

玄命长跪阶前
。

一脾戏谓之 日
、 ` “

胡为乎泥

中?
” ’

此脾应声日
:

厂

` “

薄言往诉
,

逢彼之怒
。 ” ’

其风雅如此
。 ”

( 第 22 回 ) 刘备

死后
,

孙刘重新联盟
,

两 国官员互相往来
,

在外交的场合上
,

互逞辩才
,

其中秦必难倒

张温
,

便是一列
。

张端入蜀
,

诸葛亮设宴相待
。 “

正饮酒间
,

忽一人乘醉而入
,

晶然长

揖
,

入席就坐
。

温怪之
,

乃问孔明日
: `

此何人也 ?
’

孔明答 日
`

姓秦
,

名必
,

字子

劫
,

现为益州学士
。 ,

温笑日
: `

名称学士
,

未知胸 中曾
“

学 事
”
否 ?

’

必正 色而言

曰
: `

蜀中三尺小童
,

尚皆就学
,

何况于我 ?
’

温曰
: `

且说公何所学 ?
’

亦对 日
:

`
上至天文

,

下至地理
,

三教九流
,

诸子百家
,

无所不通 ; 古今兴废
,

经贤经传
,

无所

不览
。 ’

端笑日
: `

公既出大言
,

请即以天为问
:

天有头乎 ?
,

亦 日
: `

有头
。 ’

温

日
: `

头在何方 ?
’

必 曰
`

在西方
。

《诗 》 云: “

乃眷西顾
。 ”

以此推之
,

头在西方也
。 ’

温又问
: `

天有耳乎 ?
’

必答 曰
: `

天处 高而听卑
。

《 诗 》 云 : “

鹤鸣九 皋
,

声 闻于

天
。 ”

无耳何能听 ?
’

温又问
: `

天有足乎 ?
’

毖 日
:

有足
。

《 诗 》 云 : “

天步艰难
。 “

天足何能步 ?
, ·

…
“

秦必对张温的傲慢和讥笑
,

反唇相讥
,
言必称 《 诗经 》 ,

引以为

证
。

这场相互讥嘲谁占上风本身无多大的意义
,

但从秦睿对 夸诗经 》 的烂熟于胸
,

出口

即是
。

张温闻听 《 诗经 》
,

便无言相对
,

足见当时儒士对 《 诗经 》 的顶礼膜拜
,

把儒家

经典视为为人处事的根本
。

虽然
“

独尊儒术
”

汉初的盛景到了东汉已不存在了
,

但儒学

传统依旧化入知识分子的人格之中
。

《 三国演义 》 战争中勾勒的这几笔
,

便将世态世风

凸现出来了
。

上面
,

我们从四个方面把
·

《 三 国演义 》 战争渲染的历史情绪抽出来加以探析
,

总想

在极纤细的历史生活现象中
,

、

把握和喻示人情世态与历史趋动的内在因果关系
。

象从饱

经沧桑忧患的老人额头上的皱纹
,

推断其幸福与不幸
,

欢乐与悲哀
、

苦涩与甜蜜这样一

个复杂的和跌宕的心灵历程的内容
,

所以根本无法用这样简单的分析所能够说透辟的
。

相反
,

但当我们把握 ` 个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

反过来
,

即使剖析与这个时代



_
_

发生联系的一两个典型细节
,

一两次历史情绪
,

那么也能洞悉相类似的千百次现象
,

为

历史做一个注脚
。

因此
,

我们必须进一步从宏观上探讨
, 《 三国演义 》 战争中渲染的历

史情绪
,

为什么是其审美价值的独特贡献
。

在历史上
,

民众的情绪象气流
,

不断的凝聚
, 又不断地变幻

!。

这些具体可感而又具

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情绪
,

是一个特定时代政治生活的折光
,

是逝去的人们心理
、

情感方

式的表现
。

司马迁说
: “

狂夫之言
,

圣人择焉
。 ”

因此
,

所有目光深邃的思想家都十分

重视不同群体
、

不同层次的情绪 的独立价值
。

人类情绪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侧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 值
。

恩 格斯在 《 路德维

希
·

费尔巴哈和德 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一书中明确指出过 : “

在历史领域内进 行 活 动

的
,

全是具有意识的
、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
、

追求某种 目的的人
” , “

这许多按不

同方 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
,

就是历史
。 … …愿

望是 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
,

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种各样的
。

有的可能是

外界的事物
,

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机动
,

如功名心
, `

对真理和正义的热情忱
’ ,

个

人 的憎恶
,

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
。 ”

这段话指出了三层意思
:

一
、

社会意识

是有结构层次的
,

比较高级的意识形式即法律
、

政治等
,

更高
,

悬浮于空 中的思想领域即

宗教哲学等
。

这里所指的是最直接的比较低级的社会心态
,

诸如情绪
、

情感
、

需要
、

愿

望
、

信仰
、

风俗习惯
、

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
,

虽然是低层次
,

但也属于社会化心理
,

只不过以朴素
、

粗糙的形式出现 罢了
。

二
、

由于它是对社会存在的零散
、

肤浅的反映
,

而不是系统
、

深刻的反映
,

因此
,

它在稳定的历史时代
、

特定的民众精神生活中自发形

成
,

是不定形
、

不稳定
、

较活跃的层次
; 三

、

情绪
、

心态尽管各种各样
,

但基本是正负

两种作用力
,

正 向侧重于积极健康
;
负向倾斜僵化落后

。

从上面三方面来 看
,

可 以知

道
:

本文虽然只选用
“

历史情绪
”

这个词汇来概括
,

其实我们所论及的内涵和外延则是

很宽泛的
。

之所 以这样做
,

一则是为了叙叙时简明
; 二则是这个概念更接近

、

更显露它

的品格
:

起伏波动
、

肤浅粗糙
、

朦胧无序
。

历史情绪这种品格造成了对它的表述的难度
,

很多地方可意会难以言传
,

就是说只

能心灵体验
,

而难以用理性去把握
, “

有时给一种很平常的未经表述的情感命名都需要

不凡的才气
。 ”

⑥在运用各种艺术语言传达和再现人类的情绪
、

情感体验方面
,

文学艺

术表现了其他社会科学家望尘莫及的能力
。 “

能够意识到 自己情感活动的微妙过程并只

准确地加 以语词化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才华
,

具有这种才华
,

就能道别人不能意会
,

或只

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情感
,

就是艺术家
。 ”

⑦文学艺术家这种优势
,

便是小说家对历史情

绪表述上审美主体发挥的根本所在
。

史学家只能将难描难画的情绪
、

心态在自己的著作

中的局部地方
“

点染
” :

或是从动荡
、

变革的社会时代的歌谣
,

推论 当时 民间不满的情

绪
,

从而到找社会动乱的诱 因 , 或是从檄文
、

诏书和奏折中的只言片语去揣摸当时朝中

廷对的气氛
;
或是从诗文孑遗中去想见古人的心态和风貌的绰影 , 或是根据只鳞片羽的

素材去勾勒一代人物的行迹和情态
。

总之
,

竭力用理性的东西去切割丰富而感性的社会

现象
,

综合和分析
,

加以条理化
、

系统处
,

成为从不伺层次
、

木同方位被简化
、

被分解

朔历史内容
。

这一点
,

我们从 《左传 》 《 史记 》 的战争描写中就可以 清楚地看到
。

而



《 三国演义 》 这部历史小说则不然
,

、

它对战争这复杂社会现象的再现
,

除却对战争的直

接 因素政治
、

外交
、

军事
、

经济互相影响
、

互相制约的结构
,

做了详尽的刻画而外
,

还

从不同的侧面有机地渲染了历史的情绪
,

把非理性的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东西转化为有

意昧的美的形序
,

这是整体审美观照中被创造 出来的
,
被丰富化和深刻化的

。

使我们从

瞬息变化
、

起伏波动
、

肤浅粗糙和朦胧无序的情绪
、

心态 中
,

领略了三 国时代的伦理
、

民俗
、

传统以及社会舆论
。

既不象出土文物那样冷凉
,

也不象史书典籍那样板滞
,

而是

置身其中
, “

观山则情满于山
,

观海则情溢于海
” 。

这就是其审美价值的独特贡献 ,

《 三国演义 》 再现的历史
,

是一个变革的动荡的
`

合久必分
” 、 “

合久必合
”
的伟

大时代
,

它集中地天才地表现在战争艺术描写上
。

当我们今天欣赏它
,

不只是历史的回

忆
,

还有一种至今人们仍然可理喻的生活氛围
、

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延续
。

因为我们

中华民族
,

无论是过去
, 、

现在还是未来
,

都是生活在万古江河不废流的同一个绵长的

历史空间中
,

这一空 if1J 是物质的
、

运动的
,

是中华民族情绪的依托
。

研究
、

欣赏它都有

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

正象马克思经典作家普列汉诺夫所指 出的
: “

要了解

一个特殊国家底科学思想史或艺术思想史
,

只熟悉它底经济是不够的
,

一个人必须知道

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
,

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和了解
,

思想体系的历

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木就不可能
。 加

注
:

①蒋路
、

刘辽逸译 (( 俄国文学史 》 第 1 1 00 页
,

② 《 马克思息格斯选集 》 第一卷第 1 18 页
。

③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四卷第 2 33 页
。

④ 《 必知且仁 》

⑤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四卷第 25 1页
。

⑥
、

⑦孙绍振 《论实践主体性
、

神精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 》 ,

见 《 文学评论 》 1 9 8 7

年第 1期
。

⑧ 《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 第三卷
,

第 2 72 页
。

( 上接第 33 页 )

字的一部分
,

它是担负
“
意义 ”

的一部分的
,

久而久之
,

它却取得了
“
声符

”
的抽象

,

“
富

”

字的头部
, “

渔
’

字的
“

水
,

旁
,

就 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形符了
。

大意如此
。

〕我现在正想追究一下
“

形符的产生的途径
、

产生的困难
,

它是几经曲折才扎
, 它的

二 `
以事为名

’ ”
的价值怎样才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

、

思维的发展和时势

11的
。

脚6阵C住

的需要而被肯定下来的
,

等等
” 。

这些题目都不 容易整理清楚
,

得到个令人满意的答

案
。

举个困难情祝例
,

甲金文字里
,

有时有 了合式 ( 与义类结合 ) 的形旁了
,

可一会用

它
, 一会又不用它

多
`

:。 会又把形旁界在不相干的场合
。

常觉出现些令人难 以追踪捕影的
情况

。
现在我们研究生文字学专题过诊班正在探讨这个同题: 希望清理个水落石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