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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国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重塑中国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
□□泓泓 峻峻

理论的实践品格及其在当代文学研
究中的失落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面对的最为基本

的问题之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答这一问

题，答案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特定的理论是在特定

的实践过程中，在观察与研究特定对象的基础上总结

出来的；理论最主要的价值，则体现在能够返回现实

之中，指导人类在特定领域展开新的实践活动。比如

说，植物学理论是人们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通

过观察与研究各种植物的属性与生长规律总结出来

的，其主要价值在于指导人类更好地利用植物界的自

然规律为人类服务；经济学理论是在经济活动中人们

通过观察与研究各种经济现象总结出来的，其主要价

值在于为人类今后的经济活动提供借鉴与指导。理论

的这一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特性，可以称为理

论的实践品格。

然而，当你用理论的实践品格去衡量当下的文学

理论时，却会发现有太多打着文学研究旗号的理论活

动根本不关注具体的文学实践；而且，许多文学理论

的研究成果也根本无法回到文学实践之中。更为离奇

的是，在有些理论家看来，这种状况对文学理论研究

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要建构的，本来就是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文学

理论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理论介

绍与移植，或者由一种理论衍生出另一种理论，因而

根本用不着向文学创作实践开放，它自己就可以构成

一个独立的学术空间，理论自身的完满与自足是评价

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最高标准。

问题是，当许多文学理论家生产的文学理论既不

产生自具体的文学实践，又不试图介入新的文学实践

时，一个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也就必将大打折扣。

近年来文学理论在整个文学格局中，以及在整个人文

思想格局中，影响力越来越萎缩，不能不说与其实践

品格的弱化有很大关系。

其实，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无关的文学理论研究活

动，并不是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常态。不论是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主张，还是把文学理论

研究当成“思维的体操”，以理论自身的完满与自足

为最终目标的研究取向，都是近一二十年才在中国文

学理论界出现的，前者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诉求

有关，后者除受西方学术风气影响外，还与中国日渐

学院化的文学理论生产体制有关。而这一切，与中国

古典文学理论传统、五四新文学所形成的理论传统，

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今天要建立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必

须要克服这种轻视理论实践品格的价值取向。

重视实践品格本来是中国文学理论
研究的重要传统

在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时，有三个理论

传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的，那就是中国古典文艺

理论传统、五四新文学形成的文艺理论传统，以及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而这三个传统，恰恰都

有着十分突出的实践品格。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论思

考常常体现在具体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品评之中，

像钟嵘、严羽、司空徒、金圣叹、毛宗岗等著名的文

学理论家，不仅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情况十分熟

悉，而且他们的大多数文学理论主张就隐藏在对具体

作家、具体作品的分析品评之中；即使是像刘勰的

《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这样格局相当宏大、体

系相当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在阐发自己的观点时，

也始终依托于具体的文学史材料展开，并经常穿插对

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不胜枚举的诗话、词

话、文章评点、小说评点，实际上构成了宋明以来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要存在形式，而它们的最

为主要的功能，就是指导具体的写作实践。对文学实

践的关注，以及介入文学实践的姿态，构成中国古典

文艺理论的一大特色。

就中国新文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看，许多时候

文学理论家也都是深处鲜活的文学现场从事理论建构

的。一方面，他们与许多作家，许多文学社团流派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自己时代有影响的作家作品，

新出现的文学思潮、文学组织，以及文学新的发展动

向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有着十分明确的

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发展有着强

烈的介入意愿。这成为他们建构自己文学理论的深厚

实践基础与强大思想动力。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

人，比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茅盾、周作人、胡风

等人，都兼有作家、批评家与理论家多重身份，其自

身丰富的创作实践，就可以为他们思考文学理论问题

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另外一些人，如成仿吾、梁实

秋、周扬、冯雪峰等人，则都是影响巨大的文学社团

或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其鲜明的理论主张代表着特

定文学群体的文学立场，对特定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

很强的现实影响力。可以说，理论的强势介入，理论

家的深刻影响，对从五四到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向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理论家在新文学

历史上也就享有崇高的地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更是把关注文学实

践、指导文学实践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诉求。上文

提到的鲁迅、茅盾、成仿吾、胡风、周扬、冯雪峰都

是20世纪中国十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

而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对

文学实践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成熟于延安时期

的文艺思想。从其产生的实践根源看，毛泽东的延安

文艺思想，是根据1940年代初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

况，为纠正当时根据地各种错误的思潮与模糊的认识

而生成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所以

会成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

献，则是因为在这个讲话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当代文

学完成了一次大的转型，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开创

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所确立的许多原则，在今天仍然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最为核心的内容，继续对中国

文学的发展方向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最大魅力体现在
其实践品格上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言，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与文艺问题有关的重要讲话，既

有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立场与方

法的继承，也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发

展。具体而言，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

本保证”等观点，更多地体现了在文艺观念上对中国

共产党一贯的方针路线的继承；而“讲好中国故

事”、“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以及

对文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等等之间关系的论述，则更多地体现了对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可以说，从

毛泽东提出以“民族形式”为核心的“中国作风与中

国气派”，到习近平提出要弘扬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华美学精神、中国传统美德、当代中国人的

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中国精

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朝着

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方向又迈出了

关键性的一步，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仔细阅

读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

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重要文

献，我们发现，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生成，无论是继承

还是发展，都不是由理论到理论的演绎，而是建立在

对中国当代文艺的现状与问题、中国当代文艺面对的

新的历史条件、中国当代文艺新的历史使命的细致观

察、准确把握与深刻分析之上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

对性。尤其是习近平结合爱国主义的立场对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批判；借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阐扬对“去道德化”现象的批判；通过对“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命题的强调对“去

中国化”倾向的批判，都抓住了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文

艺创作中的严重失误与突出问题，廓清了文艺界在一

些重要问题上的是非，指明了中国文艺今后发展的方

向，对中国文艺界而言，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而这一切，都表明了习近平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关怀

精神与突出的实践品格。

可以说，在现实关怀精神与实践品格上，习近平

文艺思想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五四新文

学的理论传统，以及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是高度一致的。正是

这种现实关怀精神与实践品格，使得习近平文艺思想

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当代文

学近年来在此影响下所出现的深刻变化，大家都有目

共睹。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在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

的过程中，其关注文艺现实，以理论介入文艺实

践、指导文艺实践的精神实质，是尤其应该引起重

视的。

在回答新时代文学提出的问题中重
塑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

时代需要解决的文学问题，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学问

题，是一个时代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一

个时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机遇。

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而言，当习近平总书记在

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

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时，有必要认真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些问

题：“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所面对的读者对象、所处

的国内国际形势、所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如果说“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把“人民性”作为自己

的根本属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其实际的发展状况，与

文学所要承担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

一使命之间还有多大的距离，需要做出哪些调整与

改变？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受到新的信息传播环

境、文化娱乐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的深刻影响，传

统的文学形式受到极大的挑战，正面临读者群萎缩，

在整个文化格局中被日渐边缘化的危险，当代中国文

学需要怎样应对这一危机，走出面临的困境，在新的

时代获得新的发展？在文化自信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

人民的一种自觉追求的情况下，当代文学应该怎样充

分发掘与阐释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以此

去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并“让

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

立于世”？

类似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至

关重要，亟待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做出回答。而围绕这

些问题建立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由于直接来源

于中国自身当下的文学实践，必然是有着鲜明的问题

意识与时代特色的，必然是中国化的，也必然对中国

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因此而产生深刻的

社会影响。

这是一个中国文学理论实践品格重塑的过程，通

过这一重塑，中国的文学理论将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

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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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抗战时期，鲁艺是学习、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贯彻中国共产

党文艺方针的重要基地。抗战胜利后，延安走出的文艺家们，像种子一样撒遍

全国，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

工作座谈会，发表14000多字的长篇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划下

新坐标：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

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

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

列重要讲话，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上，与时倶

进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具有强烈现实

针对性和鲜明实践品格，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

领和行动指南。

新鲁艺：书写人民伟大实践，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走进济南战役纪念馆，恍若置身战场。长126米宽18米的巨幅全景画

《济南战役》，勾画出一幅炮火连天、气势磅礴的大规模攻坚战和歼灭战的战场

实景。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洋为中用，让全景画这一“舶来品”成为传承弘扬革命

文化的新的艺术展现。这幅全景画的作者之一、鲁迅美术学院荣誉终身教授

宋慧民说，鲁美人至今完成了《攻克锦州》《济南战役》等6幅百米以上反映革

命战争时期的全景画，让人们在逼真的“临场感”冲击下，产生强烈的震撼。

同鲁美一样，沈阳音乐学院也是延安鲁艺迁到东北后发展起来的。传承

红色基因、植根民族文化，是沈音一直秉持的育人传统。

2018年3月16日，沈音复排的我国第一部以东北抗联为题材的歌剧《星

星之火》在清华大学上演，观众反响热烈。

“复排的过程中，每一名参与的学生都认真重温了那段难以忘怀的历

史。参与、体验是鲁艺院校教学模式的灵魂。”沈阳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

任张策说。

参演歌剧的大四学生曹济美多次赴辽东山区抗联密营采风学习：“红色经

典传承的中国精神，真正让我们魂有所归，行有所依。”

文艺的社会担当，体现在文艺对社会生活其诚在骨的责任感。

秉持这种责任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话剧《祖传秘方》和《开炉》。

两剧是在市井生活中表现沈阳人民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苦难隐忍乃至奋起

抗战的历程。

“两部戏高扬爱国主义情怀，熔铸优秀文化传统，又饱含地方特色。”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说，这是作为鲁艺“后裔”的辽宁人艺弘扬鲁艺传统

并发扬光大的结晶。

当年播撒到全国的鲁艺精神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论在新

中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都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倡

者，引领文艺队伍出精品、促繁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传承红色基因的

艺术院校、院团与艺术家，形成“新鲁艺”雁阵齐飞的文艺新格局，努力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创作主旋律，书写人民伟大实践，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力攀民族歌剧高峰，中央歌剧院2017年和2018年连续推出演出季，《红

色娘子军》《红军不怕远征难》《风雪夜归人》等原创民族歌剧，彰显中国风格。

聚焦爱国、理想、信念、民生等人类永恒主题，河南豫剧院近年推出《村官

李天成》《焦裕禄》《红旗渠》等一大批剧目，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目前，内蒙古草原上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超过7000场。一代

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

把握时代脉搏，彰显中国精神。文艺创作融入壮阔时代，代表时代风貌、

引领时代风气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电影《百团大战》、电视剧《海棠依旧》、戏剧《雨花台》等等，从不同侧面艺

术再现了党领导下气壮山河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弘扬了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展现改革开放30多年曲折辉煌的奋斗历程……

“我们必须把身心紧紧地贴在裸露的大地上，从泥土中发现并托起属于

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的精神丰碑。”河北梆子《李保国》的编剧孙德

民说。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时代的文艺高峰

党旗猎猎，人们昂首阔步迈向新时代——一组名为《旗帜》的大型雕塑

2017年1月11日在中央党校揭幕。

这座长20.8米、宽11.1米、高13.7米，由62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飘扬的

旗帜组成的大型组雕，刻画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的昂扬精神风貌。

《旗帜》的领衔主创、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说：“鲁美传承着延安鲁艺

的血脉，在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鲁美要有所担当和作为。”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

如何满足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新需求，是摆在每个文化工作者面前的重

要课题。

“铸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有一件作品引

人注目：任艳明的《冼星海》采用“人”字撇捺两笔的构图形式，象征作曲家顶

天立地的革命意志，借鉴滔滔黄河水的雄壮形态，让冼星海的形象和精神永

立人间。

“中国雕塑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度，向国际社会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

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年青一代雕塑家继承前辈优秀传统，不断融汇

中西，贯通古今，在承前启后的创新性发展中，为历史立碑，为时代造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今天，时代精

神就蕴含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必将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要走出‘小自我’，投身‘大时代’。”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文艺

工作者要在创作中体现深刻的社会关切、现实关怀和思想追寻；要专注于认识

的高度、思想的深度、视野的广度、表达的精度，以扎实创作功底和深厚文艺素

养为“厚积”之基，在创作过程中锐意追求“薄发”之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最近，一档名为《经典咏流传》的诗词文化音乐节目在荧屏热播。节目用

“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相融合。

担任节目鉴赏团成员之一的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建议，将《经典咏流

传》式的美育教育推广到基层和全社会。“我们要培养具有专业水平的艺术人

才，更要培养文化传承人。要把音乐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音乐艺术

不仅是吹拉弹唱，更是净化心灵和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

如仲呈祥所说，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做到以文化人、以艺养心，重在引领、贵在

自觉、胜在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

心。”当今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民

史诗般的实践，必将催生史诗巨作。

为鲁艺精神所哺育的当代文艺工作者，以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担当

新使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作无愧于民

族、无愧于时代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高峰之作，人民深有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