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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月旦》(甲集)看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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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I《文艺月旦》(甲集)是20世纪40年代在毕的天主教传教士所编写的一本涉厦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编者立

足于天主教的道德伦理观，对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品进行了简要的道德评介。此书的序和导言对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进行了

太致的梳理，并就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探讨。拓展了我们的批判视野。但无疑，圊于道德立场，其结论带有浓郁的天主教道

德伦理色彩．难以对现代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关键词】《文艺月旦》 天主教现代文学道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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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由北平太平仓普爱堂出版的中文版<文艺月旦》

(甲集)．是一本主要依照天主教道德观念评判中国文学作品

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珍贵资料。(文艺月旦》(甲集)原

为法文，名为《说部甄评》。但此书并不都是小说，还有剧本、随

笔、诗歌等，所以当时有读者特别是天津《益世报》的聂崇歧先

生对此进行批评。编者一方面在法文版中保留这个名称，觉得

它所代表的是全书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全书的实际内容；另一

方面在中文版中遵从了读者的批评意见，将书名改为较为笼统

的《文艺月旦》。另外，景明译的中文版对原西文版进行了重新

枚订和增补。西文版只注意到所涉各书的内容之道德价值．至

于它们的文艺价值则略而不谈。中文版为求读者便利，由译述

者略加按语，并主要增补了燕声先生的“作家小传”。

<文艺月旦》(甲集)的执笔者不只止一位，但善秉仁是

其中的主要作者。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此书编者都是天主教士．

且都在中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正如编者所说，在一般人心目中，传教士的传教生活，同文

艺作品几乎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编者其实在

此编印过程中仍保留了他们传教士的本色。因为，他们的目的

主要是进行图书的道德批判，藉图书审查维护天主教的道德风

化，并试图借此移风易俗、影响中国的道德建设。目的的明确性

决定了该书不可能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读物。不过．

陔书的“序”(1947年3月19日)和“导言”(1945年11月1

日)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致看法。

(一)大多数新文学作品显著的革命思想。编者认为，“革

命思想”是乍读许多新文学作家之作品时，可以看出的一个共

同的特点。比如鲁迅．其愿望是解放民众，想让他们摆脱传统的

政体；他要唤醒群众，使他们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为此目的．

他攻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一切迷信和封建礼俗。巴金在几乎

所有的作品里都鼓吹革命信念．想实现一个“梦境的人间世”。

他书里的主人翁，一般都是令人同情的，可是生活都有点凄惨，

他们要求一个新的人类社会。为此，他建议旧家庭革命，甚至反

抗父母，他的人物为达到此种理想不惜牺牲生命。其他共产主

义作家，像丁玲、陈独秀诸人的著作里，则革命精神最为显著。

概言之，新文学作家有种普遍的革命情绪，而且在某些作家中

还有共产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解放民众，废除旧家庭制度，建立

一个理想的社会。编者一方面承认这些思想是义勇的，不想反

对这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思想是可虑的，担心青年

们只记牢“破坏一切”的口号，单记住必须摧毁旧社会旧道德

的构造，却忘却了必需的自我牺牲，忘掉本身的重要使命。要深

人地理解这个问题，要首先了解与天主教相关的基本要理。天

主十诫(Decalogue或Ten Commandaments)是天主教徒伦理生

活的基本准则，其中第四诫是“孝敬父母”，它要求子女对父母

尽孝心，满足父母的生活所需，尊敬父母，听从父母的劝告。编

者对新文学作品中强烈废除旧家庭制度的要求表示了忧虑和

反对，因为中国的旧家庭制度也是极其讲究孝道的。同时，这第

四诫也针对下级和上级、学生和老师、公民和国家等这样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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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天主教传教士给中同社会所开的改单药方是天主教的信

仰观以及此总原则之下的具体主张。天主教传教土的社会改革

观是相对保守的，对激进的社会改革持反对态度。基于此，传教

上对于共产党人及其共产主义丰张，也基本持反对态度。当然，

这也Ij共产党人一度反对基督教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宗教立

场有直接关系。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得天主教与围民政府

的关系比较融洽，二者之间有对话的平台，并容易结成利益同

盟。

(二)新文学界普遍的非道德观。编者认为，包括鲁迅、茅

盾、丁玲在内的多数文学界领袖人物无所渭道德观念。尽管不

能说一般大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但他们的“主要格调”

的确是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婚姻只是一个腐朽的制度，他们

一致主张自由恋爱。他们让其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最彻底的

不道德里。同时，他们也帛直实验他们的理想，由他们所创造的

人物的生恬方式，展示出他们对于人生、对于离婚、对于自由恋

爱的看法．并显示出他们对于贞操观念的满不在乎。还有一个

被编者称为”非文学作家”的流行一时的群体，以张恨水、刘云

若等为代表，在道德立场上更加受到指责。编者认为，他们是一

些天分有限，写作目的并不为宣传思想或发动斗争，而专为牟

利的人。这些作家往往是多产的。他们认识大众，熟悉大众的偏

好，所以他们的著作只是些揣摩人民心理．投其所好的东西。他

们在不等的程度里，都难免涉人色情。这些文人，对于一般民众

影响很大。

编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批判许多作家的非道德倾向，是因

为他们认为作品中的思想观念与天主教的道德观有极大的冲

突。天主十诫中的第六诫是“毋行邪淫”，它命令人在行动和思

想上保持“沽德”，正确处理性欲问题，端正两性关系。这一诫

禁止在婚姻以外寻求性欲的满足。因为，在天主教看来，性欲和

生育有关，负有延续人类生存的使命，在婚姻之外寻求性欲的

满足是不正当的。这第六诫同时禁止人们在思想上的邪念、邪

欲，尽管它并不产生实际的危害。

当然，编者在批判大多数新文学作家非道德立场的同时，

也承认有一小部分作家的作品，在道德观上是值得肯定的。他

们不曾陷入上述的错误，并且能产生良好的影响。他们抗拒了

诱惑，在其作品中，流通了些“鲜洁之气”。他们的全部著作或

几乎全部著作．可以让任何人去看，比如皈依天主教的苏梅和

张秀业，基督徒的冰心女士和非教徒的叶绍钧。另外，还有新文

学领袖中的巴金、老舍等几个例外。

(三)太多数作家对彼世的否定观。编者认为，对于大多数

的作家，种是不存在的。不少作家明确否认有神，他们想象不出

什么是一十不死的灵魂．天主教也只是一个外来的帝国主义的

教门。因而，元神主义在青年群里的侵蚀．是毫不足奇的。本来

宗教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综合，是人向神缴纳从属的贡献。但

在他们那里．尘世只有为己的尘世，^大可不必在意自己Lj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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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属的另一高级权力问的关联。某些作家还认为，人生在世

的目的，无非是求个人享受。这是他们反抗既定制度，反抗宗教

与贞洁所必定会产生的结论。

另外，编者认为，许多作家倡导革命时，往往是受了爱国心

所驱使，他们所要求的往往是一种较为合理的人生(例如鲁迅

书中的主人公、曹禺笔下的人物等)．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理

想，他们想建造一个新的人类丰十会，并不惜为此而牺牲生命

(例如巴金笔下的人物)。这些，一般都是出丁善意。他们的著

作天然的意向，是毁灭固有的一切，鼓励青年走进革命的道路；

可是，轮到重新建设时，他们却完全失败了。这失败的最大原因

就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没有神的存在。因此，他们不能替他们的

读者指示应走的正路。

这个问题关涉到天主教的信仰核心，所以编者的批判也是

严厉的。天主卜诫中的第一诫即为“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天

主教对天主的尊崇和对彼世的肯定，必然使编者在面对无神论

的或否定基督教的作家时持批判的态度。但处于灾难深重的近

代中国，面对此世的巨大压力和迫切要求，让作家把目光投向

彼世，恐怕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

(四)天主教会之补救方法的必要性。编者认为，除去少数

几点高尚的思想外，青年人由阅读现代小说记取较多而较真

的，只是推翻一切的革命理论和恋爱自由的原则。他们知道了

如何否认彼世，否认宗教信仰，否认自己行为自己应负责，却得

不到任何严正的思想。这样，除了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外。没有什

么好结果。因此，对于他们，读物若不加审择，最终必然是疑念

杀死信德，夺去一切道德观念。即使信德投有完全丧失．但对于

风化方面也是多有损害。面对如此危急局势，编者认为应该敲

响警钟，并采取补救措施。而能做出有效补救的，莫过于天主教

公教会。具体的建议和措施，编者认为可以是加强公教教师、学

者、作家、司铎与非公教智识界著作家、大众小说家之间的联

系，并用公教的观点影响之、感染之；可以在报章杂志、中等以

上公教学校天然伦理学的课程里，予以批判；可以积极训练新

人，最紧要的是给新人一种切实的哲学基础。因为对手大多缺

乏根底，想打击他们，非常容易；可以改善文学创作状况。比如

《公教白话报’已发起佳作奖金，非公教作家，只要不违背普通

道德，也可以参加竞选；可以进行图书审查，因为图书审查是公

教会非常重要的职司之一。而这本书评集《文艺月旦》(甲

集)，便是这个职司实际执行的开端．是传教士们检核工作的

尝试。

总之，《文艺月旦》体现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现代文学

观，是笼罩在浓郁的天主教道德伦理观之下的。一方面，它为中

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观照视角．拓展了我们的认识视

野；但另一方面，它义过多地受制于天主教道德伦理立场，难以

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真正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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