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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辟专章谈非逻辑思维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

论述了直觉
、

灵感
、

梦
、

模糊性思维与艺术创作

的关系
。

作者认为直觉是一种特殊的形象思维
,

其突出特点是直观与思维的二重性
,

当下直观
,

实

现思维
,

将推理的过程凝缩了
,

丧现为短暂迅速的
“
一次定向联结

” ,

这种
“
联结

”
又带有很大的偶然

性
、

随机性
。

作者还将科学直觉与艺术直觉作了比较深入的辨析比较
,

认为科学直觉的中介是
“
智

力图象
” ,

艺术直觉的中介是
“
审美图象

”。

这两种不同的图象作为预制模式存在于科学家
、

艺术家的

心理结构之中
。

当外界信息突然传入大脑后
,

就迅速地不自觉地按照各自不同的预制模 式 予 以 重

塑
,

从而创造出不同的精神产品
,

或为理性概念或为审美意象
。

科学直觉与艺术直觉又是互相贯通

的
,

两者都可 以包含有对方的某些成分
。

第三
,

关于艺术创作过程
。

该著用三章的篇幅
,

按文艺创作的动机
、

构思和传达三个阶段
,

研

究文艺创作的全过程
。

关于动机
,

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上
,

人们还难于从生理学
、

心理学
、

脑科学和思

维科学的角度直接而清晰地描述其发生机制
,

因而心理学还只能把它当作一个解释性而非阐述性概

念来对待
。

尽管如此
,

作者还是利用心理学关于
“
缺乏性动机

”
和

“

丰富性动机
”
的研究成果

,

对文艺

创作动机产生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

值得指出的是
,

作者不是简单地照搬

心理学上的概念硬套艺术创作的动机
,

而是根据艺术创作的实际
,

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从哲学
、

社会

学
、

文化人类学
、

美学等多种角度广为开拓
。

例如
,

他将缺乏性动机与忧患意识贯通起来
,

并且明

确指出
,

文艺创作主体的忧患意识不仅表现为对个体生存
、

发展的优患
,

而且主要表现为对人类
、

社会
、

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优患
。

文艺创作家的优患意识与普通的以消极情绪为基本特征的缺乏性

动机有很大不同
。

他的忧患意识虽然有优郁和不满的情绪表现
,

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更为深沉
、

更为

执著的积极追乳 通常以不满足现状的姿态出现
,

表达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
。

该著对创作动机的构成要素也做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
。

作者认为
,

艺术创作动机是由
“
价 值 认

识
” 、 “
目标意图

” 、 “

创作冲动
,
三个层面构成

,

缺一不可
。

作者关于文艺创作动机基本来源和表现形

式的论述
,

首先抓住了文艺创作的个体性和不可重复性
,

从主体的表现欲望方面开掘出动机产生的

主体因素 � 其次
,

强调了文艺创作的社会本质和文艺创作家影响社会
、

造就生活的深 层 动 因 , 再

次
,

既从主体方面又从客体方面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审美本质
,

从而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审美关

系中探寻到文艺创作动机的根本源泉
。

关于艺术构思
、

艺术传达
,

该著都有不少理论建树
,

限于篇幅
,

兹不备述
。

�黄 烦�

马可
·

波罗研究中的新成果

《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
·

波罗》
,

余士雄著
。

大 �� 开本
, � �� 页

。

中国旅游出版社 � �  �年 � 月出版
。

贵任编辑
�

纪流
。

在中西方关系史上
,

马可
·

波罗是一位遐迩闻名的人物
,

他广泛游历过中国广大地区和邻近国

家
,

并以客卿身份在元朝供职 �� 年
。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可
。

波罗游记》
,

曾被誉为世界一 大 奇

书
。

这部书主要记述了中国元代初期重大的政治
、

经济
、

科学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等社会情况
,

还涉

及中亚
、

西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历史
、

地理和风土人情
。

该书流传甚广
,

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
,

是那时欧洲人借以了解东方
,

特别是中国的重要著作
。

例如
,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小时

读了《马可
·

波罗游记》后
,

就十分向往中国
,

成年后立志要导找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
。

该书对研

究中古时代的地理学
,

历史学以及中酉交通史
、

中西文化史和中意关系史等
,

也有重要的价值
。

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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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游记》间世后
,

极受人们重视
,

至今竞有 � � � 多种手抄本
、

�� � 多种印刷本
。

在国外
,

介 绍
、

研究马可
,

波罗 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
马可

·

波 罗学
。

我国对马可
·

波罗 的研究虽 然 起 步 较

晚
,

但多年来
,

也有许多可喜的成果
。

余士雄主 编的 《马可
·

波罗介绍与研究》 �书目文献出 版 社

� �� �年出版�
,

就结集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

本书是余士雄进一步研究马可
·

波罗的新成果
。 ‘

它是我 国出版的第一部全面论述马可
·

波罗的

学术著作
。

全书八章
,

分别论述了马可
·

波罗来华的 时代背景
,

旅行中国的始末
,
《游记》所述的元

初中国状况
、

中国历史名城
,

《游记》的外文版本
、

中文译著
,

中国的马可
·

波罗研究
,

以及《游记》

的影响
。

首先
,

作者向我们介绍了马 可
·

波罗的出身
、

经历 以及 《游记》 是如何产生的
。

马可
·

波罗于

��  �年生于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
。

� � �年随其父亲
、

叔父
,

沿着
“

丝绸之路
”
来到中国

,

受到元世

祖忽必烈的青睐
,

被派遣到中国南方许多地方巡视
,

还受命出使东南亚诸国 � �� � �年又受忽必烈的

重托
,

护送元室公主 到波斯
。

接着
,

他回到 了故乡威尼斯
,

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城邦战争中被俘
。

在狱中
,

他热情洋溢地讲述 了在中国的见 闻
,

难友鲁思蒂谦诺用法文笔录 了下来
,

这就是名著 《马

可
·

波罗游记》的原木
。

其次
,

该书用较多的篇幅
,

通过翔实的史料
、

科学的辨析
,

证 明《游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真实

可信的
,

保存着元初社会珍贵的历史资料
。

以 乃颜板乱来说
,
《游记》有四章记叙 了此事

。

至元二十

四年 �� ��� 年 � 六月
,

忽必烈率军亲征
,

大收乃颜军
,

乃颜被俘后处死
。

这段翔实生动的史料
,

为

中外蒙古史著作所吸收和引用
。

我们知道
,

中国是
一

世界上最先使用纸币的 国家
,

而元朝又是第一个

实行以统一的纸币为基木货 币制 度的朝代
。

纸 币被马可
·

波罗誉为
� “
竟与纯全无 异

” , “

轻巧
,

便于

携带
” 。

书中
,

对纸币的印制和使用状况作了系统 的介绍
。

说造币厂设在 汗八里 �北
�

京�
�

纸币用 切

成大小不同的桑皮纸制成
,

以表示面值大小的不等
�
梅张纸币

�

巨都 由特任官员签字盖章
,

还盖了忽

必烈的殊色御印
,

价值
一

与金币银币相同
,

可在全国通行 � 伪造者要处以死刑
。

作者认为
,

《游 记》的

这些记述
,

可以从《元史
·

钞法》的记载和 �� ��年干河北 出土的印制
“
至元通行宝钞

”
的铜板得到佐

证
。

再说说《游记》记载
�

的中国历史名绒
,

如大都 �北京 �
、

京兆府 �西安�
、

成都府
、

刺桐 ‘泉州� 城

等
,

作者在书中收集了许多图录和地图
,

说明《游记》的记载是基本相符的
。

这表明《游记》的记载可

以视为元初社会的生动写照
,

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

第三
,

该书较全面她介绍了《游记》的外文版本
、

中文译著以 及中国马可
·

波罗的研究概况
。

作

者从众多的手抄本和印刷本中
,

选择有根据有学术价值的版本
,

分五类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介
,

指 出
�

老法文本为最全的抄本
,

原 为马可
·

波罗 �� 述
,

鲁思蒂谦诺法文笔录
。

这个版本于 �� � �年由法国地

理学会印行
,

所以又称法国地理学会本
。

此 外
,

还一一评析了皮皮诺拉丁文本
、

拉穆学本
、

鲍梯本

�或称五种法文改定本补 泽拉达本�或称 � 抄本�
·

最后
,

作者指 出
,

由英国慕阿德和法国伯希和合

编的百钠本《马可
·

波覃寰宇记》���  !年出版 �
,

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标准本
。

至于《游记》的中文译著
,

作者指出
,

先后 出了 � 种汉文译本
,
� 种蒙文译本

,

并一一作了简要

评析
。

作者说
,

我国最早出版的汉文译本是 � �� �年 � 月
,

由魏易翻译
、

梁启超题字
,

正蒙书局印行

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
。

这本书在当时颇有名气
,
但 由于译者不懂历 史

,

特别是元史
, 以致人

名
、

地名
、

历史事件译名搞错的很多
,

为众多的学者所垢病
。

不过
,

魏易首次译出该 书
,

功 不 可

没
。

作者认为
,

冯承钧译的《马可
·

波罗行纪》�� � ��年初版 �
,

是我 国流行最广的一种版本
。

冯承钧

熟悉蒙古史
,

所 以译文正确
,

还订正了原书沙海昂注中的一些错误
。

此本很受史学界的欢迎
。

关于中国的马可
�

产罗研究
,

作者指 出
,

自 � �� �年《中西见闻录》刊载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

中国述》 开始
,

我国研究马可
·

波罗的历史 已达 �� 。多年
,

发表的科学论文有一百多篇
,

内容涉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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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
·

波罗游记》 的真实性
、

价值
、

版本
、

译文质量等 的评述
,

马可
·

波罗所到地区
、

地名 的 考

证
,

以及马可
·

波罗往返中国的时间
、

在中国所任的官职和马可
·

波罗是否懂汉语等 间题的探讨
。

书中也作了简明的评析
,

这有助于读者对研究情况作全面的了解
。

第四
,

本书还对《游记》的影响
、

价值作了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
。

这本《游记》起初被西方人视

为
“
天方夜谭

” ,

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
。

但是
,

通过中外学者的研究
、

考证 以及

传世
、

出土文物的佐证
,

确认 《游记》 除了有些传闻失实或记忆不准确外
,

绝大部分内容是真实可

信的
,

不失为一部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著作
。

它在中西文化
、

交通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

仅以世界地

图咪说
,

��� � 年马里诺
·

萨努托的世界 地图中
,

新收的地理资料大多取材于《马可
·

波罗游记》
。

中

世纪最有科学价值的世界地图
—

加泰隆地图 �� �  �年� 及尔后出的博尔贾地图
、

利尔 杜 斯 地 图

等
,

也都是以《游记》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绘制的
。

这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西方人的地理知识
,

扩大了

他们的视野
,

大大促进 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
。

最后
,

我还想说一点本书写作上的特点
。

本书虽是一本学术著作
,

但写得相当生动流畅
,

还附

有许多珍贵的图录和地图
,

做到 了图文并茂
,

读来颇能令人兴味盎然
。

当然该书也存有一些不足之

处
,

如叙事过于简要
、

略有重复等
,

这不过是瑜中微瑕而已
。

�张 宁 �

刑法学研究的一部拓新之作

《犯罪主体论》
,

赵秉志著
。

大 �� 开本
,

� �� 页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年 � 月出版
。

责任编辑
�

熊成乾
。

《犯罪主体论》一书是赵秉志同志潜心研究 四年多的成果
。

这部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著作
,

曾经获得由全国最权威的刑法学家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

认为它提出了许多独到

的见解
,

是一部填补空 白之作
,

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

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

首先
,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对犯罪主体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的专著
。

刑法是用来对付犯罪人的
,

其

所规定的犯罪
、

利事责任和刑罚无一不是围绕犯罪人而展开
,

因此
,

对犯罪主体即犯罪人的研究
,

应当成为刑法学中一个既系统又深入的专题领域
。

但是
,

由于犯罪主体间题涉及犯罪学
、

司法精神

病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
、

教育学
、

民法学等多个学科
�
我 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很缺乏

,

因而它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刑法理论 间题
。

赵秉志 同志不畏艰难
,

在大量实际调查研究和长期

理论探讨的基础上
,

写成了《犯罪主体论》这一专著
,

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刑
沪

法学的一个贡献
。

其次
,

此书初步建立了我国刑法学中犯罪主体论的理论体系
。

以往
,

我国刑法学在论述犯罪主

体间题时
,

只是围绕犯罪主体的概念
、

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三方面的间题来展开
。

虽然这

三方面的间题都是犯罪主体中的基本间题
,

但它们并不足以构成犯罪主体论的理论体系
。

首先
,

这

三方面的间题并不能包括犯罪主体的所有间题
。

例如
,

关于犯 罪主体的特殊身分间题
、

关于
“
法人犯

罪
�

间题
、

关于港澳台人的犯罪间题等等
,

都是犯罪主体中的重要间题
,

但在传统的犯罪主体论中却

找不到它们相应的位置
。

其次
,

刑事责任年龄虽然是犯罪主体应具备的一个要素
,

但它与刑事责任能

力不是一个层次的要素
。

年龄只是与精神状况等并列来影响和决定刑事责任能力
。

把刑事责任年龄

与刑事贵任能力并列起来
,

等于是否认了年龄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 响
,

这也势必造成犯罪主体理论

体系的馄乱
。

《犯罪主体论》克服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局限性
,

把犯罪主体的理论体系归结 为十章
。

其

中
,

第一
、

二章论述了犯罪主体的概念
、

共同要件以及犯罪主体与刊事责任的一般关系
。

这些都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