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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茅盾以《夜读偶记》为题在《文艺报》

连载酝酿已久的理论文章，全文总共约 67000 字，

分五期（第一、二、八、九、十期）陆续刊出，同

年 8 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此文不仅是茅

盾晚期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也是“十七年”文学理

论的代表性著作。尽管茅盾在文中阐述的现实主义

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引发了何其芳和刘大杰等

人的论争，但关于《夜读偶记》的讨论并未形成富

有成效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十七年”

文学制度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理论文字的《夜读

偶记》几乎已成为“过时”的代名词。为数不多的

以《夜读偶记》为对象的一些研究，大多未跳脱原

文本的论述框架，焦点仍然集中于“十七年”期间

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派问题，属于《夜读偶记》的

“阐释论”［1］。本文尝试从文本发生学的视角，以

《夜读偶记》的文本生成作为切入口，依托茅盾在

50 —60 年代写下的大量札记和眉批，寻找并分析支

撑《夜读偶记》得以生成的“前文本”，进而将其与

茅盾晚期的文学批评进行有机关联，尝试揭示文本

背后所包蕴的写作方式与文体新变等关键“症候”，

探析以札记和眉批为代表的批评写作如何构建了茅

盾晚期文学批评的文体与风格。

一 《夜读偶记》的“前文本”

 关于《夜读偶记》的写作缘由，茅盾在单行

本的“前言”中这样表述：“去年（指一九五六

年）九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直同志的《现实主

义——广阔的道路》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问题已经在国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截至

本年（指一九五七年）八月，国内八种主要文艺刊

物登载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就有三十二篇之

多。极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我利用

了晚上的时间，把这些论文（约有五十万字罢）陆

续都读过了；读时偶有所感，便记在纸上。现在整

理出来，写成这篇文章，还是‘偶记’和‘漫谈’

的性质，而且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故题名为《夜

读偶记》。”［2］这是茅盾自己谈《夜读偶记》的一

段广为人知的文字，其中，茅盾对“三十二篇”文

章中的“极大多数”的批判意识的强调，似乎坐实

了《夜读偶记》的“批判”本位。长期以来，学界

围绕《夜读偶记》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茅盾的这一

言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论证。但是，这一解释

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至少，“前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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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说”论断无法解释，既然是针对现实主义问

题的批评，为什么要在《夜读偶记》中赋予“现代

派”文学这么多的篇幅？

在写于 1959 年的“后记”中，茅盾明确承认，

《夜读偶记》最初动笔的原因，就是想解决现代派

问题。这个动因，与茅盾对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和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思潮动向的关注有关。现

代派作为 20 世纪初期兴起于欧洲的艺术流派，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得到快速的发展，很多欧洲

左翼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现代派的艺术家，如阿拉

贡之于超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之于未来主义

等。面对现代派艺术的发展大潮，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应该如何自处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波

兰文艺理论家杨·科特认为，我们对现代派的复杂

性了解远远不够，他主张“波兰作家应该向二十世

纪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学习”［3］。捷克作家兹丹

涅克·尼耶德利早在 1948 年就从现实主义的视角

看到现代派的可取之处，“并非说所谓现代派的艺

术所创造的一切东西……都是能够为现实主义艺术

应用的”，但是，现实主义的“音乐家、画家、雕

塑家、演员也会在自己的领域内利用现代派的艺

术的长处”［4］。这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应

对现代派文艺的冲击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法国作家和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写道：“从

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

和马丁·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

里，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但是如

果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作品不符合这

些标准，我们怎么办呢？”［5］由此加洛蒂提出了他

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因

此，我们要“排斥……封闭的现实主义的一切观

念”［6］，换言之，加洛蒂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扩大

自身的边界，与那些被称为“颓废派”的先锋文学

对话。

这些关于现代派的话题虽然没有在中国引发公

开的讨论，但相关的消息却通过公开的和内部发行

的刊物如《译文》《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学习译

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外国文学情况汇报》等

译介到国内。仅《译文》在 1956 年到 1957 年就以

报道和转载的方式发表多篇相关文章，如奥泽罗夫

的《思想与教条》、爱伦堡的《谈毕加索》、兹丹

涅克·尼耶德利的《论真实与不真实的现实主义》

以及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等。

作为《译文》的主编，茅盾对这些信息应该不仅知

晓而且非常关注。从 1956 年到 1957 年，茅盾陆续

以笔记的形式写下了一些关于现代派的思考文字。

如《关于艺术流派的笔记》《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

运动》《一九五九年文艺杂记》等［7］，其中，《关于

艺术流派的笔记》谈西洋文学的发展历程，涉及面

极广，所谈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形

式主义、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

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等，几

乎涵盖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全部。这些札记虽然只

是纲要性的，还不算完备意义上的论文，行文也不

过多考虑逻辑的严谨，但应该可以被看作是茅盾为

写作《夜读偶记》中的“古典主义和现代派”部分

提前做的功课。

某种意义上，茅盾的这些札记共同构成了《夜

读偶记》的“前文本”。所谓“前文本”，是法国

批评家让·贝勒曼－诺埃尔在考察文本诞生阶段

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意图是想要从文本的封

闭圈子中走出来，动态的考察文本形成的历史过

程［8］。德比亚齐在《文本发生学》中也谈到，“前

文本”是对笔记、草稿、提纲等资料的“解码”与

认读［9］。可见，“前文本”既是呈现文本形成之前

的动态历史过程，又是借以解读文本的重要资料。

进一步言之，“前文本”并不会天然地构成文本本

体，而是与文本自身“相异”的另一个文本，二者

之间有交错也有合集。“前文本”既不是文本的附

庸也不是文本的“半成品”。“前文本”一旦形成，

就具有属于自己的属性，无论是内容、风格，还是

文体，都有自己的独特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如

果我们把茅盾针对现代派写作的“前文本”看作是

与《夜读偶记》相关联的文本的话，那我们基本可

以判断，《夜读偶记》从准备到完成应该经历了从

1956 年到 1957 年的时间跨度。在从“前文本”到

文本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语境发生变化，对相关问

题的思考也相应地会产生变化。在“前文本”中，

茅盾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对欧洲古典主义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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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文学的源流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梳理，而在《夜读

偶记》这一正式文本中，“前文本”里作为背景部

分的内容消失不见，批评的重点集中在现代派文学

的“颓废”能否被现实主义接受的问题上。由此，

“前文本”和文本之间就产生了必然的裂隙，《夜读

偶记》文本中的茅盾，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对现

代派文学严厉指责，所用词句具有典型的时代性，

如“装腔作势的喊叫”“美丽的尸衣掩盖了还魂的

僵尸”“像鸦片一样有毒”等。而“前文本”中的

茅盾则显示出一个严谨的批评家的本色。同样是

对“颓废”的批评，表述则相对克制，如“追求最

不现实的和富有异国情调的东西，不求反映现实世

界而强调主观地表达内心的感情世界”［10］。茅盾

在“后记”中说，他本来是不打算讨论现实主义和

反现实主义的问题的，但在写完“古典主义和现代

派”之后，他觉得应当来讨论这个问题，于是就搁

起了“古典主义和现代派”的初稿，进入对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之中。这表明，写作“前文本”

时的茅盾，其“重点所在”内在于个体的批评意

识，而到了《夜读偶记》中，“现实”突进并占据

了批评者的批评意识，甚至左右他对一些思潮现象

作出矛盾的判断［11］。

二 “夜读”与“偶记”

“前文本”的发现，让我们得以跳脱《夜读偶

记》的文本局限，进入到由众多“前文本”构建而

成的广阔领域，并借此探索茅盾在“十七年”期间

的阅读和批评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茅盾眉

批本和 2014 年新版《茅盾全集》中，收录了茅盾

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撰写而未发表的大量眉批文本

和札记文字。札记大多数没有题目，有些篇章被直

接标识为“夜读抄”或“读书杂记”。与《夜读偶

记》等公开发表的文章相比，这些“前文本”散

漫、琐碎，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看起来像是个人

的阅读感受，篇幅长短不一，体例相对松散。

“夜读抄”和“读书杂记”提醒我们注意茅盾

在“十七年”时期的读书和写作状态。茅盾自己

也曾透露，《夜读偶记》的写作，就是“读时偶有

所感，便记在纸上……是‘偶记’和‘漫谈’的

性质”［12］，经过“整理”后才形成较为完整的文

章，但整体上仍然具有“偶记”的性质。检读茅盾

在“十七年”的写作与批评，“偶记”（包括札记、

笔记、批注等）不仅是一种写作状态，也是他在这

一时期进行文学批评的独特形态（《夜读偶记》即

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偶记”的整合），某种意义上

折射出茅盾对一些问题和现象进行思考的方式。同

时，“偶记”的写作方式在时间长度上提醒我们，

这篇长文的写作可能不像茅盾事后追认的“写于

一九五七年九月至次年四月”［13］，而是经历了一

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抓住“偶

记”的写作方式是我们读解《夜读偶记》的关键，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茅盾的阅读与写作过程的

线索。换言之，茅盾选择将这篇讨论现代派和现实

主义的文章以《夜读偶记》为题，而不是以现实主

义或现代派等名目来命名，潜在的有一种对自己从

阅读到写作的状态的自况，“夜读”于他是一种阅

读状态，远离白天的纷繁琐碎而静坐深思，“偶记”

则是记录阅读心得的文体形式，抛弃报刊文章的繁

缛要求而率性自为。在茅盾的日记中，确实不断出

现与“夜读”有关的字句。如“阅书至十一时入

睡”“又阅书至十二时入睡”“晚阅书至十时”等，

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表述，这意味着，“夜读”已

然成为茅盾日常生活的常态。由于患失眠症，茅盾

晚上往往需要服药才能入睡，在日记中也能经常见

到这一类的文字，“服药二枚，又阅书至十一时入

睡”，“服药二枚如例，又阅书至十一时入睡”。由

此看来，所谓的“夜读”是既虚又实，也许是读书

人的一种自况，也许是失眠睡不着，需要打发时

间。但无论如何，茅盾确实几乎每天睡前都要阅书

两小时左右，这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充足的累积。

借助于《茅盾全集》中收集的大量笔记、札

记，我们得以一窥茅盾“夜读”的书都有哪些。在

标以《夜读抄》的读书笔记中，茅盾把自己所读书

的题目、作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或发表的刊物

名称和发表时间都标示得非常清楚，显示出札记的

条理性。仅从这些标注出来的阅读对象来看，就

包括孙犁的小说集（《采蒲台》《风云初记》《风云

二记》）、刘溪的《草村的秋天》、羽扬的《三号闸

门》、李克和李微含的《地道战》、井岩盾的《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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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纪事》、李维西的《性急的人》、曲波的《林海

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

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14］等当代文学

作品，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剧本》

《延河》《边疆文艺》等文学期刊上刊载的大量文学

创作。这表明茅盾对发生于当代的文学创作非常关

注，尤其注意文学新人的创作动向，茹志鹃、杨

沫、杜鹏程等作家的作品都是他喜爱并关注的对

象。此外，作为《译文》主编，茅盾对国外文艺的

新动向也非常关注 ，经常阅读新译介的文学和理论

文章。据陈冰夷回忆，茅盾担任《译文》主编之

职，并非挂名，常常亲理编务，“从刊物的方针任

务到选题计划，从编委会的工作到编辑部的工作，

他都关心，而且经常出主意，提意见，想办法，有

些重要的事他甚至亲自动手”［15］。茅盾根据自己

20 世纪 20 年代主编《小说月报》时开辟“海外文

坛消息”专栏的经验，在《译文》专辟“世界文学

动态”栏，专门报道“近期国外文艺界重要动态的

短讯，不仅报道文学界的动态，而且报道其他艺

术、特别是与文学关系较密切的艺术如戏剧、电影

等方面的消息”，要求《译文》编辑部“组织力量

阅读各国的报刊图书资料”，“密切注意和研究各国

文艺界的动向”［16］。阅读按照时序编写的《茅盾

全集》，可以清晰地发现，从 1956 年开始，茅盾

就对现代派文艺投诸很大的关注，写就了多篇涉及

现代派的札记，这在“十七年”的文艺界是绝无仅

有的。

大概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前期开始，“偶记”/

札记作为一种方式成为茅盾的写作日常。翻查茅盾

日记，这些札记式的写作多半是与“夜读”紧密相

连的，常常是晚上读书，白天札记，少数时间也存

在晚上写作的情况。从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茅

盾的日记记得很详细，无论工作事务还是日常琐

事，巨细靡遗。尤其是关于读书、写作，已经形成

了日常的固化模式，几乎每天的日记都会有“晚作

札记一小时”“作札记至五时”“上午作札记”“下

午仍作札记至五时”“作笔记两小时”等关于写作

的记载。只关注这部分日记的话，会以为茅盾是一

位困坐书斋的学者。实际上，他的主要身份还是文

化官员，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演讲和迎来送往的官

方场合。在政务之外选择以“夜读”和“偶记”的

方式进行读书和写作，可以看作是茅盾对外在身份

的一种“平衡”，是作为作家和批评家的茅盾力求

在公务身份之外寻觅内在安顿的一种方式。至于为

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对茅盾而言这或许是一种无

意识的做法。作为自幼受到传统风习影响的人，茅

盾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对晚明以来的所谓

“古风”传统并不陌生，其中对“夜读”状态的追

寻，亦并非没有先例。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有人

就以《夜读抄》为题作为自己“所写系列文章总的

题目”［17］。所谓夜读，“不过还是随时偷闲看一点

罢了。看了如果还有工夫，便随手写下一点来，也

并无什么别的意思”［18］。而对于茅盾来讲，则是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寻找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在读书与写作中安顿一下劳碌的内心。某种意义

上，受困于日常公务的茅盾或许是感受到一种内在

的困惑与疲倦，唯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才能进

入属于个人的世界，无论是所读还是所写，可能并

没有预备发表的意图，但正是以“夜读抄”这样传

统的书写方式进行的写作，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自己

的言说方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

三 作为批评文体的札记

札记、眉批都是中国传统学术文体。札记是

“以简短随意的方式记录读书摘要和心得体会，最

能体现传统学人‘熟读精思’的读书习惯”［19］。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对札记的功用做过如下诠

释，札记“可以稽典故，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

谬，可以膏笔端”［20］。明、清是札记治学的繁盛

时期，出现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潜邱札

记》等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札记著作。清王筠《菉

友臆说》谓学者治学，“或学而有得，或思而有得，

辄札记之”［21］。眉批（评点）产生时间有起于梁

代、唐代、南宋诸说，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

是最早把文本与眉批合为一体的评点典范［22］。有

研究者认为，评点“之所以兴盛于宋，除了宋代文

学批评发达的原因外，与宋人读书认真的风气有

关。宋人读书，讲究虚心涵泳，熟读精思，喜欢独

立思考，倡自得悟入之说。所以读书有心得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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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题跋或笔记……”［23］清人俞樾对吕祖谦的评点

评价极高：“先生（指吕祖谦）论文极细，凡文中

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

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

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24］可

见，从宋朝开始，札记和评点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

学的一种批评现象而存在了。当代学者甚至将评点

看作“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其“内涵远非文学批

评就可涵盖”，“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形成

了‘批评鉴赏’‘文本改订’和‘理论阐释’等多

种格局”。其以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为例，突出评

点者对小说文本情节改订和删削等“介入”性批评

行为，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了评点者自身的思

想、意趣和个性风貌”［25］。对评点的“介入”功

能的发掘，实则是揭示了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二次

创作过程。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的评点为这一批

评行为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通读茅盾所作的札记和眉批，给人的印象是，

他似乎选择了一条返归传统的批评路径。《夜读偶

记》及相关札记文本的写作提示我们，作为文学

批评家，茅盾晚期文学批评的风格既与同时期的

批评家有所不同，也与茅盾自己的前期批评风格

迥异。札记和眉批成为这一时期批评写作的主要

底色。其实不只是《夜读偶记》，茅盾晚期的其他

批评文章大部分也都有“偶记”的痕迹，这体现

了他在写作时的思考印迹：往往先将具体的思考

形诸札记或眉批，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然

后成就鸿篇巨制。如《六〇年短篇小说读书笔记》

之于《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读〈老坚决外

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之于《在大连创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关于历史剧的笔记》之于《关于历史

和历史剧》、《〈红楼梦〉笔记三则》（以及关于《红

楼梦》的大量笔记手稿）之于《关于曹雪芹——纪

念曹雪芹实施二百周年》等，均是如此。

1996 年，为纪念茅盾百年诞辰，中国现代文

学馆推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汇集了茅盾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对 8 位中国现当

代作家的 40 余种作品所作的眉批”［26］。“文库”

共分 4 辑，其中长篇小说评点本两卷，中短篇小说

和诗歌评点本各一卷。这套原始文本向我们揭示了

茅盾晚期文学批评的“秘密”：立足于具体文本，

在细读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阅读体验和审美趣

味，对相关字句进行勾画、批点，然后再将成形的

思考形成于札记。如评论杨沫的《青春之歌》，札

记谈论的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如林道静、王晓

燕、江华等人物形象，并将《青春之歌》的人物描

写与《红旗谱》相对比，认为前者着墨臃肿，而

后者“几笔就可以勾勒一个人物的面貌”。眉批则

留下了更为详细而零碎的意见。在茅盾的《青春之

歌》眉批本中，似乎《青春之歌》并没能在一开始

就“抓住”茅盾，他感觉作品开头起的不好，文字

不简练，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因而建议“第

一至第五段可以删去，而把车到北戴河站作为本章

的开端”。对于怎么改，茅盾也亲自作文示范：“车

到北戴河，下来一个女学生，浑身缟素打扮，拿着

一包乐器。车上的乘客从车窗伸头来看着她，喷喷

地议论着”。茅盾的修改稿将女学生反常的外在打

扮和他者好奇的打量、议论相对比，营造出特定的

艺术张力，吸引读者想读下去一探究竟。这段代笔

显示出茅盾作为一个评点家的功力：不仅具备批评

家的深刻犀利，也具有创作者的艺术敏感。也可能

是对自己的“代写”还不够不满意，后面又用括号

注明：“这是大概的轮廓，文字还得琢磨”［27］。除

了《青春之歌》，它如《林海雪原》《苦菜花》《红

旗谱》《迎春花》《高高的白杨树》《在和平的日子

里》等均有体现。如批评《林海雪原》作者用“奇

峰险恶犹如乱石穿天，林涛汹涌恰似巨海狂啸。林

密仰面不见天，草深俯首不见地”来形容险山和林

海，是“想象力次于气魄”，“不能把‘林海’、‘雪

景’写得绚烂生动”［28］；批评茹志鹃在《新当选

的团支书》中“叠字多用，有时会加强气氛，但有

时也觉单调”［29］。文学方面的意见之外，茅盾还

注重写作中的词法、句法的表达。眉批本中经常可

以发现他在书页空白处写下的“不恰当”“这一长

句可删”“这一段写得好”等字样，有时甚至对不

通顺的字句给以修改。《林海雪原》中作者描写老

爷岭用了一句“谁知这老爷岭到底巍峨有多高？”

茅盾指出，“‘巍峨’二字可删。或者，应当移在

‘老爷岭’之上，并加‘的’字。”但他也并未完全

予以否定，认为像文中的表达方式，“只在诗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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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读”到“札记”

有之”。还尝试为其改作“谁知老爷岭，巍峨有多

高”［30］？可能是觉得当前的一些作者在艺术感受

力上力有不逮，也可能是在评点时引发了自己的创

作欲，茅盾经常会以一个作家的心态对不太满意的

地方进行重新构思、写作。在这个意义上，经过茅

盾评点的作品已经与原本相去甚远，属于茅盾个人

的批评创作。这庶几同于金圣叹批《西厢记》的感

受，“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

记》文字”［31］。张竹坡也说，“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32］！

茅盾的这些眉批与札记，数量巨大，多数在茅

盾生前并未发表，有些虽然发表，但仍然保持“偶

记”的形态，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对茅盾晚期的文

学批评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批评文字给我们呈现了

一个真实的茅盾，一个忠实于自己阅读体验的批评

家的形象。无论是札记还是眉批，都是直抒胸臆的

欣赏或批评。如评价孙犁的《采蒲台》“文字清丽，

然亦间有败笔”，刘溪的《草村的秋天》“为差强

人意之作”，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声嘶力竭

之态可掬”……均体现出他对文不对人的批评态度，

以个体的阅读体验为评判标准。此外，茅盾晚期的

札记与眉批，着重从文本和个人经验出发而不是从

理念或政策出发，因而，具有典型时代特色的名词

在这里消失不见，就连他在《夜读偶记》中一再坚

持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也没有出现在

个人的评论中。反而是像“笔墨”这样的传统批评

话语不断地出现在不同的札记中，他认为，“一个

作家须要有几副笔墨，既能写金戈铁马，也能写风

花雪月”。［33］笔墨本来是传统水墨画的技法，是

在“技巧训练中形成的造型、写意、表趣方式和手

段”，［34］“具有灵活的结构性，稳定的程式性，丰

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文化符号意义”［35］。笔墨变

化彰显艺术境界，黄宾虹亦曾用论笔五法——“平、

留、圆、重、变”——和论墨七法——“浓、淡、

泼、破、积、焦、宿”——来概括中国画的笔墨精

髓［36］。茅盾这里的笔墨，显然在艺术技法上有对

传统中国画论精髓的借重。茅盾虽然明确自己对笔

墨的借用是指文学创作中“艺术形象的多样性”。

但他从批评角度对笔墨一词的应用，更多强调艺

术的传神表达，并非限于一端。如评价《水浒传》

“笔墨变幻，写月黑风高、杀人放火，也写风花雪

月、调情打俏”［37］，而在评价阮章竞的《漳河水》

“笔墨遒劲，音调悲凉”［38］时，则用笔墨来彰显

《漳河水》艺术表达的境界，突出作品悲怆而高昂

的格调，十分贴切。“笔墨”成为茅盾评点当代文

学作品艺术表现的“高频词”，甚至在书信中也用

笔墨表达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这三篇的作者都有

驱使笔墨的必要手段，而且看得来各人有自己的风

格”［39］。这是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现象，对文学

作品艺术表现的重视，彰显了茅盾的文学批评对传

统的借重，也体现出他将传统艺术批评话语糅合于

当代文学批评的良好艺术感知。

“十七年”期间，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古典转

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有论者已经注意到，

一些现代作家和学者如胡风、沈从文、俞平伯等人

在这一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影

响［40］。还有研究者开始探讨古典文学对于当代文

学创作和研究的影响与渗透，强调从古典视角对当

代文学生产的各环节进行考察［41］。这些研究不仅

有效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且给

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启发，考察与关注“十七年”文

学的文学创作和制度批评时，个人内在的阅读与写

作以及在此中间隐微展露出来的一些“倾向”，对

于理解“十七年”文学批评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

1996 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出版后，茅盾在批评文体上对古典因素的撷取才开

始为人所知。舒乙在为这一眉批本文库作的序言中

称，茅盾利用古典方式批注当代文学，是“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重大贡献”，甚至称誉茅盾

为“中国最后一位文学批注大师”［42］。对茅盾个

人来讲，这种称誉未必得当。他的“夜读”与“札

记”，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刻意的选择，其隐在

目的是想在时代的身份“错位”中寻找一些内在的

安宁与静谧，尽管完全过这样的隐逸性生活可能也

并非所愿［43］。身受时代潮流裹挟的知识分子，如

何在“内”“外”之间做出选择与平衡，如何通过

曲折的方式呈现个人内心的幽微衷曲，应是一个颇

为值得探讨的命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作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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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生产’的新中国文学批评建设（1949—1966）”

（项目编号 20FZWB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关于《夜读偶记》的批评，除了 20 世纪 60 年代何其

芳等人的论争外，80 年代以来，有讨论《夜读偶记》与现

代派关系的论文。林焕平、王可平：《从〈夜读偶记〉看茅

盾的创作方法理论——为纪念茅盾同志逝世二周年而作》，

《文艺理论研究》1983 年第 1 期；李海霞：《社会主义文学

对“现代派”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再读茅盾的〈夜读偶

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2 期；李建立、

王继军：《1950 —1970 年代的“现代派”遗产——重读〈夜

读偶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张慧敏：《重读茅盾〈夜读偶记〉》，《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2015 年第 5 期。也有讨论《夜读偶记》与现实

主义的关系的论文。冯望岳：《创造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标

帜——茅盾〈夜读偶记〉论略》，《渭南师专学报》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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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华：《茅盾〈夜读偶记〉及其后记的语调与心态》，《名

作欣赏》2007 年第 12 期；等等。

［2］［12］茅盾：《夜读偶记》，《茅盾全集》第 25 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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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兹丹涅克·尼耶德利：《论真实与不真实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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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杰 ·加罗蒂：《代后记》，《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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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记》和《关于艺术流派的笔记》先后刊登于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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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反应与思考的时间来看，这几篇文章很有可能是他在

《夜读偶记》中所说的现代派部分的笔记，不会迟于《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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