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条件也对生产发生非常重要的

影响
。

这些因素和条件的具体—
历史结合

,

决定着一切社会生产的

内部结构
,

自然的生产
,

活劳动的

生产
,

物化劳动统治的生产和社会

化生产
。

与此相应的就是原始社会
、

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丈社会
。

一切真

实的社会系统都依赖于 自己特殊的

基础 (生产类型 )或发展的主导因素

(起支配作用的条件 )
,

它们决定社

会系统的所有其他现象和关系
。

同

时每一种社会关系又都是暂时的
,

它在历史进步力量的压力下
,

改造

为新的系统整体性
。

社会就向前发

展了
。

所以社会系统结构的更替和

继承是社会发展辩证法的最典型的

特点之一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客观世界

当作一个发展的系统来 考 察 和 研

究
,

涸然是一个事实
。

但是
,

现代系

统论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通

讯
、

自动化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科学

技术革命的产物
。

库兹明把本书论

述的一切归结为对马克思理论和方

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的发掘是否合

适
,

这里不加讨论
。

引人注目的是
,

库兹明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

本问题
、

基本范畴
、

基本原理提出

了系统论观点的新的见解
。

( 《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

则 》 , 〔苏〕库兹明著
,

王 炳文
、

贾泽林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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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小说集》

王稼句

去年荷香时节去杭州
,

造访孤

山北麓的曼殊塔
。

凭吊之际
,

颇多

感慨
,

心想
:

如果苏曼殊的著作再

不出版
,

这位近代的著名文学家就

将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

不料
,

桂花开时
,

就在苏州买到了新版的

《苏曼殊小说集》
。

欣喜之余
,

又不

由为苏受殊短暂的一生 而 叹 急不

已
。

就象该书封面上画的那样
:

一

只离群的孤雁在漠漠的夜空中
,

追

求一轮圆月的明光
,

但终然是可望

而 不可达
。

这是何等悲哀
、

何等惨

淡的际遇
。

苏受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

在

文学创作上主要是 诗 和 小 说
。

但

他小说的成就远 不及诗的成就
。

他

从一九一二年开始创作小说
,

且多

以爱情为题材
,

反映出男女青年的

恋爱悲剧
,

从争取婚姻自由方面触

及了反封建的问题
,

这在辛亥革命

后的中国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

但是
,

纵观曼殊的小说创作
,

不难

发现
,

他的小说实际上并没有脱离

旧式言情小说的案臼
。



具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的 《断

鸿零雁记》
,

可以说是曼殊小说的代

表作
。

柳亚子
、

柳无忌父子甚至根

据它的材料移花接木地编撰了 《苏

玄瑛新传》 和 《苏曼殊年谱 》
。

这当

然是不很精确的
,

但《断鸿零雁记》

也确实突出地表现了曼殊个 人的身

世之感
。

小说中的雪梅是一个敢于

反抗封建势力
、

忠于爱情的青年女

子
,

她含辛茹苦地等待自己的意中

人
: “
沧海流枯

,

顽石尘化
,

微命如

缕
,

妾爱不移
。 ”

在继母力逼其另嫁

富室之际绝食而死
。

小说对于 以女

子为货物
、

见利忘义的社会势力进

行了鞭答
: “
顾其生父继母

,

都不 见

恤
,

以为女子者
,

实货物耳
,

吾固

可择其礼金高者而禽之
,

况此特权

操诸父母
,

又乌容彼纤 小 者 置 一

辞 ? ”
小说也揭示 了这一悲剧的根源

在于贫富的悬殊
,

但作者没有展开

这一矛盾
,

而使消极因素占了主导

地位
。

小说采用 了第一人称的叙述

方式
, “

余
”
的身上投射着曼殊 自己

的影子
。

在《绛纱记 》中
,

交织 了四对青

年男女的恋爱故事
,

展开 了广阔的

社会背景
,

批判了资产阶级以金钱

为轴心的婚姻关系
,

又揭露了西方

腐朽的生活方式在中国 的 恶 劣 影

响
。

在《碎柳记》中
,

出现了封建卫

道士的形象
,

他的干涉使三个青年

殉情而死
。

小说并借女主角之 口批

判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
: “
人谓美

国文明
,

不知彼守财虏
,

正思利用

物质文明而使平民 日趋于贫
。

故倡

人道者有言日
: `

使人地空气而能买

者
,

早为彼辈吸收尽矣 !
”

揭露得可

谓深刻
。

在其他 几篇小说中
,

也都

表达了相同的主题
,

这都是曼殊小

说的积极方面
。

不可否认的是
,

由于苏曼殊的

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和虚无主

义的
,

所以他的小说中飘溢着世事

多变
、

人生无常和感伤 颓 唐 的 情

绪
。 “

忏尽情禅空色相
” ,

作品总以

遁入空 门
、

为僧为尼而告终
,

悲哀

的情悻从宗教中获得了解脱
。

因而
,

曼殊小说的成就和局限
,

都反映出

了近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

对于苏曼殊
,

郁达夫在 《杂评

曼殊的作品》 一文中曾这样说
: “
苏

曼殊是一位才子
,

是一个奇人
,

然

而决不是大才
。

天才是有的
,

灵性

是有的
,

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
,

可是缺 少独砂性
,

缺少雄伟气
。 ”
我

认为
,

这个评论是精当的
。

应该指出的是
,

此书所载的《惨

世界》十四 回本
,

是苏曼殊与陈山己

(独秀 )合译
,

由苏曼殊主 译
,

陈由

己润色加工
,

并续译十二至十四 回
。

它的单行本是一九 O 四年由镜今书

局出版
。

而这一 点
,

此书的 《出版

说明》 中未加说明
。

(《苏曼殊 小说集 》
,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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