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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感觉派小说是存在主义思潮下的先锋性创作.这首先缘于“存在”即

“感觉”的艺术理念,“感觉”因而被置于创作本体论地位.其次,其感觉化叙事关涉到存

在主义“艺术生理学”,作家们描写人的身体、运动和各种感官与人造的大都市之间的内

在关系,在身体叙事中发掘现代人生存的可能性和灵魂的困境.再次,新感觉派之“新”

与五四“新浪漫主义”之“新”异曲同工,两者都吸取了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因质,不同

的是,“新浪漫主义”只停留非自觉状态的单个作家层面,新感觉派却以“类”的方式完成

了前者的价值预设.最后,新感觉派的重要影响之源是日本新感觉派,对两者进行对比

可发现,前者的感觉化叙事趋于西方化质素,后者更偏向民族化传统.

〔关键词〕新感觉派;存在主义;先锋性创作;感觉化

一、“存在”就是“感觉”

新感觉派小说以一种崭新而成熟的姿态,在展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实绩的

同时,更彰显了３０年代中国文学的先锋性:一种存在主义思潮下的先锋性创作.
就“感觉”这一概念而言,如果说,日常生活的感觉大多是功利性的,它关注

的是被感觉到物(对象)的有用性,以及感觉者对物(对象)的那种占有感;也即,
物(对象)一旦被感觉到其有用性,才能成其为物(对象);同理,人一旦感觉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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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物(对象),也才能称其为人.可以说,在如此的“感觉”下,不但物已失却其

对象性存在本身,人亦脱离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因而是一种本质上不自由的感

觉.而文学创作中的感觉是它对于自由存在的感觉:文学本身所固有的自由存

在的特性,在艺术审美中转变一种自由自在的创造特性———自由的感觉也便是

感觉的自由.在这里,感觉能解除束缚自身的限制,感觉能使存在,使感觉作为

自身去感觉.文学艺术不但能调动人的全部感觉机能(听觉、视觉、触觉、味觉、
嗅觉),而且能展开感觉意向的一切维度.如此,感觉到的相关物就会无限度地

敞开自身的本性,物的本性显露的同时则是人的本性的发现.在此意义上,“我
感觉故我在”就是对新感觉派小说最为确切的描述.

在新感觉派小说中,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第一个以感觉化方

式———综合运用视觉、幻觉、触觉、听觉来调动读者的感官神经,展示新旧文明撞

击下都市人精神碎裂的影像,发掘现代都市人潜意识深处的欲望本能、心理幻觉

和奇异的感觉体验,并通过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来描绘一幅幅

光怪陆离的时代图景.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更像电影断片的结构性组合,
小说开篇用从远景到近景的画面和镜头语言描写了沪西的月亮、原野、村庄、林
肯路的街景和行人,然后以蒙太奇手法对歌舞厅和大饭店里的灯红酒绿和纸醉

金迷的场面进行剪辑和组接.电影的镜像思维和舞曲的旋律节奏把都市的情绪

和作者的感觉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声、色、光、影的交

叉出现把稍纵即逝的都市节奏用具体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诸如“红的街,绿的

街,蓝的街,紫的街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

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鞋,也有了钟”真实的物象与虚

幻的感觉融为一体,都市在“感觉”中声色并俱、媚态毕生,现代都市人在丧失了

传统的整体感和安稳感后的焦虑不安、躁动不已的心态表露无遗.
施蛰存则近似弗洛伊德.与典型的意识流小说或心理分析小说不同,施氏

作品中人物的心理错觉和情感错位依附于感官刺激的形象化,和形神俱备的情

绪氛围中.«梅雨之夕»在黄昏的朦胧和梅雨的朦胧相互叠加的模糊恍惚环境

中,交织了主人公视觉、听觉的朦胧以及情欲的朦胧.或,主人公掩藏在内心深

处的情欲和囚禁中的潜意识,是在濛雾晕迷的“梅雨之夕”通过与少女邂逅情境

的感觉化诉说而显现出来.而且,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明显不同,施氏的感觉化叙

事有扑朔迷离的非理性描写,却无刘、穆两人对颠倒混乱的无意识的肆意渲染.
“人们彷徨踯躅,无所依归.于是在都市红尘万丈中涌伏着一股精神的暗流:
现实焦虑,个人压抑,灵魂的寂寞、孤独和人们彼此间不可知的隔绝,对自身和

世界的怀疑人格的二重性和精神的分裂等等普遍弥漫于都市空间.”〔１〕

可见,在新感觉派小说中“感觉”具有了创作本体论的意义.问题的关键在

于,“本体”何为? 哲学层面的本体,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论的本体———存在、实
在之本源.同时,本体也可理解为人的价值存在和超越性生成,这才是人所生活

于其中的世界的本原.本体在此指向人的存在论意义.而在新感觉派小说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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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们都努力要把一种实在的本体论转变为一种生命、生存的本体论,把生命

的激情,生存的焦虑,欲望的灵性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以取代传统哲学中从自

然实在出发来设定的本体论和各种五花八门的体系.”〔２〕显然,在新感觉派小说

中,“存在”就是“感觉”,而感觉主体———“我”———通过感觉证明了“我”必然是存

在的,所谓“我感觉故我在”.

二、感觉化叙事与现代生存信念

在存在主义思想家叔本华的以生存意志为核心的学说中,意志不仅是现象

界同时也是本体界的表征.叔本华以生命活动、人生世界、生存体验为着眼点,
探究人的存在处境,进而追寻人的生存痛苦的解脱途径.有理由认为,叔氏的生

存意志论在某种意义上拨转了西方现代哲学的方向:将以知识论为传统的哲学

转向以探索人“安身立命”为目标的哲学.叔氏之所以断定“世界是我的表象”,
是因为其哲学本体论关涉的不是单纯的实在界,也不是上帝,而是生命的世界.
生命世界的最终根源是欲求、冲动(意志),一种不受充足理由律支配的非理性的

存在.由是,他的言说便与东方化解说相通:人生如梦,万事皆空.即所谓存在

即虚无,虚无即存在,存在或虚无都产生在同一个界面———“感觉”.无独有偶,
新感觉派小说家也犹同“世界是我的表象”般宣称:“世界”是我“感觉”到的表象

或幻相.既然如此,那么现实的“存在”与人“感觉”到的就没有多大区别.新感

觉派作家们从幻象般的感觉中体会都市文明的“现代化”和人的灵魂的喧哗和骚

动,如,“穆时英高度评价人类的生存意志,与叔本华把求生意志看做是宇宙

的普遍意志的观点相比,他抹去了悲观的色彩,而代以积极的肯定人类求生意志

的人生态度,也正是在这点上穆时英和新感觉派以及海派显示了与建立在康德、
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异趣.”〔３〕

至于尼采更是直率地断言:“美学不是别的,而是应用生理学.”〔４〕“美学生理

学是一个到现在还鲜为人接触和阐释的课题.”〔５〕以尼采之见,艺术其实起源于

非理性的状态———尼采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生理学”概念.在他的心目中,
美无非是人之生命力的展现,而“丑被当作衰退的一个暗示和表征:哪怕极间接

地令人想起衰退的东西,都会使我们作出‘丑’这个判断.每种枯竭、笨重、衰老、
疲惫的征兆,每种身不由已,不论痉挛或瘫痪,特别是解体的腐烂的气味、颜色、
形状,哪怕最终弱化为一个记导———这一切都引起同样的反应,都引起‘丑’这个

价值判断.”如是,“他的强力感,他的求强力的意志,他的骄傲———这些都随丑的

东西跌落,随美的东西高扬”.〔６〕在这里,艺术被确认为兼具心理和生理的塑形力

量,“一切艺术有健身作用,可以增添力量,燃起欲火(即力量感),激起对醉的全

部微妙的回忆,有一种特别的记忆潜入这种状态,一个遥远的稍纵即逝的感觉世

界回到这里来了.”〔７〕要言之,尼采这里所指的“生理学”亦如其他处所云,都建立

在自然或感性生命力的意义上.肉体状况一旦介入到审美创造,艺术才真正感

性化了.概言之,尼采的“艺术生理学”无疑是对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传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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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哲学(美学)反动.
对于尼采的“艺术生理学”海德格尔的理解是:“艺术的知识是‘生理学’,艺

术被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从而被逐入事实科学的领域.对艺术的美学

追问在其结果上需要一个最后终点,感受状态因此被回溯为神经系统的兴奋,为
肉体状态.”〔８〕海氏认为,如果美学是以这样的方式终结,那么不符合他为美学所

规定的存在论宗旨,“尼采从‘生物学’角度来思考美,这是无庸争辩的,然而问题

在于‘生物学’的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几个词造成了假象,但是它们并非

意味着生物学所领会的意思.”〔９〕因此,海氏给予一种意义上的提升:把感受状态

(感觉)的意义阐释导向“存在论”之本:“感受意味着我们发现我们与自身同在,
因而也就同时与事物同在,与我们所不是的存在着同在.感觉作为某人自

己所是的感受,恰恰就是我们肉体存在的方式.我们并不拥有身体;相反,
我们因身体而‘是’(也就是存在).感觉,作为感受某人自身之所是,属于这一存

在的本质.”〔１０〕他将情绪体验、感受状态(感觉)作为生存论的基本范畴———人对

存在的意识来自不可言说的情绪、感觉,恰恰是在这种茫然无措、无所适从中“此
在”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由此看来,尼采“艺术生理学”的基本话语概念———
“生理”“肉体”“生命力”,以及“醉”“快感”“欲望”等获得了存在论美学的赋予:
它们在同样的广度上指示着审美状态,而审美状态作为情绪体验、感受形态(感
觉)就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显现或敞亮.从尼采出发由海德格尔提升的“艺术生理

学”的全部价值,在于对“存在”的追问和把握.
简言之,感官性的身体实质上是生命存在的根据和最后的凭籍,存在主义者

不仅以感性主义或身体崇拜占据哲学的本体,而且力图将艺术审美的原则贯彻

到生活实践中去.
再看新感觉派小说.在施蛰存的«鸠摩罗什»中,一代高僧鸠摩罗什被放置

在“欲”与“道”中徘徊、煎熬,而人的生命力的本能欲望终究超越了宗教对人性的

克制和压抑.施氏笔下屡屡出现古代的高僧、名将、英雄、美人,实际上是以其作

为“历史”的载体,曲折地传达现代都市人的心理体验和人生体味.他从幻象般

感觉中呈示现代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躁动,所传达的无非是对“造在地狱上面的

天堂”(«上海的狐步舞»)的无法释怀的心理欲求.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

者»写两个希求性爱满足的男女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表现了欲望沉沦中人的自

我的失却.显然,感觉化叙事让以往理性主宰的人在欲望的撞击下,变得破碎和模

糊,如尼采,将身体、力量、欲望和激情等要素置于生命存在论图式上.
总之,新感觉派之“新”就在于它将存在主义的“艺术生理学”发挥到３０年代

中国文学的极致.“中国新感觉派尤其突出地描写了人的身体、运动和各种感官

与人造的大都市之间隐秘的、内在的关系,勘破了人与人造的都市之间的相似性

和整体性,由语言构成的这种‘新现实’本身即包含着他们对于都市本质的深刻

知觉.”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存在”是“感觉”的———由感性直觉去体悟(真),如
此体悟到的存在是永远生成变化着的自然,一种由欲望和本能构成的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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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它的基本教义,撒旦主义和酒神精神是它的典

型面相,感性生命(感觉)的极乐是它的最高(审美)追求.进而言之,新感觉派的

感觉主义当然是作家身份的现代性转换所致,“作为完全由现代都市文明培养起

来的新型文人,从知识分子自誉为举托‘经国之大业’的神圣心理向社会雇佣者

的职业化世俗心理转变,成为现代新市民精神表达者的必然性.”〔１２〕更应该看

到,新感觉派创作是对现代性进程中一种生存信念的危机表达,它的内部充满了

世俗化与反世俗化、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或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也交织着

深刻的启示与疑难.

三、现代非理性主义审美表述的典范

毋庸赘言,新感觉派之“新”相对的是“旧”.置换一下视角可以这么说,新感

觉派之“新”在某种程度上与五四时期的非理性主义文学———“新浪漫主义”之
“新”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界公认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典型的现代派小说,它的出现说明现代主

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并发展至鼎盛.而在本文的阐释语境中,所谓的“现代派”
“现代主义”其实完全可以与五四时期的“新浪漫主义”之“新”,以及“新感觉派”
之“新”进行话语互换.“‘新浪漫主义’概念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对现代主

义萌芽状态的文学思潮初步的、感性的认识的结果,在西方‘新浪漫主义’所概括

的文学思潮现在基本上被纳入了‘广义的现代主义思潮’中.建国后,茅盾曾就

此做过说明‘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２０年代后不见再有人用它了,现在我们

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当代学者乐黛云先生把它与现

代主义概念相等同.袁可嘉先生也认为‘五四时期所称的新浪漫主义,其实

即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广义的现代主 义,包 括 唯 美 主 义、印 象 主 义、象 征 主

义’.”〔１３〕

事实上,在五四新文学中,“新浪漫主义”的提法出自于厨川白村的«近代文

学十讲».厨川北村先是着眼于近代西方历史文化的变迁,并结合１９世纪中叶

至２０世纪初西方文艺思潮的发展,据此对“新浪漫主义”出现的缘由,及其性质

和特点作出独到而得当的阐述.他有关“新浪漫主义”的表述,得到五四时期不

少作家的认可,并一度成为当时的文坛描述、归纳新文学思潮的特定概念.
“１９１９至１９２２年间,茅盾、田汉都是把新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新文学发展方向加

以提倡.”〔１４〕茅盾等人提倡的“新浪漫主义”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主义的文学立

场、创作姿态和审美观照方式.“所谓新罗曼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

质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

世界的一种努力.”〔１５〕准确地说,“新浪漫主义”主要受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
美学的影响,诚如上述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从中反映的是人的情

绪、感觉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蕴含了世纪初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个性自我、对存在

命运的体验和感受,更是中国现代作家把握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深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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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浪漫主义”的提倡者那里,其内容囊括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
唯美主义、未来主义、新理想主义乃至颓废主义.详言之,“新浪漫主义文学”的
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是现代人的生存苦闷,是对感性冲动下个体生命的认同,从而

体现出以艺术直觉和审美体验为创作驱动力的非理性主义文学精神.“现代性

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便成为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新的‘问题意识’生成点:
一种真正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文学现象.乃至可以说,在五四文学中,没有存

在主义,现代主义显得很不合理;没有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同样令人不解.”〔１６〕

严格地说,五四时期提倡“新浪漫主义”理论的人不少,而真正以创作实践了

“新浪漫主义”的作家却寥若晨星,仅仅就是鲁迅和田汉等人.或者说,由于五四

文学启蒙主义理性的过于强大,以“新浪漫主义”为标志的非理性主义或存在主

义文学创作并没有彰显出自觉而强势的群体创作样态,用鲁迅的话说是一种“荷
戟独彷徨”式写作.惟其如此,“新感觉派”才可以称得上是具有明显的文学流派

性质的创作形态———以自觉的“类”的或群体的方式真正完成了“新浪漫主义”文
学的创作使命.

在新感觉派小说中,存在即感觉.这种等同于创作本体性的感觉是链接生

命与现实的通道,新感觉派作家试图凸显“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

的情绪.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

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

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这种

生活所给予我们的是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

感情相同的吗?”〔１７〕施蛰存在这里所说的“现代生活”是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和

机械化生存的都市现实生活,“现代情绪”或“现代性焦虑”则是这种都市社会的

生存状态与存在方式的心理感受.为表现这种“现代情绪”新感觉派作家将日本

的新感觉主义、以及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新浪漫主义”融为一炉,熔铸出一种感

觉化的叙事模式.“现代都会要用现代情绪来感受,都市男女的故事也不单单是

个过程,而在于对都市中人的生存处境的一种体验.”〔１８〕

正是在感觉化叙事中,作家们极力否认已有的现实主义理性精神具有的把

握世界的能力,肯定现实存在本身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性质———现代都市人

的心理复杂不可捉摸无法认识,只有凭感觉去体验把握,由此把现实世界视为一

个无序、偶然、不可理喻甚至荒诞的所在.比如刘呐鸥,“他‘感觉’的都市,是五

光十色的,有时混沌不清、黑暗莫测的,是充满活力、生命四射的,也是冷漠、孤
独,像月球一般荒凉无边的,这更接近于现代物质文明下的都市本体.”〔１９〕穆时

英更擅长于用“感觉”的东西将现实隐去,进而展示一个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相

混合的、主客观事物的空间失去界限的世界;在感觉化叙事中大量的超自然因

素———奇迹、幻觉、梦境乃至极度夸张的淆乱视听的声色光影被引入小说文本

中,时序关系常被打乱,叙述富于跳跃性,场面带有象征色彩,所有这些意在展现

出“天堂”混同“地狱”的都市化景观.如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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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已沦为“碎片和断残的肢体和可怕的偶然品”“我的全部心力,全部创作和追

求,就是把残片、谜团和可怕的偶然性诗意地编织起来,集为一体.”〔２０〕这何尝不

是新感觉派小说通过“感觉”编织的“现代生活”,表达的“现代情绪”.

３０年代以“上海”为标识的现代都市生活所携带着的种种躁动不安、疯狂沉

迷、变幻莫测的生存体验,诱使新感觉派作家以一种“我感觉故我在”的创作思维

在灵魂困境的方式中检视生存的可能性和存在的意义.它同时也导致了“现实”
和“艺术”的一个有趣逆转:现实变成了艺术.皆因,传统艺术凭借理性方式去膜

拜价值,而新感觉派的创作是通过非理性途径来展示价值———“现实”得以在“感
觉”中获得了价值的展示.

四、“非中国”和“非现实”的“新”文学创作

众所周知,日本新感觉派是中国新感觉派的重要的影响之源,倘若对中国新

感觉派与日本新感觉派进行对比便可发现,前者的感觉化方式趋于西方化质

素———杜衡所谓的“非中国”和“非现实”〔２１〕的陈述,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则更偏向

民族化传统.
如前所述,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凭借现代都市人躁动不安、疯狂沉迷、变幻

莫测的生存体验,来表现人的孤独与忧郁,以及人在无所适从中对存在荒谬的体

验,从中导致出一种否定性的情绪宣泄———本雅明所说的强烈的“惊颤”效果,或
刘呐鸥感受到的“战栗和肉的沉醉”,〔２２〕其中既有波特莱尔式绝望也有魏尔伦式

颓废.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中最能体现出“新感觉”形象的是都市女性或摩登女郎.

诸如此类的摩登女郎大多以现代都市尤物的形象出场,新感觉派作家通过借此

把现代都市人对两性情感欲求而不得的尴尬困境,转换为充满着感觉化的都市

物欲景观,而都市女性或摩登女郎则是这道“都市风景线”的象征符号.穆时英

的«白金的女体塑像»描述一个中年男性医师在一次给病人的诊治过程中,遇到

了一位早期女肺病患者,其病相诸如微喘、盗汗、贫血、脸上红晕等肺病症状,它
不但是身体败坏的表征,而且有着特别的寓指.因为,肺病的隐喻在林纾的译作

«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女主角身上早就存在,可见,这一隐喻带有了西方文化经

验.也因此,类似的疾病隐喻不再拘于鲁迅笔下华小栓那样的“东亚病夫”,而是

对波德莱尔“恶之花”观念的默认.质言之,疾病的西方经验或西方化感觉在新

感觉派那里作为隐喻进行书写.刘呐鸥笔下的都市女性虽然“摩登”形态各不相

同,但都带着异国的浪漫情调,都是完全被物质化的东方女性:一方面她们被塑

造成“西方美人”,成为都市男性主体欲望的客体;另一方面她们又能自觉地把自

己的客体地位或身份更变成主体,甚至掌握着主动权,将男主人公玩弄于股掌之

间.质言之,在诸如此类的都市女性或摩登女郎身上,集中表现了西方经验和西

方文化的影响,
即便是与刘呐鸥、穆时英具有创作差异的施蛰存,也体现出明显的西方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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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石秀之恋»中作者借用精神分析法描述在潘巧云诱惑下石秀不可遏制的

情欲冲动,凸显纵欲和禁欲、性爱和死亡、美丽和邪恶、诱惑与恐惧等构成的反讽

性张力,作品最后浓墨重彩地描写石秀以“唯美”的眼光窥视潘巧云这朵“恶之

花”———从暴力中看出美艳,由血腥中读出奇丽,并借此达到情节高潮.完全可

以说,作者在小说中对于暴力与血腥的欣赏和品味,不但带有莎乐美式颓废色

彩,更使整个作品显现出西方现代性艺术景观.
中国的新感觉派“它积极地吸收、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观性、内向

性、感觉化、抽象化等特征,来表现三十年代中国在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的精神

危机和人性异化.”〔２３〕在此,异域情调的虚妄美感与都市文明话语中的世界主义

具有逻辑上的同谋结构———二者的融合营构了一种西方化质素.
日本的新感觉派形成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川端康成、横光

利一、中川与一、片冈铁兵、今东光等１４人创刊了«文艺时代»,次月千叶龟雄为

其命名为新感觉派.而川端康成同时也是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理论家,他的«新
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堪称新感觉派的创作宣言.包括川端康成在内的日本新

感觉派认为,“一战”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现代人感到眼前的

世界比以往更难以辨认,人们需要更多的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
故而,文学创作不再讲究直接而明朗的感觉方式,而是注重间接而难以确定的感

受;作家要重视感官因素和身体经验,强化印象和觉悟,用直观去展示生命的本

相和人生的底蕴.作为以现代主义姿态而面世的文学流派,日本新感觉派自觉

或不自觉地将浸润了传统艺术精髓的笔墨与新的感觉化叙事完美融合,呈现出

细腻、感伤的艺术格调.对此,川端康成的小说最具典范性:“在‘新感觉派’作家

中,只有川端康成实现了所谓‘完成的美’”.〔２４〕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授奖

辞中强调:“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川
端康成则这样表述:“如果产生划时代的新艺术,那必定是某种程度上以独特感

觉为先导的作品.”〔２５〕其中所说的“纤细韵味的诗意”和“独特感觉”,实际上是对

川端康成将“新感觉”与日本传统艺术中的“幽玄美”和“物哀美”熔铸一体的注

解.
的确,川端康成对于文学有其独特的理解和把握,他敏锐地意识到日语的诗

性基因———日语是注重表现微妙感觉的语言.他在«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一
文中说道,他将感觉置于表现或文体之上,在作品中注重用感觉去触摸生命、谛
视存在、顿悟人生.他的创作成功地践行了他在«我在美丽的日本»(诺贝尔文学

奖获奖致辞)中表达的艺术理念,一方面传承了以“幽玄”为核心元素的所谓“余
情美”传统,注重以感觉去表达、去把握美,认定美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感觉的完美

性;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２６〕他曾用“雪月

花时最怀友”高度概括日本传统文学注重“物哀”“风雅”的美质.«雪国»是川端

康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双线式的情节结构述说了已有妻室的岛村一年一度

到雪国与艺妓驹子幽聚.其中自然有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但川端康成并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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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感觉派作家那样,注重性爱关系在文本中至关重要的构成性意义,而是表

现基于性爱关系之上的特殊感觉与情愫;尤其是,作品描绘了岛村深深体悟到的

“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样的体悟其实出于川端康成本人对生命

意义的参悟,亦与“物哀”和“幽玄”等日本传统美学内质契合:言情却又蕴愁,恰
如其分地传递出东方人的审美情趣.实际上,所谓“幽玄美”虽然也涉及到幽艳、
神秘和余情三个要素,但其重心则是余情.惟其如此,方能强调气韵自然生成,
寻求空寂的内省,保持超脱的心灵境界.这样的“余情”业已被心灵净化,包蕴着

一种内在庄严的气韵,内含微妙的悲哀和寂寞.当«雪国»不可抑制地表露出“生
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有关存在的忧虑时,“幽玄”便与“物哀”的美学传统相契

无间了.
毋庸讳言,新感觉派小说在“新”的姿态和形象中也显露出明显的创作局限:

一种内在超越性和外在虚无性的冲突场.尤其是,当它以极端的方式发展其感

性主义审美时,自身也有成为另一种艺术专制的危险.何况,一旦消费主义文化

和技术文明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和神性的限制,一个纯然的跟着感觉走的、诗意的

创造匮乏的时代就离人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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