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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识流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项 晓 敏

（杭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浙江 杭州 ’%""%!）

意识流小说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影响颇大的一个文学流派，表面上看它主张表现人物内心意识，与反映外部世

界真实的自然主义相去甚远。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意识流小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索中时，常常会看到意识流小

说中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的影响隐蔽而曲折地表现在意识流作品的创作实践中。意识流

小说与自然主义文学具有不尽相同的审美思维与艺术主张，但与自然主义具有一脉相承的沿袭关系。

（一）自然主义文学强调文学创作中更自然真实地反映人生，展现普遍的社会生活。左拉说：“让真实的人物在

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以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就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全部内涵。”［%］（() !"&）自然主义将生活

中本质与非本质的自然真实现象和琐碎细节，包括人的生理、心理本能都纳入文学描写范畴的创作观念，显然对意

识流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意识流作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柏格森直觉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真实表现融为

一体，主张完全真实自然地展示人物内在的意识流程。拉康说：“弗洛伊德的精神案例与理论所做的工作的特殊重

要性在于，它证明了幻象只是相对于真实才发生作用的。真实支撑幻象，而幻象则掩护真实。”［!］（()#%）而柏格森的

直觉主义则表明：“经验一旦通过理智就会变成抽象概念与思想，从而会使我们上当受骗。既然自我是不断变化的

感性世界，个人的真实感受就只能被生活，而不能被思考；我们的真实存在只能在我们瞬间的意识的不断变换的意

识绵延的浪潮中寻求。”［’］（()*+）换言之，外部的世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内心的世界、被我们直觉感知或大脑中的

意识存在，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形式。这种由外部自然真实转向内在自然真实的思想理念，显然被意识流作家们

普遍接受，并成为他们创作和理论的主要依据。普鲁斯特就认为，自然而真实的东西存在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

动之中”。他在《重现的时光》中多次反复强调，真实自然的现实“就是同时存在于我们周围的那些感觉和记忆之间

的一种关系”，“真实性只有在这种时刻才开始出现”。他的《追忆似水年华》通篇都是写主人公马赛尔沉溺于对往

事的追忆，沉浸于主观真实的世界之中的内容。普鲁斯特把这种内在的自然真实的心路历程与创作观念称之为

“主观真实论”。吴尔芙认为，只有人的精神世界才是“真实和永恒的”，因此，小说要表现人物“私有的幻想”，并把

它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从她的《墙上的斑点》显示人物单一的意识流所涌现的人生经历，到后期《波浪》

中六个人物交叉复合的复杂意识流所思索的人类永恒主题“我是谁”，从《达罗威夫人》中女主人公情欲意识、死亡

意识的展示，及至《到灯塔去》中对存在与虚无、生与死、时间与空间的哲理思索，无一不是在人物的意识流程的记

录中传达出来的。吴尔芙称自己的意识流理论为“内在真实论”。意识流小说所强调的对人内在真实自然的心理

意识表现，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达到了十分完善和精美的程度。《尤利西斯》中由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一天

的意识流程所构成的意识流王国，将爱尔兰社会及全人类无可挽回的分崩离析，“现代社会英雄们”的人格分裂、猥

琐渺小、内心苦闷和精神崩溃，刻画得淋漓尽致。布勒东评价说：“针对有意识的联想这种虚假的思潮，乔伊斯代之

以一种竭力从四面八方涌现的潮流，而归根到底趋向于最近似的模仿生活⋯⋯与排成长蛇阵的自然主义、表现主

义为伍。”［#］（ ()’#,）

（二）自然主义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和医学科学的影响，在文学中强调人物遗传、生物和病理的作用，认为作为生

命本体的人，除了人性以外，不可避免地具有其他生物体所共有的原始本性。自然主义主张通过生命本体所表现

出来的生物、生理的属性去观照文学主体，从而探索透视人体深处的遗传因素、生物本能、各种情欲的本源。自然

主义文学创作中的生理情欲表现，在意识流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承和张扬。意识流全盘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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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学说和潜意识理论，以表现人的潜意识和性本能为创作宗旨。意识流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就是显示

人物潜意识中的情欲意识。几乎每一位意识流大师、每一部重要的意识流小说中，都充斥着对人物生理情欲的自

然主义描写。吴尔芙强调，文学就是“记载情欲原子进入大脑的自然过程”［!］（"# $%）。在她的长篇小说《达罗威夫

人》中，女主人公克莱莉莎一整天的意识流程，就不时闪现年轻时的情人彼得与后来的情人休的比较。又如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对姐姐凯蒂的痴呆病人的情欲，昆丁对妹妹凯蒂意识中的乱伦情欲。而乔伊斯在《尤利西

斯》中，也是通过大量的对布鲁姆和莫莉的生理情欲和性爱的自然主义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展现生活内容的。

布鲁姆以与玛莎的通信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在梦幻中因手淫感到内疚而被处理，在海滩礁石边从与年轻女子的调

情中获得快感。看见房中的床就能想像妻子与情人躺在床上的交欢的情景，甚至可以如临其景似的，一一浮现妻

子与人寻欢作乐的种种情欲细节。而在第十五章妓院中的猥亵淫乐的情欲场景，与左拉《娜娜》中娜娜的情欲生活

相比，读来可谓似曾相识。莫莉更是一个情欲旺盛的肉欲主义者。她刚送走情人，看见丈夫带着年轻男子斯蒂芬

回来，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并产生一种热切的情欲冲动，莫莉在似睡非睡的朦胧的梦幻意识中，闪现出一生与

众多男子交往的情欲生活。自然主义的生理情欲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衍生和发展，由情欲的生活深入到情欲的

意识，由生活的情欲进入到梦幻的情欲。意识流小说对人潜意识中本能的自然生理情欲和本真状态的真实显示，

对人物心灵情感漂泊的全面还原，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是对自然主义生理情欲描写的一种极致表现。

（三）意识流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倾向，和自然主义文学相比较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其相异的一面。首先，

自然主义作品注重医学病理式的病因分析，并以此进一步去探究社会与人生的病因，以利疗治社会，拯救人生。而意识流

小说中生理情欲的自然主义描绘则全然没有自然主义作家那种鲜明而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回避社会矛盾，青睐生理

情欲内容本身，人物蜗居到内心潜意识或生理情欲的宣泄中，去寻找自我的人生慰藉。意识流作家只对缺乏信仰、精神空

虚、情欲泛滥、颓废放荡的生活做心理自然主义描绘，不再承担重大的社会使命和扭转乾坤的重任，不再担当道德说教者。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表面看来意识流小说关注的不在于外部真实，似乎与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相悖，但事实上，意识流小说

转向对人物心灵的直接显示，内心深处却充满激烈的喧嚣、此起彼伏不断涌现的生命冲动、意识闪现直至微妙的直觉感

受。人物的意识流程其本身就包含了现代人的精神思想与生理情欲生活的本质真实，从而体现出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与探索，是 %&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一种心理真实展现。关于心理世界和情欲世界，诚如学者

伽斯所说的：“你们说不是现实世界，确实如此，在这样的小说家笔下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不过需要加上一句的是———

它们比哲学家们的世界更加实在。”［’］（"#!(）

其次，自然主义文学中人的遗传、生理情欲等因素，往往是作为作品中情节内容的串连线索和特定题材的形式

出现的，是作者借以表达思想感情、观念倾向和主题内涵的一种依据或材料。龚古尔《艾莉莎女郎》中对妓女艾莉

莎情欲及其生理机能变异过程的描写，只是作为人物命运发展的一条线索。作者在序言中就说：“卖淫和妓女只是

一个插曲，监狱与女囚才是本书的兴趣所在。”作者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惩戒制度造成疯癫”的沉重思考，表示

了对监狱制度的否定态度。左拉笔下古波与绮尔维斯的酗酒遗传，娜娜的天生情欲，无不以此为题材和线索，展现

工人生活的极度贫困和上流社会的淫乱堕落。意识流小说则把生理情欲内容当作生活真实的过程，当作文学的全

部内容，当作现代人生的本质来渲染描绘，甚至不乏欣赏和展示的成分。人潜意识中的情欲意识，人的本能感受体

验，成了意识流小说创作关注与描写的重点和中心。自然生理情欲已不再是自然主义作品中的线索和展开故事情

节的工具式载体，而是具有生命体的本质内涵属性，是现代人面对社会异化而形成的一种人性异化表现，并成为一

种人生内容和价值取向。

同时，自然主义文学注重的是生理情欲、情节描写中所显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注重揭示遗传因素得以衍

生的环境因素。在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最轻佻、最浅薄的短篇小说中，这位艺术家感兴趣的也不是色情本身，

不是纯粹的情欲，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人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 *$）。意识流小说中

人物的生理情欲描写，其社会关系和环境的因素淡化，被人物细腻的自我心理感受所代替。如果说自然主义是通

过生理情欲显示的社会关系和环境来提示造成社会人生悲剧原因的话，那么，意识流小说则通过人物的情欲意识

与死亡意识来显现人生悲剧的真实内容。在艾略特的《荒原》中，丽达告别情人，离开酒吧时，那“明天见，可爱的太

太们，明天见，明天见”的诗句，直接引自《哈姆莱特》中奥菲莉亚投水自杀前的呓语，暗示现代人在情欲中寻求慰

藉，正如奥菲莉亚向死神寻求慰藉一样；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马赛尔的心理始终萦绕的是死亡意识；在《尤利西

斯》中，轻环境而重意识，以三个人物一天的心路历程来象征并对应作者对爱尔兰乃至全人类生存状况的哲理思

考；而《达罗威夫人》中，克莱莉莎的情欲意识与孤独忧郁，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的灾难经历和死亡意识，也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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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人受忧郁症困扰，并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战胜病魔、追求解脱的一种精神超越方式。如果说，生理情欲在自然主

义文学中是作为一种否定因素被描写，而且其中不乏作家热血沸腾的拯救社会、改变环境之心的话，那么，在意识

流小说中则成为缠绵无奈的心理体验和忧郁悲观的人生感受。意识流作家不再关注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

而是试图通过心理、生理和情欲的探究，来真实显示危机和灾难下人物的种种心态，从而达到自我解脱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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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人为本的高教管理理念

“人本身就是尊严”，这句话出自伟大的思想家康德。高教管理活动是一项特殊的活动，它是通过管理人员与教师、学生

的双向互动进行的，要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前提是积极转变高教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尊重人格，顺应环境。传统的管理基

本上是依据“物—人—物”的理论，强调人的经济性，强调物质刺激，强调工作的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以

人为本，表现为一种“人—人—人”的理论，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人际关系及其影响，强调情感的作用。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

的地方，又是培养未来人才的场所，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能充分挖掘教师和学生的潜能，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人”既是高教管理的主体，又是高教管理的客体。人是有感情、有个性、有欲望、有思想、有动机、有追求的生命

体。对人的管理，始终是高教管理的主要问题，是提高教育管理效率的关键。在高教管理的实践中，作为管理客体的人从来

都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来自管理主体的各种信息和指令的，因此，只有从人出发，只有研究人、了解人，充分满足人的合理要

求，才能保证教育运行机制的正常运转，才能使高教管理达到预期的目标。

高教管理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在这种宽松的教学、研究环境下，组织效率很高，教师权限很大，个

人奋斗和兴趣结合，创新风险和成本降低，教师之间不容易出现互挖墙脚、投机取巧、人浮于事等内耗现象，使教师队伍更稳

定，团队精神得到张扬，人际关系更加宽松和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得益彰，人本化管理得到充分体现。在这样的理念指

导下，针对青年教师的发展需求，就要给他们定目标，压担子，通过经济激励和业务激励，通过与教师的帮带和进行业务指导，

为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针对中年教师的成就需要，要让他们挑大梁，提供场地、经费，对他们的工作业绩予以宣传、肯定，树

立榜样，通过表彰和晋升等手段，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针对老教师的尊重需要，要给予关心爱护，适当减轻他们的工

作负担，充分发挥他们的顾问和指导作用，总结经验，传播经验。要大力倡导民主参与，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团结协作、不断创

新，并有着强烈归属感、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的优秀教师群体。

学生是管理的对象，也是管理的主体。现代教育的目的已不只局限于传道、授业、解惑，而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学

生将从教育对象转变为教育服务的对象。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可以减少学校与学生的对立，尽量避免学生告母校的

事件发生，这其中包括尊重学生的个人生活，课程专业的自由选择，价值观的自由表述和对学生个人创造能力的认可等多个

方面。在制订学校有关规章制度时，应引入听证制度，做到规范动作，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对违规学生的处理更应慎之又

慎，遵循教育规律，增强法制观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高教管理理念，意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使学校管理人本化和民主化，使学校整体素质得到

优化，综合实力得到提高。

（杨 卫）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HN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