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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神话及其对文学的影晌

关于梦的记载,西方可以上溯到希腊神

话时代,我国也可以~L溯到夏商之世。荷马

史诗 《奥德修记 》即载有ˉ系列的梦幻,而

据 《周礼 》郑玄注,夏代有 《致梦 》,商代

有 《角奇梦 》∶皆记梦之书。但是,梦的本质

是什么0这在古代却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的
“
斯芬克斯之谜

”
。史载西晋氵时,卫

玢曾请乐广释梦,乐广说: “
梦即是想。

″

卫玢夫惑不解: “
神形所不接而梦:岂能是

想?⒈乐广又答: “
因也。

”
卫玢更加莫名

其妙,于是终旧闭门苦思,遂以成疾 (《 晋

书》卷四十三 )。 梦本来只是人在睡眠时产生

的
一
种自然的心理 (佛洛伊德说 )或 生 理

∶(巴甫洛夫说 )现象,而在科学尚未发达的

古代,人类只能凭直观印象以及玄学式的思

辨来讨论梦的本质,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认为
“
梦是受情绪影晌的感觉印象的产

物
”

(1f mes A。 Ha11:oj`j扌 j曰JI/^s汐s of Dt句 -

御s,New Y“ k1θ zz,P6),我国的庄子发明的

‘“
阴阳相感生梦

”
说 (《 庄子·齐物论》);以

及《列子》一书所阐发的
“
因事 致 感

”
说

(《 ytl子 ·周穆王》)等等。虽然其中也含 有

某些相对的合理性∷但都是—隅之见,而且
.缺乏科学的证明,∶ 所以他介1最后也不得不把

梦的解释让给了神秘主义。∶  ∷

∷梦是工种复杂而叉微妙的自然现象:最
容易与神秘主义发生联系(参见高觉敷译'佛洛

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版-第 19页 )。

谢 谦

佛洛伊德与融恩都认为
“
神话乃是原始民族

的 集 体 之 梦
” (Laur鲤 c∈ M。 PcrJ〃 :r而 召r犭卜

饣r'/″ ￡9/‘

`祈
f竹 F9· 召,fε而R0弼历m″ j氵 s″B,Do,troit

19鸭 ,P3)。 其实,在古代人类那里,梦本身

也被
“
神话

”
了(myt№1ogized)。 所谓

“
神

话
”

即古代入类对梦所作的超自然、超现实

的神秘主义的解释。 《庄子》说: “
其寐也

魂交
” (《 齐物论》),《 列子》说: “

神遇

为梦,形接为事
” (《 月穆王》)。 所谓 〃魂

交
”1 “

神遇
”
与西方之

“
梦乃灵魂离开入

体 的 出 游
”

(C· J氵馏扌c夕J ys6￠ Dt'歹邡 ,P1o)

皆是梦的神活的产物。

梦的神话与古代人类的
“
灵魂

”
、 “

鬼

神
”

等等神秘主义的观念相辅相成。梦证明

了
“
灵魂

”
与

“
鬼神

”
的存在,梁代萧琛就是

以
“
梦游乃神游

”
来驳斥范缜的

“
神灭论

”

的 (见 《宏明集》卷九《难神灭论》)。 梦也由

此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梦是人神交流的

一种方式,神在梦中向人类预泄天机,暗示
ˉ

吉 凶 (0`歹 r召 sJ夕 啊纟彳坩 :/ob8s:15~16)。 希 腊

神话中的天神宙斯便是通过梦幻传达他对人

间公主伊俄的爱情的 (见楚图南译《希腊的神

话与传说》),而女神雅典娜也是在梦中向劳

西佳雅预示着未来 (见杨宪益译《奥德修记 》

卷六 )。 《圣经·新约 》说:约瑟夫是在梦中

见到天使,才得知圣母玛丽是困感圣灵而受

胎 (Ⅳ砌 r6比 衔f彳 沁 :M引 汤 f″ 1:18)。  《 史

记 》载赵简子梦至帝所' 
“
与神游于钧天 ,

J7



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 其声 动人

心
”,晋立 《吕望表》记文王梦天帝赐之以

太公望,等等。梦的神话沟通了人神之间的

联系,而这在古代是具有重大意义与实际价

值的。人们通过梦中的神谕推测未来,尤其

是王者的梦,关系着国运兴衰,其意义就非

常重大。但是事实上,人类的梦并非都是有

意义的,或者说,并不是都有着 明 显 的意

义。古代人类于是发明了
“
象征

”
(symbo1)。

也许关于所谓
“
象征

”
的意义,最早即起源于

梦 的解 释 (Sigmund Freud:'Cf彳 ″夕Jf″
`,o-

d“ε扌jo勿 ‘o Ps乡 c乃 o夕 m夕 Jσ s氵s,Ncw York1926,

P65)。 而这一点对后代的梦幻文学 (dream-

litenture)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什么是梦的象

征呢?在古代入类那里,象征即隐语,寓意,

相当于中国古代《易》中的
“
象

”
与《诗》

中的
“
兴

”,即以 一事物代表或隐藏另一事

物,以 梦的显相(manifest dFcam content)代

表或隐藏梦的隐义(latent dream th。 ugllt),

所谓
“
天机不可泄露

”,神谕理所当然须是

神秘的。正如制谜 一样,梦的幻像 只是 谜

面,而它的意义即神谕才是谜底。这种神话

居然启发了佛洛伊德,使他得出了凡梦都是

象征的结论 (同 上页P66)。 正因为如此,古代

人类对梦的象征即梦的意义的解 释 就异 常

重视。我国周代曾把梦分为六类:正梦、噩

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并专门设有
“
占梦

”
之官, “

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

辨阴阳之气,以 日月星辰占六梦 之 吉 凶
”

(《 周礼·春官》)。 《诗·小雅·正月》也说王

者
“
召彼故老,讯之占梦

”
,班 固 曾说 :

“
众占非一,丽梦为大,故周有 其官 。 而

《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槐虍之梦,著明大人

之占,以考吉凶
” (《 汉书·艺文志》)。 周武

王伐纣之前,在军前誓之说: “
朕梦 协 朕

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 尚书·泰誓》冫。

春秋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梦与楚王搏

斗,楚王爬在文公身上,吮吸他的脑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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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感到恐惧。太夫子犯占之说g “
吉:我得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 (事见《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波

斯帝国之时,一直随带着著名的释梦者 Cdre~

am imterprctcIˉ ,阿瑞斯坦德。当他率军 攻 打

提尔城,与波斯人争夺制海权时也曾请阿瑞

斯坦德 为 之 占梦 (李活译,阿里安著 《亚历

山大远征记》卷二 )。 史载美地亚国王阿斯杜

阿该斯宫中供养着当时第一流的占梦家 (见

王嘉隽译,希罗多德著《希波战争史》卷一 )。

而且古代东西方都曾产生过大量 的 占梦 之

书,如 《汊书·艺文志 》及 《隋书·经籍志 》

上载有 《黄帝长柳 占梦 》、 《甘 德 长 柳 占

梦 》、 《竭伽仙人 占梦书 》、 《杂 占梦书 》

等及古罗马时代阿特米多鲁斯 (ArⅡ雨d。 r~

v◇的 《梦 书 》 (C〃犭vc9'氵 饣氵fσ)等 (cJ氵 ″氵c日 J

ys召s吖 Dt臼饯s,P6)。 梦的神话起 源 于
“
灵

魂
”

、 “
鬼神

”
等观念,而象征的发明与解

释,又使梦的神话成了一个能够 自圆其说而

且具有实际价值的神秘体系。我们今天真难

以想象,梦的神话对古代人类的个人生活以

及社会生活究竟发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

梦的神话不仅对古代人类的现实生活发

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古代人类的历史观

念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古代人类虽然没有

解开梦这一
“
斯芬克斯之谜

”
,却以梦去解

释社会、历史以及关于人类 自身的谜。 《太

平御览 》卷三百九十七引《梦书 》说: “
尧

梦乘龙上太山,舜梦击天鼓,禹梦其手长,

汤梦布令中国,后皆有天下;桀梦疾风坏其

宫,纣梦大雷击其手,齐 桓梦为大禽所中,

秦二世梦虎啮其马,皆失天下
”

。如其说,

则中国从上古至秦代的历史就成了一部梦的

历史。甚至佛教之传入中国,也是因为汉明

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使者入天竺问佛道法,

佛教始入 (见 《后汉书·西域传》)。 希腊神话

说,古代阿革诺耳国王的女儿欧罗巴梦见两

块大陆一⋯亚细亚及其对面的大陆——变成



两个妇人斗争着要占有她。其中 一 位 对 她

说: “
我将带你到宙斯那里去,因为命运女

神指定你作他的情人。
”

翌日,宙斯化为一

头美丽的牡牛,把欧罗巴驮到一座海岛上,

然后现出原形,强迫欧罗巴委身于他。当欧

罗巴事后为失身而痛苦绝望之时,爱神阿佛

洛狄德出现了,她对欧罗巴说: “
昨晚给你

投梦的便是我。你命中注定要作宙斯的人间

妻子,但你的名字是不朽的,从今以后,你
立足的这片大陆将被 永 远 称 作 欧 罗 巴

”

(见楚图南译《希腊的神话和传说》)。 这就是

欧洲大陆命名的历史。 《圣经·旧约 》记 载

古代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布梦见一长梯从天

而降,主站在上边说: “
雅各布,我将把你现

在睡着的这片土地赐予你及你的子孙,然后

你们可以由此向四方扩展领土
”(o`JT召 s卜

御卸Js:C召 m纟s沁 28△ 2)。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

士·彳·霍尔即认为,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 义

的文明之梦(cultura1dream),解释了古代 以

色列民族的一段历史。而且, 《旧约》中记

载的十五个梦大都有类似意义(CJ切氵c四 Jr/sfs

of Dt臼″s,P8-9)。 古代人类不但要从梦 验

中找到对历史的解释,而且也用同样方式来

解释伟人或英杰的出现。希罗多德的《希波

战争史 》说,居鲁士大帝诞生之前,其外祖

父就作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梦,而据占梦者解

释,他的外孙将成为波斯大帝,并且将统治

整个亚细亚。 《三国志·魏书 》裴注引 《浮

屠经》说,释迦牟尼乃其母梦白象 而生 。

《史记 》说,刘媲梦与神遇,乃生汊高祖;

王美人梦日入怀,遂生汉武帝。 《太 平广

记》卷一三七引《小说》: “汊董伸舒常梦

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 ”
王 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说: “
李太白少时,梦所

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
”

诸如此类梦的神话,在中外古代史籍中比比

皆是,都是梦的神话影响于人类历史观的产

物申

梦的神话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笫一,

梦的神话是解释的神话 Cexp1anatαy myth)。

此处所谓
“
神话

”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兼指

神话(mytll,与传说(1egend),即 古代人类对

梦所作的超自然、超现实的神秘主义的解释

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系列关于梦的神奇荒诞的

记载。此类神话是古代人类为了解释自然、

社会以及人本身而创造的。史籍上诸如此类

的梦的神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对象,

而且这个对象一般是有关历史、未来等社会

现象的。第二,梦的神话是象征的神话,正
因为诸如此类的象征,梦才可能与社会人事

发生神秘的联系,梦这一自然现象才可能具

有超 自然的意义。总之,一个是解释性,-
个是象征性;前者言其目的、内容,后者言

其手段,形式。目的与手段的统
一
,内容与

形式的结合,使得梦的神话具有了非同一般

的现实意义,因 而对古代人类的个人生活、

社会生活以及历史观念等等发生了巨大的影

响。

那么,梦的神话对文学发生过什么影响

呢?很早以前,梦就与文学结下 了不 解 之

缘。自从庄子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著名

的 “
蝴 蝶 梦

” (见 《庄子·齐物论》)以下千

百年,我国产生了多少文学之梦 !至 于 西

方,从古希腊到现代欧洲,梦幻文学也蔚为

奇观。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的产物,最早

的文学与神话是难以区分开的。虽然文学不

必皆是神话,但神话却是古代人类的文学。

梦幻文学也一样,它在产生的初期与梦的神

话是互相融合,互相等同的。 “
《诗经 》时

代
”

的诗人们写道:

“
乃寝乃兴,乃 占我梦。吉梦维何 ,

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

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D女子之祥。
”

(《 小雅·斯干 》)

“
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旄维胯矣。

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旄维苈

9
‘



矣讠′室家溱溱。”(《 小雅·无羊》)

∶这是上古时代∷的
“
纯文学′ ∶∶它,F记·

戟、:描绔的梦是诳神话了的梦Ⅱ∶即梦∷的裨

话Ⅱ《义:选 》卷十九载宋置《高唐赋 》、
阝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

^?刁
: I孝

'巫
山之女也,为肓唐之客ρ

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

辞甲:.∶孝在殛山礻叩9∵ 高工之阻,早为靼
云

`∷
薯为行雨,∷ 朝孰毒摹,阳 台之下。∵

”·
淬

本身就是∵琴神:活传说广所谓 r珥山之女〃

即炎帝女名瑶姬者。唐岱佘知古《请穹旧事》

卷三弓l《 寨阻耆旧传》:″我夏帝之季女也,

名曰瑶姬P·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台,精魂

为草,摘而为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
”

这与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及《圣经》(厂。b

33:15∵ 16)所记梦幻∵样,既是神话,又是

文学,是神话与文学的混合体。即使后来j电

生的志怪似的n9△
,幻

义学谗有类似特点。由于

古代人类对于梦的本质作了超自然、超现实

的神秘主义的解释,那么他们创造的梦幻文

学也具有超自然、超现实的神秘主义的色

彩,如 《太平广记》上所载各类梦幻故事,就

是具有神话与志怪特点的梦幻文学,西方十

八世纪之前,梦幻文学也太量充斥着梦神梦

鬼、梦天堂地狱以及梦妖异一类的故事(La~

u re艹cC M.P♀ rter:T!乃召无

`扌

″ 夕叼 D,'纟夕锕

'm Ft-
￠饣c肛 Rp″刀弼

`c∫

s粥 ,Dct∞ h19m,P13)。 梦 的

神话是文学的具体内容与直接对象,在这种

形奋上,梦的神话对梦幻文学究竟发生过什

么影响,是很难说清楚的。

随着入类对梦的本质认识的加深,梦的

神话渐渐衰落了。当然,在人类尚未彻底解

开梦这一 “
斯芬苋斯之谜

”
之前,梦一直与

神秘境界保持着联系,而梦的神话也依然在

不断产生。但是,梦幻文学却开始脱离神话

志怪的阶段,表现出它独自的特点,即不再

是关于梦的超自然、超现实的神秘主义的记

载与描绔1雨是对现实的人线与社会昀萏术

昼♀

再现或者是作者对现实的入生与社会的认识

与橛括。煎耆是神秘主义的,后者是,现实革i

义的。’但就其彤术丌言cJ我们却发现:梦印:

文学与梦的神活羽为类似,谇丌疑是梦的神

话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时间是=段相:

当漫长的历史,从古·至今,‘ 绵延不绝。∷∷∵

梦的神话是古代人蓉对梦所作 :踯 烨月:

然、超现案的神∵秘主义的解释与记载。∵就某

实质雨言,不过是人类把握世界的
一

:种手段

或方式,释梦是为了解释社会、历史以及入

本身的∴谜。∵同样,梦幻文学也是人类把握世

界的一种手琴或方萃,写梦景为了表现作:耆

对社会、历史、人生等等的认识与感慨。∶神

话重在 f释梦
”,文学重在

“
写梦

″

'而
且

在诗入作家的心目申,∶ 梦已失去了神话时代·

的神秘色彩,梦不过只是∵种幻景而已,他
们借此幻景来搬演∵段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等

等。李白说: 竺浮生若梦,为欢 凡 何 ?”
(《 舂夜宴桃李园序》),又说|∶

“
世间行乐亦

如此,古来万事 东 流:水 〃 (《 梦游天姥吟留

刖》》。苏轼说: “
人生如梦∵

'(《
念奴娇

·亦壁怀古》),又说: “
古今如梦,何 曾梦

觉?” (《 永遇乐》)。 这里面有的只是现实∷

的人对现实的人生的无限感叹,而没有一点

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当诗人作家们企图

借梦中幻景更深刻、更具体、更形象地表现

他们的思想感情时,尤其在铒事 性∷的作 吊

中,他们却往往要创造一个超自然、超现实

的梦境,∷ 把自己心中的某些观念形象化,或

者使现实的故事神奇化。∷这种由现实到梦境

的:变 换,使想象变为现实,牮莪洱弈为合'理
,

而这正是受了梦的神话的启示。这种梦中幻

景的创造与梦的神话的创造虽然有着不同的

背景,但它们却有着共同之处:第∵是超自

然的离奇性,笫二是梦幻中的象征性。油于

这些共同点,使梦幻文学也带
·
上了梦的神话

的神秘色彩与传奇色彩:如∷果要探讨梦幻文

学这种形式上的渊源,无疑须上溯到梦的神



话。    ∷
∷ 《太平广记 》卷二百丿\十三 引刘 义 庆

《幽明录 》载: “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槐,或

^乒馋,馋有少坼。时单父县人 杨 林为 贾

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 /君欲好婚否?’

林曰: :幸甚。
’
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

中。遂兄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

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 并

苯思归∷之志。忽却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

久之。
”
唐传奇 《枕中记 》与《樱桃青衣 》-

也写主人公于短梦中忽历一生, 当脱胎 于

此。梦境中的悲欢离合、荣辱升 降刹那 而

尽,令人生无限感慨,· 这种梦游故事本身就

有传奇性,而 “
神枕

” (如 《杨林》及《枕中

记》)的出现,更使整个梦境笼上了一层神

话色∷彩,至于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更是

兼备有梦的神话的离奇性与象征性。淳于棼

因酒醉卧,梦入槐安国,当 了戤马,又做了

南柯太守,因政绩卓署,∶故屡次升迁,位极

显贵。∶后威望日高,引起国王疑忌,终于发

遣回家。醒后方知是一场大梦。梦入槐安国

无疑是象征性的,只是它的象征意义比较显

明而已。作者在故事结尾说: “
虽稽 神语

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盾

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

壤闯云。〃作者正是创造了一个具有离奇性

与'象 征性的梦游故事,才把以上 思想具 体

化、形象化,而 “
南柯-梦”

也作为古代梦

幻文学的代表作流传至今。

西方文学史上有三部伟大的 寓意 作 品

(a11ρ gory):英 国作家斯宾塞 (E-m咖d Spm~

ser)的 《仙后 》(F〃 tσ 0'召 m)、 班扬(丁。hn

B叩” n)的《天 路 历 程》(P饣 Jgt铴∴sP幻 g/召 ss)

以及意太利诗人但丁的《神曲》(W艹 1ia甲 1。

1。早g: E印 gJ犭 s凡 Zl~召 /四莎勿/召, B。 st♀n1919,

P224)。 而《天路历程》与《神曲》皆是所谓

梦幻文学。班扬在《天路历程》开篇 即∷写

道¨ ∷      ∶

“
我在旷野黑行走,米到∷个地方?丿阝里

有个狎

^,我

就弭那儿邶Ⅰ睡∴牢:呼覃礻F∵
我作了∵个梦¨∵〃。  ∷ · Ⅱ ∵∶∶

=∷
作者梦见一个名叫f基督徒∵(C轷 i。tiOn)

中八,佧样犁弃餐园霁了,赆芝亭山谬水∷∶
战胜猛詈坼魔,最后到:达禾国。Ⅱ鼙个熬事是
超甲终髀,荜者谇幂寓意的仵予。产姆t七 :

芈缉苯国渖熟绔车:竿嘿
”
唧内心孥刀彤寨:

地表现了出来。所以纾品中使用了未旱的象
征,^名Ⅱ搀名都:具有叨显的搴饵毒义-靼

I孝芈∷蜱先竿′￥r.w°∶1dˇ Wi:c叩a艹冫、丨绅:

稚
”(I驷。F钿0e)、

“
麋诚

”
(Piqty-,、 f忠信l

《凡ith￡ ul)、 '“希望∵(Hope幻 l)、
“
毁灭城〃

(tk City。 ￡Destruction)、 “
名利场

”(Vanity

Fβ ir)等ρ当
“
基督徒”与 :“ 忠信″来到

“
名

利场〃、看到房子、地产、职业、位置、荣

誉、升迂、爵位、国家、王国、欲望、快Ⅱ

乐、生命、肉体、鲜血以及灵碑等等无∷∵不

在:市场△出卖,而当他们说
=我们兴真理〃

时|却被众人视之为狂八、罪人,遭到无情:

的责骂与嘲弄(Ⅱ Jg/ⅡⅠs P幻gt氵s,|♀
Fdρn

1947,B∞ kI)。 诸如此类的情节似:乎 只:在 ∷梦

幻氵学中才可能出现。∵旱终《天跸历程》锼故

事不是梦的神话,佴其超目缪唧苒肀∷性丰冢
征性却带着浓厚的神奇色彩。  ∷ 、∷∶∷∶ ∶∶'

∶但丁的《神曲》洱叙的是作者目已瑚
-T

咨
“
神游

”,即 “
箩浒

”
。:作煮在缈

r。
绎刀

了地狱、净界,登上天堂。他采用的手法也

是屮世纪文学埤用的箪幻、寓意、象征等,∷所-

以长诗充满了神秘色彩与象征意义。∷巛神盼
中译者王维克认为: “

黑暗的森林代表罪

恶,∵不小心人就要走了进去;那披着阳:光

的山顶,代表艹种理想的境界;罪人们希望

重见阳光,可是因为本身的贪欲 (母狼)野

心 (狮 )和逸乐 (豹 )等劣性,或 因为恶社

会势力而不能自拔,所以外来的援助是需要

的。所谓外来的:援助即 r瞿
性:。 古诗八维

其略为 f人智
’
的代表,他足以使人明:白罪

窨

’



恶的可怕 (入地狱所见 ),鼓励人养成一种

革心洗面的精神。在
‘
人智

’
以外,又必须

有信仰,有 ‘
神智

’
作引导人,一个人可以

达到至善之境 (接近上帝 ),得到真正的幸

福。启示神智的代表就是贝亚德,所以贝亚

德是天堂的引导人,而维其略是地狱和净界

的引导人。我们若把《神曲》视为描写人类

死后灵魂的生活,因以惩恶劝善,还不如视

为人类现世心理的描写,从罪恶得到解救的

历程
” (《 但丁及其神曲》)。 很明显,游历地

狱天堂是超现实、超 自然的神话,但因为是

梦游,就使其变得合情合理,今 天 的 读 者

谁也不会认为但丁的
“
梦游

°
是 荒 诞 不 经

的。

以上这些梦游故事大都与宗教 思 想 有

关, 《南柯太守传 》所表现的
“
人生如梦

”

的思想即源于佛道的
“
出世之想

” (见 汪辟

疆《唐人小说》,第 39页 ), 《天路历 程 》是
“
一个伟大的清教徒

‘
头枕 《圣经 》而卧

’

时 所 仵 的 一 个 梦
” (William1。 LOng:E彳 gJ氵 s乃

L氵 J召 t夕扌〃,·σ,P225),而 《神曲》与中世纪的神

学更是不能分别而论,当 时的人即称但丁为
“
神学家

”
, 《神曲》复杂而宏伟的结构也

渊源于基督教义及有关的神学研 究 。 事 实

上,西方中世纪的梦幻文学的形式本身就是

受宗教神话影响而产生的。因此,这些梦幻

文学自然也带着神奇色彩,与梦的神话颇为

接近。也就是说,在宗教精神影响下产生的

梦幻文学与梦的神话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梦的神话的形式 (即离奇

性与象征性 )下面蕴藏着的作者的现实主义

精神。

西方的
“
梦游

”
故事在中世纪达到极盛

期,所谓
“
梦幻文学

”
(dⅡ am litera讠 ure)之

名也由此而来,虽然以后仍然在不断产生,

但只是余音而已(LaurCnce M,Pα ter:r而矽

L匆 饣t夕 ,·σ D7召 勿

`氵

s氵 勿 Ft召饣c凡 R。 m夕饣历 c氵sPPB,P13

-1座 )。 我国的
“
梦游

”
故事虽然一真层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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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如在 《聊斋志异 》及 《阅微草堂笔记 》

等笔记小说中,但也渐渐失去了神秘主义的

色彩,大多是
“
志怪

”
而已。梦在叙事性文

学作品中成了作者暗示情节发展 的 一 种 方

式。
ˉ
汤显祖的《牡丹亭 》中,杜丽娘囚

“
感

梦书生折柳
”,于是生出了一场悲欢离合的

爱情传奇,而曹雪芹在 《红楼梦 》第一回即

借甄士隐之梦幻交代了宝黛二人的关系,暗
示了他们的悲剧性的命运;在第五回中又借

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听警幻仙姑歌 《红楼

十二曲》之梦,暗示了
“
金陵十二钗

”
各 自

的结局,也就是整个作品情节发展的最后结

果。西方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也 有 类 似 例

子,例如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拉辛的著名悲剧

《阿达莉》(/r切 Jf召 )。 美国文学批评家劳伦

斯·Mc波特尔在分析这种文学现象时认为 :

“
梦在这种场合下所起的作用与在《圣经 》

中一样,即代表着神意的暗示
” (同 上引,

P10。 这实际上就是梦的神话观念的影响,

它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神秘主义的色彩。

继之而后,随着人类对梦的本质认识的

科学化,梦的神秘观念渐渐改变,梦的神话

对文学的影响也一天天缩小。虽然梦幻仍然

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描写对象,但它只不过

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内心写照而已。

诗人作家们通过梦幻写出人物的深 层 心理

来,新的梦幻文学产生了。尤其是佛洛伊德

用潜意识释梦,引起西方对梦的认识的彻底

改变。梦的观念一变,梦幻文学也具有了不

同的性质。1953年 ,美国科学家阿哲伦斯基

(A⒛ r⒒ sky)与克莱曼(K1ejtman)采 用脑电图

记录技术,对人在睡眠时的眼运动及其伴随

现象进行研究,发现了
“
快速眼动睡眠

”
(rε pm

eye m0飞 e叩rAt sleep),认 为梦不过是这种锤眠

状态下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Richa砣

1° nes:T饧ε￡)γ c夕″zP。
':,~Massacht】

sctls1980,

P1)。 任何梦的神秘观念都彻底打破了。那么

文学作品中的梦也就只是现实生活中的梦的



丨种艺术表现而已。我们如果称这种梦幻文

学为梦幻现实主义,那么受梦的神话影响雨

产生的梦幻文学就是梦幻浪漫主义。因为它

在形式上的离奇性与象征性,以及内容上的

想象性与主观性,都更具浪漫主义色彩。梦

的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产生了梦幻浪漫主义,

随着梦的神活及其神秘观念的消灭,梦幻浪

漫主义也衰落下去了。但是,作为一种艺术

上的表现形式,如梦幻的象征,却被现代文

学所吸收。爱尔兰诗人叶芝(Wmiε m Bu1讠 er

Yeats)在 《诗歌的象征主义》一文中即专 门

论述到象征的产生与梦幻的关系 (见 伍蠡甫

编《西方现代文论选》,第 56——“页), 雨法

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利(hu1Ⅴak”冫干脆直

截了当地说: 
“
诗的世界与梦境 很 相 似

’

(同上,第 27页 )。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代作

家创造的文学之梦也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梦

的真实再现,它不是梦幻现实主义,而与梦

幻浪漫主义更为接近,例如鲁迅的 《野草 》

中一系列的梦幻,就具有明显的梦幻浪漫主

义的特点。但鲁迅的梦幻作品决非产生于梦

的神秘观念,而只是作为一种表现方式,即
象征或寓意。我们似乎可以把这种不是起源

于神秘观念的超自然、超现实的梦幻文学称

之为梦幻象征主义。至于梦幻象征主义与梦

幻浪漫主义的继承关系及其异同等等,笔者

拟另撰专文论述,这里就从略了。

(上接第16页 )

实同时具有波动性。波动性和粒子性两种属

性,不仅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且是

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粒

子性的要素可以转化成波动性的要紊,波动

性的要紊也可以转化成粒子性的 要 紊 。 同

时,这种转化不是绝对的.不是轮流地单独

出现某-特性,而是在某种潸况下粒子性比

较显著,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波动性又表现

得比较明显,它们都并不排斥对立面的同时

存在。事实上,波动性和粒子性总是同处于

微观离子这个统一体中,有时甚至可以同时

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说,波是物质的恒

常属性。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格

注 抒:

⊙ 《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g83年第四期第32页 。

②③⑧②⑩ 分别见《美学歆步》第d送、

⒒8、 67、 69、 67页 。

④⑥ 《美学》第四期第278页 。

◎ 参看黄海澄《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控

制论观点看审美现象 》载《世界艺术与美学 》

式塔心理学所说的图形的横向张力结构,实
际上也可统ˉ于纵向性的节律运动中了。那

么,一切事物和信息的节律特征,包括静态

形体的节律特征,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找到物

理学的基础呢 ?

我们凭借现代美学家的卓见和现代物理

学的启示,联系审美活动的实际对审美特性
“
初感

”
的再思,力求更具体地揭开审美活

动的奥秘。对于这个美学理论中带根本性的

课题,霈要多学科的
“
会诊

”,运用系统性

的方法作黟元多向的立体性考察。我们的再
恩不过是提出问题,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

注意罢了。

第三辑。

⑦ 参看《恩格斯与现代自然 科 学 冫第

IⅡ-112页 。

⑧⑨ 分别见 《艺术的起源 》第 :56、 17

页。

⑩ 转引自《艺术特征论 》笫844页 。

④⑧ 分别见 《艺术与视知觉》第 569、

r。 gθ、62硅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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