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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候式分析)与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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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热潮的展开$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应运而生&蓝棣之从掩藏的.症候/$

虽显犹隐的.症候/'.症候/与历史文化'理论的.症候/四方面入手$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以.症候/的发现为突破口$以

.症候/的解决为切入点$以其新颖独特$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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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史$自然无法回避

古代及现代文学批评的潜在影响$当然也不能忽视

革命政治对于文学批评的强硬绑架&然而$随着文

学进程的不断推进$理应有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改

革开放后异彩纷呈的文学批评界&毫不夸张地说$

上世纪
D"

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理性地重新审

视了文学批评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对于外国的学习

也从一味地引进苏俄转向更为广阔的西方世界$更

重要的是$一批拥有时代文化性格的杰出的文学批

评家脱颖而出$促使文学批评在观念流派'方法模式

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最初的反映

论'认识论到后来的审美论'主体论'本体论等的不

断演化$文艺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信息学等的不

断涌现$文学批评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症候式

分析/的出现可以说是这些光彩夺目的成果之一&

一"(症候式分析)的全面阐释

#一$(症候式分析)的基本内涵

#?

$症候式分析%的提出

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蓝棣之曾坦言$.症

候/这个概念是直接来自弗洛伊德的&蓝棣之借鉴

的或者说学习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

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运用到文学中来解释一些.疑

难杂症/&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分为意识与无意识

这两部分$并且着重强调无意识$认为它包括原始的

冲动'被压抑的欲望及本能$对人的精神生活发挥着

极大的作用&换言之$蓝棣之提出.症候/最根本的

出发点就在于对作者无意识的研究$而对于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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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剖析$正是解决.症候/的关键$而.症候/的解决$

又是深入文本的关键&所不同的是$.在弗洛伊德的

文学批评中$他所说的无意识主要是指人类先天的

性本能情结$而蓝棣之等人的所谓无意识是后天情

感的内心郁结/&

*

#

+

.症候式分析/不仅仅可以应用于具体文学作品

的阅读$同样也适用于理论著作的研究&这来自阿

尔都塞的启发&而阿尔都塞.依据症候的阅读/也是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衍生出来的$只不过他更

加具体地强调了在理论中.症候/的存在形式$即.空

白/'.沉默/和.沟壑/&蓝棣之就是在此基础上$从

隐藏于原文的无意识的理论框架的多处.症候/中$

发掘出最真实的理论内涵&

!?

$症候式分析%的含义

.症候/本是医学临床用语$指的是机体因感染

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感觉或状态&但这里蓝棣之

将其引用过来$专指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但需

要清楚的是$蓝棣之所指的.症候/是纯粹褒义的$并

不是指那些不太成熟作品里的矫揉造作或是无病呻

吟$相反$.症候式分析/关注的是文本表层之下的或

显或隐的真正内核&.症候/存在形式'表现形式'解

决形式都是不同的$正因为文学的.症候/它不会说

话$这就需要我们用.症候式分析/的方法来重新审

视文本$通过问询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二$(症候式分析)的理论解读

#?

$症候式分析%的创新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里充斥着西方浓重的

追求个性解放的色彩$以至于将性本能看作人的心

理活动的基本动力&蓝棣之虽直接引用了.症候/这

一概念$却更多地融入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涵$更加

切合中国文化的传统氛围&蓝棣之最大的创新之处

在于$从整体或者局部入手$或着眼于主题$或关注

于情感$或投注于形象$或挖掘于细节$从而从作品

的表层结构深入到里层结构$从作品的显性文本提

炼出潜在文本&此外$必须明确的是蓝棣之所指的

.症候式/分析$只是说明了分析是要从.症候/入手$

.症候/是突破点$但并不是分析的全部&不是仅仅

纠结于作品中某些异常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借助

对于.症候/的.望闻问切/'.中西结合/治疗方法$最

大限度地探求文学真实面目&

!?

$症候式分析%的方法

学者尹鸿在研究.症候式分析/的时候$曾这样

描述%.以文本的各种悖论'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

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

义&/

*

!

+

&这样的论断是极为准确的&因为蓝棣之的

.症候式分析/是从作品最根本的地方入手$准确把

握这些关键点$直击文章命脉&首先是要细读具体

文本$仔细留意作品中那些与常态不同的疑团$主要

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文中已有信息来自行解决$其次

是结合作家的创作资料$包括创作动机'创作心境等

来分析作者表达的缘由$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

必须充分发挥能动性$调动自己的情感经历和文学

积累$研究作品表层掩藏之下的深层的心理现象和

精神现象$从而得到全新角度的解读&

二"(症候式分析)的实际操作

#一$(症候式分析)的意义

学者尹鸿除了对.症候式分析/模式特征做了准

确的描述$对于.症候式分析/的意义也有着很恰当

的定位&.独创地解答了许多重要研究论题$并且解

决了一些长期悬置不决的难点$或者说为这种解决

提供了线索&/

*

!

+

!ED

就以对于,雷雨-的解读为例$当乱伦'情欲和命

运成为研究的热点$蓝棣之却从症候入手$另辟蹊

径&在大家普遍认同周朴园是一个冷酷无情'老奸

巨猾的资本家的同时$蓝棣之又重新给他添加了很

多形象特征&对于蘩漪吃药硬性强制的言语$不仅

是他作为专制家长的威严$更是他从心里对于蘩漪

并不爱的证明$因为他爱的只有侍萍&两个分别多

年的曾经的恋人在周家重逢$侍萍这样说到$.听说

这位梅姑娘是不规矩的/&就是这样极为普通的一

句话$看似是对周朴园问话的回答$实则是侍萍有意

为之&看到家里陈设未变$年轻时对于周朴园的执

着$让她不愿意这次机会溜走$她有意地试探$有意

地引导$她在内心是希望和周相认的$而且对于当年

的被迫分离$她也愿意承担一定的责任$是自己.不

规矩/造成的$浓浓的爱意表露无遗&当曹禺自述蘩

漪是个可爱女人的时候$对于形象的研究大都跟随

着作者去肯定$甚至去赞扬$而蓝棣之却提出了不一

样的看法&他认为蘩漪这个形象显然不同于五四思

想解放潮流之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通过请侍萍'关

周萍'怂恿周冲等情节的设计$蘩漪成为了一个不折

不扣的复仇女神&

#二$(症候式分析)的弊端

.症候式分析/从提出至今$否定的声音一直存

在$主要原因是认为这种批评模式中作者的主观意

愿太过于明显&蓝棣之通常是在直面文本之后$发

现了.症候/$于是乎就有了自己对于.症候/之所以

存在的种种猜想$然后再通过寻找文本中或是现实

中的一切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猜想&面对不同的作

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阅读体验$挖掘出来的

.症候/不见得一样$解决.症候/的途径更不见得一

致了$除非是真的发现具有根本性的.症候/&如果

关注的只是浅层的现象$就难保对于文本的解读不

会出现各持己见的尴尬局面&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症候式分析/最大的优点也

是它最大的弊端$那就是整个批评模式诗意性太强&

这和蓝棣之自身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他之前最突出

!%



!

总
&!

卷 陈亚琼%.症候式分析/与文学批评

的文学成就就是对于诗歌的评论&自身的诗人气

质$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是诗人式的$语言表达也是

诗人式的$而这种模式是一般人很难操作的&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来说明$那就是柔石的

,二月-&普通的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的故事是$作

为知识分子的青年萧涧秋来到了芙蓉镇$悲悯人间

疾苦$救助孤儿寡母$还有着一段难解的感情纠葛$

但最后以萧涧秋的离开而告终&而蓝棣之运用.症

候式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二十七岁的萧涧秋爱上了

七岁的采莲$为了守护心里的纯洁的爱情$他婉拒各

方面都很优越的追求者陶岚$而愿意娶采莲的寡妇

娘文嫂$最后他从芙蓉镇逃离$却没有人明白这到底

是为了什么&如果不是诗人的浪漫气质$如果不是

诗人的独特思维$又怎样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

蓝棣之.感情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人乃是一

种诗意的心灵性的精神存在&/

*

&

+毕竟二十七岁和七

岁之间的纯洁爱情$是超出一般人理解和接受范围

的&然而$蓝棣之所找到的证据之一$也是调动了自

己的诗歌经历的$既解释了小说题目的由来$又说明

了小说人物的关系&唐代诗人杜牧在一首题为,赠

别-的诗中写道%.豆蔻梢头二月初66卷上珠帘总

不如&/蓝棣之从诗歌的史册里找到了最和萧涧秋气

质相符的诗人杜牧$他们一样都在漂泊$一样都在找

寻&这里的.豆蔻/指的就是采莲$她就是萧涧秋觉

得他人.总不如/的挂念&

#三$(症候式分析)的具体实践

蓝棣之对现代文学经典作出的新的阐释$是学

习具体操作.症候式分析/模式的范例$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需要将这种模式.化为己用/.活学活用/&

首先$是直面文本$发现.症候/&这里强调的是

阅读的过程 $讲究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怀着一颗虔

诚的心进入作品里&很难想象$如果在阅读前$我们

就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误的印象$那得出的最后

的阅读感悟一定是有偏差的&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就

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的

地位$再加之他语言风格的独特$作品内涵的深刻$

很容易让我们潜意识地就将.控诉封建社会的腐朽

黑暗/等字眼与其作品联系起来&鲁迅先生的封笔

之作,离婚-讲述的是大胆泼辣的爱姑离婚的故事&

爱姑一直被大家解读为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农村

妇女形象$那么将这部作品理解为反抗封建礼教就

显得顺理成章&然而$脱掉这一惯性思维$直面文本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爱姑这个形象的设置是很值得

玩味的&表面看来$爱姑是一直决心要给夫家点儿

颜色看看的$她要给自己讨个说法$她是要替自己出

口气$结果七大人的一个喷嚏就让自己败下阵来&

其实$爱姑.据理力争/所自持的依据仍旧是封建礼

教$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而且并未有任何违反礼

教的行为$所以她不能让自己被休&可见她之所以

反抗所倚重思想仍旧是封建的$而且她还一度对于

封建官僚抱有幻想$不然她也不会寄希望于七大人

了&一般的解读都认为爱姑是反封建的代表女性$

可她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这个矛盾就是作品的.症

候/&

其次$再阅读$剖析.症候/&这里强调的是有意

识阅读的过程$不同于之前的直面文本$这次的阅

读$不能仅仅靠文学直觉的指引来自由感受作品魅

力$而是要有意识地带着任务去阅读$就像医生仔细

地对病人做全身检查是以发现任何与身体正常指标

不符的蛛丝马迹为己任的&仍以,离婚-为例$再阅

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

安排&爱姑理直气壮地管自己的丈夫叫.小畜生/$

还把.老小畜生/都折磨得更加颓废了&从这样看

来$爱姑似乎不是这段婚姻里的弱者$她的家庭甚至

轻而易举地就让夫家蒙受了.拆灶/的奇耻大辱&爱

姑嘴里的.小寡妇/从未露面却有何等魅力让.小畜

生/默默承受这一切$这完全不排除他们之间才是有

真爱存在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似乎是在

打压崇尚真爱的新式婚姻$而不是单纯地抨击封建

婚姻了&在再阅读的过程中$要有目的性的去发现

作品中所有不合常规的地方$并且将这些信息统一

起来再分析&

再次$搜集资料$解决.症候/&这里需要搜集的

是指关于作者的研究资料$具体包括创作背景'文学

思想等&当然这些资料可以是在阅读之前就有一定

了解的$也可以是在阅读之后刻意去搜集的$总之就

要调动这些相关信息来解决.症候/&仔细研究鲁迅

先生生平资料$其实我们会发现$写作,离婚-的时

候$正是他与许广平热恋时期&而且当时他们的爱

情虽是建立在相知相守真情之上$但并没有得到很

多人的理解$甚至于周作人的反对我们也是可以在

文学作品中找到依据的&爱姑似乎是有朱安影子$

丈夫似乎又有鲁迅先生自己的遭遇$这样的话$或许

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角度重新认识这篇文章&鲁迅

先生救国救民的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也不是圣

人$肯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生活投射到创作中&

最后$重回作品&在解决了.症候/之后$还要在

重新阅读的过程中检验其合理性&正是在这样的过

程中$那些之前对于文本.症候/所作出的猜测和解

释才会升华成个人的理解$才真正完成了文学阅读

的过程&

当然$我们在平时也没有必要一定按着固定方

法去阅读'去赏析$但要有意识地培养这种良好的阅

读习惯$有意识地培养敏锐的思维模式&此外$这种

批评方法是同样适用于外国名著的阅读欣赏的&就

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5卡列宁娜-$追求幸福却

很不幸的安娜一定引起了每一位读者怜惜之情$但

列夫托尔斯泰的初衷是将她作为一个.有罪的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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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控诉&这创作原意和最后作品呈现出的实际效果

间的悖逆$就是.症候/所在&而.症候/之下深层的

原因就在于$人道主义力量的驱使让作者渐渐地放

弃对于人物的偏见$开始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三"(症候式分析)的启示

#一$评定文学批评模式的双重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模式一直是以美学的观

点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的$而落

实到具体批评实践的过程时$就相应地形成了文学

批评的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症候式分析/模式以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模式为指导$但在具体

操作的过程中$对于不同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

值给予的关注度又所有不同$有的偏重从.症候/去

解剖作品的思想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文学深度$有的

则偏重抓住.症候/去分析作品的独特的艺术特征$

也存在对于这两方面同样看重的情况&

#二$肯定文学批评模式的大胆创新

从上世纪
D"

年代提出至今$.症候式分析/都保

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独

特创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症候/为切入

点来进行文本分析$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条

件$那就是一切中肯的评论都是要建立在对于文本

的熟悉之上的&如果不读原作$不仔细分析文本内

涵$只是凭借自己已掌握的一些西方的批评理论来

.生搬硬套/.见缝插针/.妄下论断/$这样的文学批

评势必是不会久存于文坛的&相反$蓝棣之就不同

了&他学习了西方的文论$但加入了中国人自己的

思考$并不是完全照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更有

中国文化背景的积淀$有中国现实图景的考量$还有

作为诗人对于文本的真切体会与深入思考&感性的

生活经历与理性的现实思考$促使.症候式分析/作

为一种批评模式$既不像一般理论的.高深莫测/$又

有一般理论的指导意义&强调文学批评要扎根于自

我切身感受之中$注重理与情的有机结合&如果只

是一味地套用西方发达的理论$如果只是故作聪明

地从前言后记中找寻于自己创作有利的证据$如果

只是粗略地阅读$那样得到的文学批评只可能是一

家之言$或者是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玄化/的东

西而已&

#三$重视文学批评模式的经验总结

虽然说过度依赖于已经总结好的文学批评模

式$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我们对于文本的理解$但也

必须承认$及时地对于文学批评模式进行经验总结$

不仅为我们理解文本提供了一定的范式$而且有助

于我们准确快捷地找到深入文本的最佳方法&蓝棣

之的.症候式分析/$强调重视原文阅读与实际感受$

强调分析潜意识与挖掘潜文本$这种方法本身就对

我们有着极大的启发&而在具体到作品分析时$又

提出了不同的可供借鉴学习的理念&比如$在对于

巴金的创作进行研究时$蓝棣之做出了这样的论断%

.0出走)是决裂'背叛'选择66是人生道路和拯救

社会之路的另辟蹊径&/

*

!

+

#&D把握了.出走/的原型$

也就把握了巴金作品的精神主旨&,家-中觉慧.出

走/了$是对于自己不作为的愧疚$更是对于自己无

法作为的痛恨&不能够拯救真心爱自己的丫头鸣

凤$不能够追求自己真心喜欢的琴表姐$面对鸣凤的

求救他迟疑了$面对哥哥的幸福他竟然有些嫉妒了&

家庭的封建压迫$亲人的苦闷遭遇$在这个家庭的内

部$他看得到腐朽$看得到无奈$看得到真情被吞噬$

看得到人性被压抑&他只能出走了$暂时的逃离是

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走向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是

这个家的最后希望&,寒夜-里曾树生出走了$从一

个婆媳争吵不停的不和谐家庭出走了$从一个夫妻

感情淡然的不幸福家庭出走了$更是从一个为生活

所迫已经没有情调而言的贫困家庭出走了&她出走

是为了追求爱情$是为了追求幸福$是为了追求做一

个健全的人的权利&她的出走不是水性杨花$不是

忘恩负义$是追求进步的表现&,憩园-中的万昭华

虽然没有出走$但她最后必将出走$因为封建大家庭

里的勾心斗角$丈夫的宠溺$继子的刁难$她寂寞$她

无奈$她失落$她厌倦$她一定会出走的$一定会用自

己的方式来宣告自己想要的生活&因此$重视.出

走/原型的分析$是把握.症候/来对巴金作品进行分

析的最好方式&

.症候式分析/这一文学批评模式$从理论框架'

观念核心到具体实践$都昭示着重写文学史热潮的

生机与活力&对于个人而言$.症候式分析/将指导

我们获得更为深刻'独特的阅读体验$也将促使我们

更加接近文学的本质&而对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来

说$.症候式分析/的出现和存在$都极大地丰富了正

在不断走向成熟的文学批评&心理的解构$无意识

的剖析$显隐二分$对立统一$感性与理性共存$这些

闪光点都是.症候式分析/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是它

久经检验而立于文坛不倒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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