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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通俗文学

十年管窥

通俗文学近几年正被文坛及理论界越来越多地

提起
,

也被越来越 多的读者包括 文化层次较高的凌

者所接受
。

无论从消极意义还是积极意义 上来看
.

通俗文学都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人们精神士活的 一部

分
。

新时期 十年间
.

通俗文学沉浮不定
.

文艺界
、

理论界对此莫衷一 是
,

褒贬参半
_

.

但不管怎样
,

通

俗文学仍然艰难地步入 了发展的轨道
。

总结一 下十

年的得失
,

对今后的发展不无裨益
。

通俗文学的界定离不开读者和作者
,

那 么
,

我

们在巡视通俗文学发展时就势必不是在文艺圈内纯

文学性地探讨
,

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对编者 ` 刊物 》
、

作者和读者作一广角扫描
,

这井不是容易做好的
。

限于篇幅
,

有些问题只能做一理性的说明
.

而无法

把事实列举出来
。

简单地说
,

新时期通俗文学大体经 历了复苏
、

狂庵突进和反思三个阶段
,

现在基本上进入 了一个

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正常轨道
。

文革及其前后 一段时期
.

以娱乐
、

消遣为主要

功用的一些群众文艺形式的创作基本上被停止
,

从

而形成了一个历史的断层
。

70 年代末
、

80 年代初
,

群众文艺重新兴起时
,

便接续了被断裂的历史
.

流

传于民间
,

深受欢迎的传统文艺形式— 曲艺
,

如

评书
、

大鼓等便首先复苏
。

这一 时期少有的通俗文

学刊物 ( 当时在湖北省较有影响的通俗文学期刊即

《布谷鸟 》 和 《 今古传奇》
: ,

也大多是整理
、

改

. 孙 丹 写传统的评书
、

唱词
、

曲文等说唱材料
,

偶有长篇

创作
,

也大多是方便曲艺艺人说唱的章回体等旧体
.

内容除才子佳人
、

武林豪杰外
,

也有不少反映革命

历史题材的传奇作品
,

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新创

作则很少
。

这时对作品的主要要求是
“

放下能看
,

是千方百计为自己多捞实惠
。

处理政治问题
,

不讲客观是非
,

只想乘机找块升官的敲门砖
。

他们不虚心向

样众学习
,

到群众中去取得关于实际事物的知识
,

而是以大话
、

假话去哗众取宠
;
不为领导作正确决策反

映真实情况
.

而是揣摸领导心理
,

投其所好
,

求得好感
,

以得到提拔重用
。

可见
,

他们的唯我心理是实事

求是的障碍
,

不彻底洗刷
,

危害很大
。

此外
,

思想方法的片面性
,

也不可能实事求是
,

这也有很多教训的
。

以上所讲历史教训
,

是为了提高坚持实事求是的自觉性
,

以便从根本上坚持毛泽东思想
,

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

注释
:

i ② 《 毛泽 东选 集 》 第 3 卷
.

第 7 5 9 页

③ 《 毛 泽东著作选读 》 上册
,

第 50 页
。

④⑤ (/ 邓 小 平 文选 》 第 10 9 页
,

第64 页

DOI : 10. 13660 /j . cnki . 42 -1112 /c. 002120



台上能站
” ,

要求刊物能
“

陪同作者从编辑部走进

书场
,

和艺人系紧友谊的纽带
,

相互补益
,

创造出

更美的传奇来
。 ” ( 见 《 今古传奇》 创刊号 《 开场

白》
。

)

这一时期
,

流传较广
、

颇受读者与艺人喜爱的

作品
,

有叙写清末农民起义的长篇评词 《武当山传

奇》 ( 《今古传奇 ))8 2年第 1
、

2
、

3 期
,

83 年第 5

期
.

,

作者岳啸 ) ; 《 南包公 》 演说了明王朝宫廷内

忠奸水火的斗争 ( 《 今古传奇》 82 年第 1
、

2
、

4

期
,

83 年第 5
、

6
、
7 期

,

蒋敬生编写 ) ;

为数不多的

优秀当代传奇 《国宝 》 ` 《今古传奇》 82 年第 4 期
,

8 3年第 5
、

6 期
,

作者黄大荣
、

汪剑光 )
,

围绕传

世国宝龙尾砚 ( 御赐张文忠公之砚 ) 的失而复得
,

写尽人间悲欢离合
、

各色人物的姿彩
、

命运的跌宕
。

传世文物是国宝
,

而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浓情

更是无法度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

《国宝 》 在当时

以传奇之手法书现实之生活
,

在结构
、

语言特别是

在人物描写上
.

一反传统词
、

书中类型化的套路
,

将文学的典型化手法引入传奇大书中
,

这种突破性

的尝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

这一时期
,

通俗文学虽然在复苏
,

但仅仅是对

断裂前的承接
,

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陈旧
,

基本上

处于一种搜旧整理阶段
,

与纯文学圈内新时期的繁

荣局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这种状况持续到 19 85 年

前后
,

便突然来了个大转弯
。

这里借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

狂赚突进
”
一

词
,

再合适不过
。

对 19 85 年前后国内文艺界的评论
,

众说纷纭
,

有的说是空前繁荣
,

有的说是一片混乱
。

一方面
,

文人 圈内的探索之作越来越远离生活
,

越来越脱离大多数读者的审美心理
、

接受能力和欣

赏习惯
,

追求空灵
、

理性
、

无主题
、

人物和情节诗

化
、

淡化
,

从而失去了大批读者 ; 另一方面
,

港台

新武侠小说
、

言情小说潮水般涌来
,

夺走了大批读

者
。

而此时国家将经济承包机制引进文化出版事业
。

于是
,

为追求发行量
,

迎合读者口味
,

出版界雨后

春笋般地涌现了许多通俗文学刊物
、

小报
,

不少地

市级文艺刊物也暗中转向
,

将刊物办成了以底利为

目的的通俗文学刊物
。 一时大有全民办通俗文学之

势
。

据统计
,

当时全国通俗类期刊近 300 家
。

经济因素的参与
,

必然导致文学的分化
。

为了

金钱
、

利润
,

不少编者作者出卖良心
、

出卖艺术
,

将大量根本不能称为文学的以渲染犯罪
、

变态
、

色

情等为主要内容
,

文字粗劣
、

格调低下的伪通俗文

学堂而皇之地印刷在各级出版物
_ _

L
。

这种情况一出

现
,

文艺界便作出了反映
,

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

观点
:
一种认为通俗文学非文学

,

完全是缺乏文学

素养和文学常识的人的胡编乱造
,

是低级趣味的庸

俗文学
,

应该取缔
,

这属一概而论
:
另一种观点则

比较公允
,

指出这种失控的发展将毁灭健康的通俗

文学
,

并开始了对庸俗低劣腐朽的有害读物的抵制

行动
。

在湖北
,

姚雪垠
、

碧野等知名作家不约而同

地撰文对通俗文学的发展表示优虑
,

对泛滥的伪通

俗文学口诛笔伐
。

他们指出
:

通俗文学作为文艺百

花园的一个品种
·

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

而将通

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等同起来是不妥的
。 “

通俗文学

并不是完美无缺
,

它与
`

庸俗文学
’

只一纸之隔
,

通俗很容易沦为庸俗… …某些追逐
`

传奇
’

为名的

刊物
,

登的不少是庸俗之作
,

他们之中
,

不少借通

俗文学之名
,

贩卖的是庸俗低劣的货色
。 ” (碧野

《情与趣 》
,

见 《今古传奇》 86 年第三期 )
。

姚雪

垠先生也在 《通俗文学小议》 ( 见 《今古传奇》 86

年第 1 期 ) 中指出
, “

通俗文学有两种前途
:
一种

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
,

真正成为社会主

义文学的组成部分
,

补充和丰富我们的文学百花园
;

另一种是成为
`

五四
’

以来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股

逆流
,

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股逆流
。 ”

此时
,

一直对通俗文学保持沉默的理论界也对

这种棍乱作出了反映
,

但褒少贬多
。

这大概是出于

先锋文学受到冷遇的不平吧
。

不少理论工作者对通

俗文学持排斥态度
,

认为通俗文学不能登文学大雅

之堂
。

在泥沙俱下的通俗文学大潮中
,

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把伪劣的通俗文学作品误认为代表了通俗文

学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

于是此后一段时间
,

通俗文

学的支持者作了大量的为通俗文学正名的工作
,

可

算是为对通俗文学进行理论研究作开路工作
。

偶有

理论研讨
,

也未引起重视
,

便被淹没了
。

因此这一

时期
,

虽然新闻出版部门一直没有停止对有害读物

的审查和打击
,

但总的来看
,

这是理论上和创作实

践上比较混乱的时期
。

而这一时期
,

却是湖北通俗文学大发展时期
。

19 85年
,

这里便结束了 《今古传奇》 一枝独秀的格

局
,

《中国故事》 和 《中华传奇》 两家大型通俗文

艺期刊问世
。

这三家大刊鼎足湖北
、

雄踞全国
,

在浊

流四散的当时
,

洁身自好
,

进行着默默的却是不可

低毁的有力的杭衡
。

他们以各自的实力团结培养了

一支来 自全国各地的作者队伍
,

并以各自独领风骚



的刊物特色吸引了不少专业作家放弃偏见
,

创作了

一批优秀的通俗文艺作品
。

尤可引以自誉的是
,

获

首届全国大众文学创作奖的中
、

长篇小说 《五三 四

号征婚人》 和《钱庄风云 》就首发于《中国故事》 ( 88

年第 1 期 ) 和 《今古传奇》 (8 7年第 6 期
、

88 年第

l
、

2 期 )
。

《 中国故事》 为此荣获了责编奖和编

辑出版奖
。

前者将极富戏剧性的男妇产科医生与殡

仪馆女化妆师的爱情悲剧极机智地赋予哲学意蕴
,

感情浓烈
,

人物性格鲜明
,

文笔优美
,

读后令人回味

与沉思 ; 后者则以大开大闻的笔法描绘了香港金融

界的风云变幻和另一种世界的世态炎凉
,

场面阔大
,

却也结构严谨
,

各色人物
、

各种性格
,

跃然纸上
。

值得称道的是
,

《中国故事》 创刊伊始便旗帜

鲜明地提出通俗文学须走雅俗共赏的第三条道路的

办刊宗旨
。

编者不仅把读者的认同接受作为刊物选

稿标准之一
,

而且向读者明示了自己不媚俗
、

不趋

时的品格
,

坚持让读者在阅读时能
“
添生活之情趣

、

寓人生之哲理
。 ”
一改传统的才子佳人

、

侠客义士的

狭隘题材内容和
“

无巧不成书
”

的演义传奇模式
,

组

织辅导了大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当代传奇创作
。

不少作品记录 了新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风貌和社

会变革
,

艺术手法也严谨朴实
,

这些作品不是一次

性的消遣品
,

而成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

更为可贵的是
,

在通俗文学未能获得理论界的

广泛认同而缺乏研究阵地时
,

《今古传奇》 与 《 中

国故事》 杂志都辟出一定栏 目
,

不定期发表了多篇

导读性的通俗文学理论研究与评论
,

作者多是活跃

于京华及湖北省文坛的知名作家
、

理论家
,

如王朝

闻
、

冯其庸
、

李希凡
、

唐达成
、

任清
、

薛宝艰
、

刘富

道
、

凌梧及前面提到的姚雪垠
、

碧野老先生等
。

就在于把通俗文学作品的商品性放在了不适当的位

置
. ,

通俗文学被认为是经济有一定发展程度后消费

者的精神消费品
,

于是通俗文学便与生俱来地具有

了某种商品特性
。

但是当人们把凝聚 了最为宝贵的

人的创造力的难以价计的精神产品与有价商品等同

起来时
,

通俗文学必然误入歧途
。

只 有坚持把搞通

俗文学作为神圣的文学事业
,

通俗文学才会获得健

康的发展
。

目前
.

通俗文学经历了激流动荡后
,

正进入了

平稳的发展时期
。

其读者之众
、

作者之众
,

使其未

来似乎不可限量
。

但是
,

由于经济因素的渗入
,

国

家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以及全民文化素质对

文学的不同需求
,

将使通俗文学今后的发展道路十

分曲折
。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
,

如果没有一个发

展的成熟期
,

便不会得到历史的承认
。

通俗文学 10

年来
,

虽然作者多
,

刊物多
,

但作者多为业余作者
,

作者自身的文化修养
、

文学素养
、

审美趣味多有不

同
,

对通俗文学的认识水平当然也参差不齐
。

一些

人曾写出过生活积累深厚的得意之作
,

但后劲不足
,

无法承担更长远更艰巨的文学使命
。

通俗文学刊物

多在夹缝中求生存
,

经济上多为自负盈亏
;
理论上

难以得到有力的支持
。

因此
,

今后培养作者
、

提高

作品的品位
,

建立严谨
、

科学的通俗文学理论体系

应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

目前
,

湖北正筹备创办全国

第一家公开发行的通俗文学理论刊物
,

这将是里程

碑式的工作
。

我们拭目以待
。

19 89 年
,

中宣部
、

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单位联合

开始了期刊整顿及扫黄的工作
。

一面抓扫黄
,

一面

大力扶植群众文艺
。

通俗文学热潮在降温
,

读者在
“

饥渴
”
和

“

暴饮暴食
”

之后开始进行自己的选择
。

通俗文艺期刊动辄发行上百万册的反常现象消失
,

严肃的通俗文学的编者
、

作者积极反思
,

回顾 10 年

的风风雨雨
。

理论界也开始能心平气和地审视通俗

文学
。

19 88 年底
,

一直未获公正地位的通俗文学大

师张恨水也被重新认识
,

对其百余部通俗文学作品

也给予了重新评价
,

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

位
。

通俗文学的发展之所以曲折迁回
,

问题的症结

近水楼台 ( 篆刻 ) 秦中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