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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话 蔡 希
 

陶 的 小 说

陈 思 清

唐强同志在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 》中
一

说
! “

我说我们可 以有多种又学史
,

我个人要写
,

就写一家言
,

写我自己艺术欣赏标准
,

那个后来去搞了植物学的蔡希陶写过几

个短篇小说
,

我一定要写他
。

他是写四川
、

云南边 区少数民族生活的
,

至少有五篇左右
,

很

有特 色
。 ”

又说
“

鲁迅生前赞扬过两个人
!

蔡希陶和裴文中
,

《中国新文学大系 》总结了中

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绩
,

他在 《小说二集 》序言里提到了裴文中
。

没有提到蔡希陶
。

蔡希陶第二个十年三十年代才写小说
,

写的不多而很好
。

《爬梯
—

一个赶马人的故事 》
、

《蒲公英 》
,

都写得很不错
。 ”

� 唐强同志对蔡希陶小说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辞
。

蔡望陶原籍浙江省东阳县蔡宅镇人
。

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二 日生
,

青年时代就酷爱文学
,

曾经向往着做一名文学家
,

但 因家境贫寒
,

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念了一年就辍学了
。

为 了生

计
,

一九二九年进北平静生物调查所当了练习员
。

在我国老一辈植物学家胡先啸先生领导下

进行工作
。

他由此迷上了植物学
。

为了开发云南这座植物宝库
,

填补我国植物学的空白 汽
,

一九三二年
,

蔡希陶随北平静生物调查团从四川宜宾出发
,

沿着金沙江徒步到达云南
,

然后

又 向西折回到大凉山
,

然后又从大凉山南下云南
,

经过哈尼族
、

壮族
、

苗族人民居 住 的地

区
,

直到中越边境的屏边
。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
,

他在云南艰苦跋涉了三年
,

从乌蒙山

到碧罗雪山
,

从金沙江河谷到怒江
、

澜沧江
、

红河两岸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
。

作为三年艰苦跋

涉的代价
,

是采集到一万多号植物标本
。

边疆少数 民族的苦难和古朴
,

淳厚的风俗 以 及 各

地的风土人情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

从一九三三年开始
,

通过陈望道的推荐 � 蔡是陈的学生

和亲戚  
,

先后在傅东华
、

郑振铎
、

王统照主编的 《文学 》上投稿
,

发表 了短篇小 说 《 普

姬 》
、

《四十头牛的惨剧 》
、

《爬梯 》和童话 《蒲公英 》
,

同时又在陈望道主编的 《太白 》

上发表 了《四川的巴布凉山人 》 � 风俗志  
、

《减价 》 � 速写  《天下第一关 》 � 速写  
。

成为该刊特约撰稿人之一
。

鲁迅当时是 《文学 》和 《太白 》的编委
,

蔡希陶的小说给他留下

了 良好的印象
,

这位文坛泰斗和年青的文学新人在陈望道家里会面了
。

鲁迅十分关心这位漂

亮小伙写的小说
,

盛赞 《蒲公英 》
“

具有关东大汉的气派 ! ”

∀

抗战全面爆发后
,

蔡希陶随北平静生物研究所迁到昆明
。

此后
,

他潜心于植物科学的研

究
,

这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事业心的植物学家在生活濒临绝境的时候也没有离开云南
。

蔡希陶热爱边疆
、

热爱少数民族
。

一九八一年一月九日
,

病魔夺去了这位献身祖国科学

事业的植物学家的生命
。

蔡希陶是一位业余作家
,

留下的作品不多
。

有小说四篇
,

还有几篇散文
,

主要内容是反



映我国西南边睡少数民族的风情和婚姻 习俗的
。

为他赢得声誉的是他的小说
。

《普姬 》 �载一九三三年 《文学 》创刊号 �是蔡希陶的处女作
。

小说着力描绘了花苗姑

娘普姬自由择偶的画图
。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云南南部一个偏僻的苗寨里
,

那里的苗人过着

狩猎和游牧生活
,

愚味
、

落后
,

保留着早婚和 自由择偶风俗
。

小说通过普姬择偶的故事
,

为

我们摹写出一幅我国西南边境苗族婚姻风俗画
,

刻画出一位活泼娇憨又有几分爱慕虚荣的苗

家少女形象
。

在这个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不久的落后民族中
,

尽管保留着少年男女

自由择偶的传统风俗
,

但是起支配作用的还是财产
。

《普姬 》是以喜剧形式告终的
,

究其实

质
,

却是一的喜剧形式掩盖下的具一定社会意义的悲剧
。

《普姬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

以真实
、

素朴
、

粗犷见长 �虽不乏自然主义的描写 �
。

它由陈望道推荐给 《文学 》后
,

得到独具慧眼的茅盾同志的赏识
,

他指出
,

《普姬 》这篇小

说
, “

只是苗人生活的一种实地记录
” , “

这里没有小说的技巧
,

并且作者的文笔 也 很 朴

素
,

然而
,

正因为作者只把他的观察很朴素地记录下来
,

这篇故事就给读者一个生动活泼的

印象
,

苗人生活的一部分象图画似的展开在我们眼前了
,

虽然这幅图画缺少了绚丽的色彩
。 ”

他还将 《普姬 》与黑婴的 《五月的支那 》加 以比较
,

强调指出
,

尽管技巧上后者 要 略 胜 一

筹
,

但是
“

由生活实感而产生的作品 �即便象 《普姬 》的作者只是苗人生活的观察者 �, 往

往会比那没有实感而专凭想象的作品更能动人
。 ”

# 茅盾对普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

是他发

现并向文坛推出了蔡希陶
。

茅盾从文艺的真实性出发肯定 《普姬 》显然不是就事论事
,

而是联系当时文坛有倾向性

的问题发表意见
。

三十年代前后
,

我国文坛受到苏联
“

拉普
”

与 日本
“

纳普
”

提出的
“

唯物

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

的错误影响
,

出现了片面强调政治性而忽视真实性
,

甚至用政治性代替

作品真实性的错误影响
,

导致公式化
、

札
∃

念化的作品充斥左翼文坛
。

茅盾在 《 � 地泉  读后

感 》中指出
,

这一段时间产生的作品
,

存在着严重的
“

脸谱主义
”

和
“

方程式
” ,

差不多完全

是失败之作
。

在 该文中
,

他正确阐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 文艺与生活

%
政治与艺术的辩证

关系
,

以纠正创作方法上的
“

左派幼稚病
” 。

茅盾从文艺与创作的关系出发推崇 《普姬 》等

作品
,

是同他反对
“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 ,

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直接关系
。

《普

姬 》等一批写实主义作品的出现
,

在当时是有特殊意义的
。

《四十头牛的惨剧 》 � 载 《文学 》第三卷第一号
,

以下简称 《惨剧 》  
,

是一篇取材傈傈

族 � 小说中为
“

黎苏族
”

 婚姻习俗的小说
。

透过择偶
、

婚嫁等奇风异俗
,

着力鞭挞了
“

结

婚要聘礼
,

离婚要加倍赔偿损失
” ,

否则就掳掠对方的亲人当农奴抵债这一野蛮的奴隶制婚

姻 习俗
。

在奇风异俗的画面上
,

展现了傈傈族少女阿娜的悲剧命运
。

阿娜的不幸激起我们发

自肺腑的同情和 叹息
,

阿娜为保卫 自己的幸福和作为
“

人
”

的尊严和命运抗争的精神又令我

们欣 慰和激动
。

《四十头牛的惨剧 》生动有力地抨击了奴隶制买卖婚姻的罪恶
,

并在一定程

度上 摹写出业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但仍然保留着原始社会古朴风俗的傈傈族生活风貌
。

阿娜的形象较普姬有发展
,

人物有了个性
。

作者细腻地描写了阿娜惊人的美
,

也努力开

掘她心 灵的美
,

性格的美
。

这种美
,

既蕴蓄着原始民族纯真善良的天性
,

又有内 在 的 心 灵

全台
二, 丈 &

她和前夫阿次婚后有过一段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
,

作为一个女人 � 实际上她还是一个未

成年的孩子  
,

她渴望得到丈夫的温存疼爱
,

人格受到尊重
。

她因为阿次去亲戚家作客忘记带

回松鼠肉而爆发的哭 闹
,

反映了她的任性和 自尊
,

实际上也是一种变态的撒娇
,

如果阿次略



微给予她温存和抚慰
,

这一场风暴是会平息的
,

然而酒醉的阿次却用燃烧的柴
,

烙伤了她的
、

胯
。

这一野蛮行为不仅摧残了她的肉体
,

更深深伤害了她的灵魂
,

损害了她作为人的尊严
。

她不再哭泣
,

当晚就跑回父亲家中
。

她对阿次的反抗尽管是 自发的
,

但也显示丁
一

这位少数民

族妇女作为人的意识的朦胧觉醒
。

此后她与华阿思的结合纯属一见倾心
。

他们过着勤劳
、

简

单的生活
,

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
,

然而他们十分知足
,

小 日子是愉快而称心的
。

阿娜是纯真

善良的
,

但又是倔强和 自尊的
∀ 她的心纯净得象沪沽湖的碧水

,

温柔似森林中的小鹿
,

又倔

强得象 一头任性的小牛
。

在心 灵深处却充满了对爱的渴望
,

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

把 《普姬 》和 《四十头牛的惨剧 》作些比较
,

就会发现这两篇小说相同之处在于主题和

题材基木一致
∀
不同之处在于

!

首先
,

《普姬》侧重于奇风异俗的渲染
,

《惨剧 》着眼于人物

的悲剧命运
,

不仅构思不同
,

主题的开倔也有深浅之别 ∀ 其次
,

刻划人物手法不同
。

前者主

要通过特定的场面和简单而微妙的心理活动
∀ 后者着重通过事件和行动

。

虽然都重视 肖象描

写
,

但手法不一样
。

描写普姬
,

用的是白描
,

描写阿娜
,

用的是工笔
。

作者用浓郁的抒情几

乎是纯客观的描写
∀ 笔触

,

一迭连串的比喻
,

抓住特点
,

从牙齿
、

笑声
、

眼神
、

面庞
、

眉毛绘出

阿娜的 肖像画
。

作者还采取 由远及近
,

逐层推进的方法
,

从距离的远近
,

光线的明暗来刻划

人物
,

人物形象富有立体感
。

此外
,

还采用对
一

比手法
,

从眼神
、

歌声
、

舞步等方面写出人物

肖像的 巨大变化
,

烘托 出人物内心深沉的悲哀
,

悲剧 气氛的渲染收到了史诗般的效 果
∀ 第

三
,

从艺术风格来看
,

《普姬 》热烈粗犷
,

《惨剧 》保 留了 《普姬 》的基本风格
,

并在此基

础上增加了优美细腻的描写和抒情成份
,

有着较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

《惨剧 》还采取纵横

交错结构
,

克服了 《普姬 》叙事平直的毛病
。

自然
,

小说也并非无懈可击
,

阿娜 肖像的刻划

留下了人工雕琢的痕迹
,

对话 尚缺少个性
,

语言的民族特色有待进一步探讨
。

然而
,

阿娜的

形象是有光彩有个性的
,

她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 #狗傈傈族妇女形 象
。

小说以鲜明的民族

特色为人瞩 目
。

它是一幅奇异的风俗画
,

也是一幅人物肖像画
,

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

价值
。

当时有人将它和许地山的小说 《春桃 》并列向读者推荐
,

认为它们
“

都是很值得一读

的小说
。

∋ 由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
,

读来真实
、

亲
一

切
,

同情
、

叹息
、

惆怅
、

悲哀

之情索绕于心
。

《爬梯
—

一个赶马人的 日记》�刊于一九三四年《文学》第三卷第五号 是反映三十年代初

期滇西内地白族赶马人生活的小说
。

作者采用 日记体
,

以一个赶马人的身分
,

详实地记载了一

个 由民家人组成的大马帮
,

以每驮洋烟二十元零五角的脚价
,

替旅长 又 把四十八驮洋烟 由滇西

重镇下关驮到省城昆明半月的马帮生活
,

生动而有层次地展现 出白族年青赶马人徐三从
“

爬

梯
”

的美梦中跃落的惨剧
,

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出三十年代云南滇西至内地的生活和风情
。

三十年代初期的云南
,

交通阻隔
,

军阀割据
、

处于极端闭塞落后状态
,

马帮成了滇西地

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

封建军阀为了牟取暴利
,

常常高价雇佣马帮进行大烟走私
。

沿途险

关恶林处
,

时常发生抢劫
,

但是可观的脚价又诱使贫困的赶马人挺而走险
, “

爬梯
”

白勺悲剧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的
。

主人公徐三
,

是一个刚走向生活的年轻的白族赶马人
,

对赶马生活充满了幻想
,

在他看

来
,

生活的意义
,

就好象爬梯子
,

一步比一步高
,

只要拼 命苦干
,

就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去
,

当上一个拥有二三十匹马帮的锅头 ! 徐三爬梯的梦
,

既反映了个体劳动者个人奋斗
,

劳动发家

的传统观念
,

又饱含着他们改变生活境遇的迫切愿望
。

小说对徐三形象的刻划是成功的
,

作

者在一 定程度上草写出他既单纯又复杂
,

既朴实又油滑
,

既谈慎又大阻
。

既善良又粗兽
(

既



聪明又愚昧的性格特征
,

不仅真实可信
,

而且达到一定的深度
。

他勤俭
、

安分
,

却经不住万

锅头的怂恿
,

拿着刚买到的小青骡子去冒险
,

结果是
“

爬了一级倒跌下两级来
” ∀ 他不漂不

赌
,

心地善良
,

不干
“

缺德事
” ,

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

但是性情粗暴
,

动辄打老婆
,

虽在

心底爱他任劳任怨的妻
,

偶尔
一

也难免
“

见了野花朵朵香
” 。

他还十分忌讳
、

迷信
。

小说没有

回避徐三 由于职业
、

文化
、

教养等原因所沾染的不 良习气
,

如油滑
、

粗鲁
、

低级趣味等从而

塑造出一个阶级意识 尚未觉醒的有血有肉的 白族年轻赶马人形象
。

小说通过徐三
“

爬梯
”

的

悲剧
,

否定了不问客观环境
,

单凭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传统生活道路
,

揭露和鞭斥了云南地

方封建军 阀对边疆各族劳动者的压迫和掠夺在一定程度上摹写出当时云南的社会现实
。

象徐三这种不问客观条件
,

认为只要拼命苦干就可以爬上去的思想
,

在广大底层劳动者

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

这一 方面是 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 另一方面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长期

宣传鼓吹
,

致使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

长期以来
,

成为个体劳动者信奉的生活信条
。

鲁 迅 在

《爬和撞 》中指出
! “

不但穷人
,

奴隶也是要爬的
,

有了爬得上去的机会
,

连奴隶也会觉得

自己是神仙
” 。 “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
,

然而个个以为正是他自己
。

这样自然都安 分 的 去 种

田
,

种地
,

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
,

克勤克俭
,

背着苦恼的命运
,

和 自然奋斗着
,

拼命的爬
、

爬
、

爬
、 ” , “

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
,

挤下来又挨上去
” ,

并且借此培养他们的错觉
,

使他们
“

认定 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
,

而只在旁边一一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
。 ”

这样
, “

天

下自然太平了
。 ”

) 鲁 迅不仅指出了
“

爬
”

的思想在个体劳动者 中间存在的普遍事实
,

而且一

针见血地道出了
“

爬
”

是统治阶级一手制定的控制人民
、

防止反抗的方法
,

它有利于巩固统治

阶级的统治秩序
,

因而成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竭力宣传的生活哲学
。

从 《爬梯 》的主题和发

表的时间来看
,

作者显然受到鲁迅思想的影响
。

∗当时有人从左的方面指责 《爬梯 》等小说
“

所描写的都是社会中没落分子底事迹
” , “

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着颓废和悲哀
” 。

《文学
(

论坛 》予以反驳
,

指出
, “

问题不在描写的是不是没落分子的事迹
,

而是作者对这些没落

分子抱什么态度
,

这就是作者是否同情他作品中的没落分子
” , “

难道 《爬梯 》是在说爬梯

那样的观念不错么 + 难道不是指出徐三那样的
‘

爬梯
’

一辈子
一

也没有出头 日子么 + ”

, 充分

肯定了 《爬梯 》主题的积极意义
。

《爬梯 》虽然没有正面为劳动者 指明出路
,

然而却透过徐三
“

爬梯
”

的悲剧
,

否定了单

凭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传统生活道路
,

对边疆各族底层劳动者是有教育意义的
。

应该说
,

徐

三的形象同老通宝
、

云普叔
、

祥子一样具有典型意义
,

尽管形象的深浅
、

艺术成就的高低不

同
。

《爬梯 》较前面两篇小说更为成熟
,

在思想性和艺术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

第一
,

题材领域

扩大了
,

作者的生活视野开阔了
,

作品的思想容量加大了% 等二
,

塑造出了一群个性鲜明的

白族劳动者形象
−

精明老炼
、

重义气
、

染上大烟瘾的万锅头 % 热心肠
、

心眼多
、

喜欢干
“

缺

德事
”

的矮个子小马
%
有着较多的油滑习气

、

喜欢涎着脸寻女人开心逗乐却又时时怀念亡妻

的 中年赶马人老张等都刻划得比较成功
。

徐三的妻
,

着墨不多
、

寥寥几笔就刻划出白族妇女

勤劳
、

柔顺
、

任劳任怨的性格特征
%
等三

,

作品的艺术手法有了新的突破
。

《普姬 》侧重于

奇风异俗的描写和场面的铺叙
% 《惨剧 》着眼于故事情节

、

肖像描写和悲剧气氛的 渲 染
%

《爬梯 》则以大胆的
、

细致的
、

深入赶马人内心
、

生活的描写见长
,

人物刻划达到一 定 的 深

度
。

虽然保 留了素朴
、

粗犷的基本风格
,

但于粗犷中见细腻
,

于素朴中见绚丽
,

于平淡 中见

新奇
。

滇西内地社会风俗民情的描写和群众地域性生活语言准确而娴熟刚运用
,

使作品的地



·

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水乳交融
,

较为真实地摹写出三十年代滇西内地的生活风貌
。

是一幅色彩

斑烂的社会风俗画
。 ,

蔡希陶的文学活动与植物考查活动是一对孪生兄弟
。

随着阅历的增长
,

尤其是左翼文坛

鲁迅等人的影响
,

他把视线转向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
。

凭藉自己在植物学方面的渊

博知识和在植物考查中获取的灵感
、

联翩的想象
,

针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
,

创作出

植物童话 哎蒲公英 》 �刊于一九三七年《文学 》第八卷第四号 �
。

「

“

不仅在题材
、

形式
、

风格
、

技巧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

而且作品内容浩瀚
,

包 罗 万

象
。

鲁迅称赞 《蒲公英 》具有关东大汉的气派决非过誉之辞
。 ‘ ! ’

见

《蒲公英 》是描写植物界的生
‘

活和生存竟争的
。

作者借助达尔文生存竞争
、

生物进化的

学说来反映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
, ’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理论机械地运

用于社会斗争
,

而是榕铸了自己的观点
,

取其合理内核
,

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
。

童话既不是

单纯地描写弱肉强食时自然现象
,

也不是宣扬适
!

者生存
、

不适者淘汰的理论
,

更不是 歌 颂 强

者
,

反之
,

是谴责强者对弱者的压迫
,

‘

歌烦弱者坚韧顽强
、

奋斗不息的精神
,

歌颂弱者的自
‘

强和抗争
,

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弱者战胜强者的辩证法
。

含蓄
、

婉转地表达了作者对各种社会

矛盾的观点
。

《蒲公英 》通篇采用拟人化的手法
,

多层次的象征犷赋予笔下的植物以鲜 明的

个性和深刻的寓意
。

《蒲公英 》是科学和文艺的完美 结合
,

不愧是蔡希陶的代表作
,

它最能

体现这个植物学家的艺术个性
。

童话涉猎的植物很多
,

作者选取蒲公英
、 、

橡树
、

茅草作为主要描写对象
,

他们分别代表

植物界生存竞争中三种意识
、

三种典型
。

作者用工笔为我们描绘 出一幅幅植物界生存竞争的

画面
!

橡树是森林中最强盛的家族
,

傲慢
、

骄横
、

拼命扩张
,

毫不留情地置树荫下的小花小

草于死地
,

但是拼命扩张的结果却加速了 自身的溃腐
,

他的子孙也因为得不到阳光的照射萎

黄而死
, “

他们自己所形成的最高发展的社会组织阻断了他们种族嗣续的机会
” ,

终于无法

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

童话中的蒲公英老人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

他圆滑世故
,

八

面玲珑
。

凭藉自己丰富的阅历和满头白发
,

天然一幅老态龙钟的相貌
,

巧妙地周旋于橡树和

茅草及旁的小花小草之间
。

或者摆出一幅博学多识的面孔教训小花小草
∀ 或者伪装仁慈

,

骗

取他 �她 �们的信任
∀ 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去 巴结讨好橡树

,

称羡橡树的伟大和强盛
。

为了维护 自

身的利益
,

不惜把橡树的扩张引向草地
,

但是他的虚伪和两面派手法终于被小花草 们 识 破

了
。

坚韧顽强
、

忍饥耐渴的茅草
,

是植物界生存竞争的佼佼者
,

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始

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

不卑不亢
,

自强不息
,

完全凭借 自身的力量战胜各种 自然灾害
。

在雨水

过多的盛夏
,

他们因为得不到 阳光的照射而死亡
,

化为橡树吸食的腐植土
,

然而春风一吠
,

又

是一派盎然生机
,

用生命的绿缀满大地
。

橡树死亡之后
,

为繁衍子孙和蒲公英展开了新的生

存竞争
,

毫不理喻他的
“

忠告
”

和终日怨骂
,

为自己的生命而顽强奋斗
,

用蓬勃的绿掩盖 了

老蒲公英居住的岩隙
,

成为称霸森林的强盛家族
。

《蒲公英 》鞭斥了橡树的罪恶
,

批判了蒲公老人的处世哲学
,

讴歌了茅草顽强奋斗的精

神
。

童话所描绘的植物界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斗争 画面
,

是现实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

社会矛盾的折光反映
。

作者借助小毛莫的 口
,

诅咒了不公平的世道
∀
通过茅草呐喊出

“

那些

大橡树不倒
,

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出山的
”

响亮 口号
,

一语双关
,

启迪读者广泛的联 想 和 思

考
。

《、清公英 》内容丰富
,

寓意深刻
,

蕴含着深邃的哲理
,

耐人咀嚼
。

童话 ∃%& 划 了众多的植



物形象
,

紫罗兰
、

诸葛菜
,

小毛莫等小花小草虽着墨不多
,

却性格鲜明
,

蒲公老人的形 象刻

划得十分成功
,

作者把他放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通过 肖象
、

对话
、

心理活动
、

对比等手法充分

表现 了他狡黯
、

自私
、

伪善
、

世故等性格特点
。

蒲公老人的形象不失为一种丰富的 艺 术 典

型
。

将 《蒲公英 》与前面几篇比较
,

呈现 出崭新的艺术风貌
!

科学和文艺的完美结合
,

是 《蒲公英 》最显著的特色
。

文学才能加上渊博的植物学知识

形成了这篇童话独特的艺术风格
。

确切地说
,

仅有文学素养而没有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和实地

观察激发出来的灵感
,

是不可能写出象 《蒲公英 》这样清新
、

隽永而又寓意深刻的文字的
。

歌德在谈到 自然和艺术的关系时说
,

二个具备摸仿才能的画家
, “

假如在他的才能之外再加

上植物学知识
,

假如他经过了深入的发掘
,

而懂得了植物的各种不同部分在其成长和健康方

面的影响
,

以及它们的用途和交互作用⋯⋯他就会变得更伟大
、

更可靠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

不仅可以在现象的选择上面显出自己的趣味
,

而且还会由于表现各种特殊的 质的确切性而引

起我们的惊讶
,

并使我们受到教益
。

在这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已经形成风格
。 ”

. 《蒲公英 》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

·

%
(

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是 《蒲公英 》的又一特色
。

丰富的想象
,

·

动植物的拟人化
,

多层次

的象征构成 了童话的浪漫主义
。

作者笔下的花草林木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感情
,

象人类一样的

生活
、

游戏
、

饮食
、

恋爱 % 为了生存和繁衍子孙后代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拼搏
。

作者

笔下生气勃勃
、

气象万千
、

变化无穷的大 自然组成了地球上另外一个大千世界
。

骄横无理的

橡树
,

狡滑
、

伪善的老蒲公英
,

奋斗不息的茅草
,

乖巧的诸葛菜
,

惹人怜爱的紫罗兰
,

幸福而

又腼腆的景山
,

忿忿不平的小毛莫等等不仅栩栩如生
,

而且勾勒出了现实社会中形形 色色的

人们的脸谱
,

耐人寻味
。

第三
,

题材新颖
,

构思奇特
,

语言清新明丽
,

使 《蒲公英 》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风格
。

《蒲公英 》这篇佳作
,

得到当时新任 《文学 》编辑王统照的赏识
,

∃

不仅成为 《文学 》八

卷四号的压卷之作
,

还在 《编后记 》中向读者热情推荐
, “

希望读者对 《蒲分英 》这篇题材

新颖
,

笔法爽丽的创作注意看看
” ,

象这样
“

既美丽又含有深意的文字
,

即
%

读过一遍 已令人

不忍释手
” , “

风格
、

笔法 % 从虚
,

从实 % 写意
,

写事
,

各各不同
,

独造之难在此
,

但我们

不可看轻
, ‘

偶得的天成
’

亦在此 ,
”

/ 他认为象这样独出心栽
,

用另一种风格写文字的作

家太少了
%
还联系 自己利用自然的生物写寓言式的小品文的切身体会

,

认为自己
“

偶 有 所

作
,

太简
、

太浅
” ,

读了蔡君的佳作
,

倍感喜悦
。

《蒲公英 》标志着年青作家思想上的升华与艺术上的成熟
,

较充分地显示了这位植物学

家的艺术个性
。

蔡希陶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植物学方面
,

作为业余作家
,

留下的作品有限
,

但是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
,

却是很有特 色的
−

一
、

开拓 了中国现代小说题材的领域
,

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

列宁说
− “

判断历史的功绩
,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

而是根

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

0 在浩如烟海的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
,

反映少数民

族生活的作品屈 指可数
,

反映三十年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
,

为人称



道的是艾芜的 《南行记 》
。

《南行记 》描绘的是云南西部中缅边境傣
、

克钦 �解放后统称景

颇 � 族的生活
,

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

呈现出鲜明的异国情调
。

蔡希陶的小说描写的则

是滇西的 白族
、

傈傈族滇
,

南的苗族的生活和传统风俗
。

采用的是 写实主义手法
。

他 们 的 小

说
,

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
,

组成了三十年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

的风俗画与风情画
,

这画面既是单纯的也是绚灿的
,

是欢乐的又是苦涩的
。

善与恶
,

爱与恨
,

美与丑都是那么沉重的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

引人遐想
。

第二
,

民族特 色与地方特 色的融合
。

鲁迅历来十分重视地方色彩
,

觉得是开拓眼界
,

增加知识的
, “

而且风俗图画
,

还于学

术上也有益处的
。 ”

∋ 他还强调说
! “

有地方色彩
,

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

即 为 别 国 所 注

意
。 ”

0 虽是针对版画
,

在文学上也是一样的
。

蔡希陶的小说逼真地摹写出三十年代云南边

睡部分少数民族原始
、

古朴
、

野蛮的风俗
−
无论是苗族

“

赶花山
”

的择偶风俗
,

傈傈族嫁娶

风俗
、

热情好客与互助的风俗
,

白族
、

汉族的对歌等等
,

既呈现出奇异的民族特色
,

又烙印

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

由于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

一些地

区
,

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相互渗透
,

甚至溶为一炉了
。

别林斯基说
,

艺术
, “

就其内容而言
,

是民族的历史生活的表现
”

0
。

历史学家们称云南为 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

蔡希陶的小说
,

某种程度上
,

多侧面地描绘出了云南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面貌
,

其认识价值和审美

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

第三
,

文学形式与文学与文学风格上的探索和创新
。

蔡希陶的几篇小说取材并不雷同
,

手法也富于变化
,

从叙述角度看
,

有第一人称
,

第三

人称 % 从艺术风格上看
,

既有朴素
、

粗犷的写实之作
,

也有清丽和细腻之作
,

有的小说还洋

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
,

表现出年青作者刻意求工的苦心
,

而心理分析手法的大胆运用显示了

年青作者的勇气
,

象 《蒲公英 》那样有气魄的佳作
,

显然是同类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
。

作为一个刚登上文坛的青年业余作家
,

蔡希陶的作品 自然也有不足之处
,

总的说来还不

够厚实
、

深沉
,

语言上也有值得推敲之处
,

但已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特有

的民族特色使为耳 目为之一新
,

大大开拓了读者的视野
。

他 以真实
、

素朴
、

大胆
、

细腻的基

本风格在同类题材作品中独树一帜
。

注 释
−

� 《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
, 1234 年5月第6版

。

∀ 唐韬 − 《鲁迅的故事
,

文学挽留不住的人 》
。

.茅盾 − 《新作家与处女作》
,

原载于一九三三年《文学 》第一卷第一号
。

参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一九 八

二年第二期《茅盾的五篇未署名文章》
。

∋ 《读
7
文学

 
一周纪念号》见 《文学》三卷三号

。

) 《准风月谈 》
。

∗ 《爬和撞》最初发表于翻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 》《自由谈 》
。

是针对梁实秋一九二九 年 九 月 《 新 月 》

月刊第二卷第六
、

七号合刊发表的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 》一文而写
。

, 《论所谓感伤》 《文学》四卷一号
。

. 歌德 − 《自然的单纯模仿
·

作风
·

风格》
。

8 《文学 》第八卷第4号 《编后记》
。

0 列宁 − 《评经济浪漫主义 》 � 13 2 9  ,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 页
。

8 鲁迅 − 《致罗清 》
。

8 鲁迅 − 《致陈烟桥》 � 12<4 年4月12 月  ,
《鲁迅全集 》第1;卷第5;: 页

。

8 《别林斯基论文学 》
,

新文艺出版社12=3年版第31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