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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 壮壮

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新媒体平台显著提新媒体平台显著提

升了文学创作及传播的活力升了文学创作及传播的活力，，但也带来了鱼目混但也带来了鱼目混

珠珠、、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媚俗从众媚俗从众、、价值标准混乱等问题价值标准混乱等问题；；如如

何应对资本对文学话语何应对资本对文学话语、、文学标准的渗透文学标准的渗透，，也值得也值得

学界进一步思考学界进一步思考。。这一切这一切，，都要求评论者更加有力都要求评论者更加有力

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激浊扬清激浊扬清、、褒优贬劣褒优贬劣、、坚持文学坚持文学

本位本位，，扬新媒体之长而避其所短扬新媒体之长而避其所短。。

“新时代”与文学的“新关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与新文学

百年的时间重合，使2017年这一年份刻度拥有了某种节点式

的特殊意义。具体到文学界，“总结”与“展望”无疑是最具

代表性的两种行动姿态。“总结”方面，各类带有梳理、回顾

性质的研讨广泛开展。以“新文学百年”为主题的学术活动

频见报道，多种“大典”、“大系”、“百年志”类丛书编纂出

版，其热度可谓接续甚至超越了2016年。以“五年”为时间

单位展开的更具体的文学总结也频繁出现，例如《文艺报》

组织举办了“砥砺五年”系列研讨，依照文体划分，分别围

绕过去五年间我国小说 （小说又分为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

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等领域的创作发展情

况展开讨论，并形成文章成系列刊登见报。这种“阶段总

结”式的研讨，不仅着眼于过去五年（或百年）间中国文学

现场出现的优秀作家作品，更强调总结梳理中的问题意识，

着重讨论创作中体现出的问题以及现状背后的趋势性元素。

在此意义上，对过往的总结往往亦包含着当下及未来的着

眼，而十九大报告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

一全新历史判断，无疑也为文学界的“展望”或谓“前驱”

增添了强劲的信心和动力。2017年底，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

论坛于海南博鳌开幕，论坛主题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创造新时代的新史诗”，两个“新”字显示出鲜明的意

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如何开辟新的格局、建立新的

话语、书写新的史诗、孕育新的伟大著作，正成为当下文学

界热切讨论的话题。从这种热切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广大

文学工作者主体意识的树立、责任担当的回归。正如白烨一

篇文章题目所说的那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时

代赋予的使命”。

在关切新时代文学发展、讨论文学新可能的过程中，最

具体、最坚实的理论抓手，便是习近平文艺思想。《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学习时报》等媒体先后发表仲呈

祥《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需要》《习近平文艺

思想的实践品格》、董学文《充分认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大

意义》《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李一鸣《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鲜明特征》、张知干《时代

性、人民性、创新性、开放性——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基本特

点》等多篇理论文章。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总体性、系统性

学习之后，文学界已开始有意识、成规模地将对习近平文艺

思想的研究讨论，同具体的文学创作问题及当下文学界现状

结合起来。《文艺报》先后开设“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

神”、“贯彻讲话精神，推动观念变革”两个专栏，围绕中华美

学精神、本土文化资源、英雄书写、典型人物塑造等习近平

总书记重点提到过的话题组织文章研究讨论，在文学界引起

反响；其“新观察”栏目集中组织一批较为活跃的青年评论

家撰稿，有意识地刊发了一批明确针对当下具体文本及现

象、富有批评锋芒的文章，涉及当下文学生态的改进、小说

想象历史的偏差、文学评论过度理论化、批评家的“说真

话”勇气等诸多内容，颇受关注。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

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习近平文

艺思想系列研讨”活动已举办五场，主题分别为“文学与人

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中国”、“文学与英雄”、“史诗

般的时代与创造时代新史诗”。参与该系列研讨的专家在会

后形成书面文章，相关主题文章已刊出30余篇。总而言之，

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出现的诸多观点、强调的多种命题，在文学

理论评论界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对习近平文艺

思想的学习、理解、研究、探讨，构成了整个文学界过去一

年中的重要内容。

有关理论评论自身的若干思考

围绕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现状及焦点话题，文学界也展

开了一系列讨论。这些讨论在充分肯定当下文学批评成就的

同时，也犀利而准确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显示出文

学理论评论界自我思考、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意识和勇

气。其中所涉的许多话题，显示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当下

文学语境中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其一是建立共识的问题。

中国作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

《扬子江评论》与苏州大学文学院合办“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

与分歧”研讨会，召集老一代评论家与当下较活跃的青年评

论家共同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与会专家对当下

文学批评领域“共识”及“分歧”状况的分析，就当下整体

文学语境而言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当下文学置身于复杂的

文化空间、经受着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而我们对批评

尺度、文学标准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尚显不足，因此对“共

识”的建构虽见成效却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当下文学批

评领域缺乏争论、争鸣，“同质化”与“内循环生产”等问题

依然存在，因此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分歧”亦不够多。

如何突破一团和气的表层形式，经由富于价值的分歧讨论而

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共识，无疑是文学理论评论界需要不断思

考的问题。

其二是中国本土理论话语建设问题。许多评论家呼吁建

立更加有效、更贴合当下中国现实的理论批评话语。杜学文

在 《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审美体系是新时代的必然召

唤》一文中，呼唤构建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适应时代发展

的新的审美体系。王晓平《西方理论如何阐释现代中国文学

创作》则针砭时弊，指出我们在利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

创作时常会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因此“有必要改变对西方

理论的盲目崇信，重建一套适应中国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话语

体系，以有效地阐释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孙绍振在《学

术“哑巴”病为何老治不好》一文中的质疑与此类似，他认

为中国本土文学理论长期“失语”、研究者似乎离开西方理论

就变成“哑巴”，表述颇为尖锐。削足适履或学术失语，针对

的乃是具体而真切的现实问题；如若上升到更加宏观的历史

维度观看，中国本土文学理论话语的建设，乃是中国现当代

文学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王光明《在第二个百

年努力胜出——谈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一文中谈

到，“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第一个百年，我们是被西方的坚船

利炮逼着进入现代的快车道的。别人已经捷足先登，我们不

得不跟着跑”；如今，经过一百年的探索发展，中国文学理论批

评与世界的关系不能再仅仅满足于“追赶”和“拿来”的模式，而

应努力建立平等、对话、相向互动的新型关系，进而更好地发掘

自己的传统、发出中国的声音，在多元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彰显

我们的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同一话题的另一面，提醒

的声音也渐渐在学界出现。不少人表示，我们在建立中国话语

的过程中要保持清醒冷静，一是要辩证思考、避免粗暴的二元

对立思维，二是要警惕“走形式”、“蹭热点”等潜在问题。例如，

丁帆、赵普光在对过去一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统计

分析后认为，“中国话语”意识已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主流或曰显

学；但作者同时也表示，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应做到认真、严

肃、踏实，不能沦为简单粗糙的“应景”或“追热潮”。这的确是

一种有意义的提醒。

其三是文学理论及批评话语的现实阐释力问题。南帆在

《光明日报》《文艺争鸣》先后发表评论《没有现实意义的知

识必将枯萎——谈文学理论的现实品格》及《文学理论能够

关注什么？》，强调文学理论的现实关注、现实意义，指出建

基于文学内部的文学理论应具有理解并阐释社会历史的能

力：“关注社会历史，关注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这恰恰是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为显著的特征。”与此类似，许多文章

及讨论都强调文学评论的“在场性”、“当代性”，对文学理论

评论的过度知识化有所反思。就现实生产运作机制而言，与

“知识化”紧密相关的现象，便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

化”、“建制化”的趋势。这一话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一方面，面向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研究工作向人文科学意义

上的完备“学科”靠拢，是中国当代文学逐步走向经典化的

必然过程；但在另一方面，观念的固化、视野的板结、思想

活力的衰减，也是这一过程中不能不防范的潜在风险。在此

问题上，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

势》一文或可带给我们许多启发。该文详尽地分析了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史学化”潮流，包

括文学史研究兴起的内在动力、学术转轨的过程及形态、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特征等等，在肯定其“深度历

史研究的意识”的同时，也牵扯出现象背后潜藏的相关问

题：在学科危机感和“学术成果”焦虑感的逼迫下，“‘文学理

论’、‘文学批评’大面积塌方……三足鼎立变成了文学史研究

一统江山”，导致在这个“批评空气稀薄而文学史空气浓郁的

‘学院批评’时代”，我们对当下文学问题的处理频繁地仰仗

史学视野，有时会变得“学究气十足”。进而可以想象，历史

学、社会学等优势人文学科与文学学科间的“不均衡发展”

现象，也将极其相似地出现在文学的学科象牙塔与当下现场

之间——学术系统内部或许呈现出一派繁荣，然而“这种繁

荣（繁忙）对整个社会文化的辐射十分有限”。由此言之，此

类话题不仅涉及理论评论同文学创作间的互动关系，也涉及

文学理论评论自身的立足之本；不仅局限于文学理论评论对

具体文学创作的阐释、言说，更充盈着文学辐射社会文化、

参与公众精神生活、打破“失语”现状的内在吁求。对中国

当代文学（并非仅是文学评论）而言，这或许是近年来最重

大的焦虑之一；而在这焦虑之中，同时也内蕴着强劲的变革

动力。

新的文学增长点与理论评论的应对

2017年，有许多新的文学热点现象出现。在对文学理论

评论的应对能力提出挑战的同时，这些新的文学增长点也带

来了观念的碰撞、思维的启迪，从而刺激了文学批评领域内

部的活力增长。

例如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有人将2016年称作“90后

写作元年”，原本散落各处的“90后”创作力量在近一两年

间得到了集中推介，评论界对这一写作群体的关注、研究也

在2017年里迅速跟进。在此过程中，“90后”写作群体展现

出许多新的特征。一些论者提到，期刊发表、获奖推优、作

协研讨等较传统的文学运转模式已不足以涵盖和回应文学新

人的整体写作图景，他们在话语资源、思维方式、身份认同

甚至文本流通渠道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文学

研究者应以更多元、更开放的眼界和思维来面对这一新兴写

作群体。围绕“90后”写作，不少评论者分析过其优势与新

质，但更具反思性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如金理组织的“90后

小说观察”中就有人提到，“90后”的生活经验还相对比较

单薄，导致其作品厚度不足。目前活跃的“90后”小说家身

上，常能看到某种“模仿前辈”的痕迹，讨论者称之为“虚

幻的乡愁”：“试图彻底地模仿某种过去的写作，从风格到内

容……他们从视为模范的80年代文本中得到生活体验，想象

那种生活并一头扎进去，就好像那样能更接近自己欣赏的文

本与想要的生活”。围绕何同彬2016年在《青年作家》杂志

刊发的 《关于青年写作、文学新人的断想》 一文，丁帆于

2017年初发表了《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两篇评论都涉

及到当下青年写作同质化、青年作家“被规训”和“被秩序

化”的现象，一时间成为热议话题。随后，《文艺争鸣》

2017年第10期推出“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专辑，刊出

王尧、王彬彬的文章对该话题做出回应；《大家》杂志2017

年第 6期组织多位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撰稿讨论，其中何同

彬、李壮、傅逸尘三人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就

更广义的“青年”话题而言，有评论家从近年“青年理想”

主题的文学叙述中发现了某种类似“痛苦比赛”的景观（陈

舒劼《痛苦比赛、报应期待与认知风险——近十年来“青年

理想”主题的文学叙述》），这种景观之中当然带有个体意识

觉醒及现实批判性等价值，但有时也会呈现出价值认同的分

裂乃至刻意为之的情感偏激。

再如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发展。新媒体对文学生产及文学

生态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是较为热门的讨论话题。第三届

“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选择“创新：新媒体时代的文学

抉择”作为讨论主题，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中国作协

诗歌委员会也专门举办了“新媒体视野下诗歌生态研讨会”。

新媒体技术为文学传播带来的“效果”一度使文学界感到惊

奇与兴奋，如今，随着各方面观察的深入，文学评论界对新

媒体同文学的关系也有了更加冷静、全面、辩证批判的理

解。以诗歌领域为例，微信诗歌公号对诗歌繁荣的推动曾经

备受赞美，但在2017年却也出现了《有一种杀死诗歌的方法

叫微信诗歌公号》 这样的反思文章，此种观点其实绝非孤

例。总体而言，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新媒体平台显著

提升了文学创作及传播的活力，但也带来了鱼目混珠、泥沙

俱下、媚俗从众、价值标准混乱等问题；如何应对资本对文

学话语、文学标准的渗透，也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这一

切，都要求评论者更加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激浊扬清、

褒优贬劣、坚持文学本位，扬新媒体之长而避其所短。

又如“全民写作”话题。以非专业人士为创作主体、带

有鲜明非虚构色彩的“全民写作”（或称“素人写作”）近年

兴起，“全民故事计划”、“正午故事”、凤凰读书“有故事的

人”、网易“人间”等相关平台获得了广泛关注，也在评论界

引起了讨论甚至论争。两种不同的声音，侧重不同、立足

点相异，一方强调写作伦理、一方强调写作技术，似有

“鸡同鸭讲”之嫌。这显示出评论界对近年来兴起的“全民写

作”现象缺少足够的准备，在评价和判断的方式、标尺、角

度等方面尚未达成共识。面对新的文学增长点，评论界如何

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建立起新的思维、眼光和话语方式，

无疑是需要长久思考的命题。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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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乃肥 …………… 鲁 敏
老屋 ………………… 尤凤伟
诗经 ………………… 苏兰朵
水流日夜 …………… 何立伟
黑熊怪 ……………… 周李立
晚餐 ………………… 川 妮
行善 ………………… 王佩飞
盘锦豹子 …… 坦克手贝吉塔

中篇小说月报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上
半
月
刊

真文学 好作品
虚 构 理想塔（短篇小说）…………………………………… 虞 燕

你不只是你自己（短篇小说）………………………… 虞 燕
“微光”沐照下的炼金者（评论）——虞燕短篇小说中的卡佛

传统……………………………………………… 贺 颖
弹绷子（短篇小说）…………………………………… 钟正林
事情在它发生以前（短篇小说）……………………… 宋 玥
血丝玉镯（中篇小说）………………………………… 光 盘

发 现 一个人的《中国史纲》………………………………… 詹谷丰
记 录 底色…………………………………………………… 周齐林

艽野里………………………………………………… 沈 念
科 幻 从地球到月球（短篇小说）…………………………… 庹 政

飞铁首乘纪闻（短篇小说）…………………………… 索 耳
90 后 梦蝶（短篇小说） …………………………………… 靳 朗
手 稿 随笔选钞……………………………………………… 石舒清
汉 诗 练习曲及其它（诗12首） …………………………… 华 清

张炜的诗……………………………………………… 张 炜
民间诗刊档案：《鲁西诗人》…………… 张维芳 姜建国等
民间诗刊研究：风，是鲁西的………………………… 弓 车

品 读 封二 《近似无止境的徒步》 杨克《给孩子的100首新诗》
封三 马晓康《中国首部90后诗选》

赵思运《百年汉诗史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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