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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杨剑龙

文学是时代形象化的反映，是作家内心思绪

的表达。文学批评家以对于文学史以及正在发

生和变化着的文学的阅读与研究为职业，不仅梳

理和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更需要敏锐地关注和

研究正在发生与变化着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创作，

对于社会和时代反映的文学，批评家如何注重职

业坚守与审美阅读，在新时代背景下就显得尤为

重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认为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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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代文化发展与繁荣

的一部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学批评家如何注

重职业的坚守与审美阅读，成为促进与推动文学

发展的动力之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曲折与坎坷的历史中，

文学创作从新中国的颂歌，到“文革”政治阴谋的

舆论场，到改革开放后文学逐渐注重艺术、注重审

美，再到受到商业化大潮的冲击，文学创作为市场

所左右。在文学发展的轨迹中，文学批评也呈现

出从政治化批评，转为商业化批评的趋势，政治化

批评以领袖的言论为标准、以政治宣传的文件为

导向、以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为核心，形成了文学

政治化批评的畸形状态，文学几乎成为了政治的

奴婢。商业化批评以市场的盈利为动力、以迎合

大众化阅读为导向、以市场的流行为核心，形成了

商业化批评的发展趋势，文学几乎成为了金钱的

奴仆。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京派”与“海派”的

论争中，鲁迅就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

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

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

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

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

已。”鲁迅对于文学的过度政治化和商业化提出了

批评。沈从文也曾经提出：“发财做官的功利思想

既变成作家创作活力，表面上尽管十分热闹，事实

上已无文运可言。商人官家不仅成为文运发扬

者，保护者，同时且是支配者，统治者。”沈从文强

调“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作品不

当作商品与官场的点缀品”。沈从文对商业和政

治对于文学的束缚一再提出了批评。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在中国当代文学

批评的进展中，文学批评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

现象：圈子批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口水批评、

空头批评、概念化批评等屡见不鲜，为学术界和文

学界所诟病，使文学批评屡屡走向了歧途。

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阅读与接受的基础上，以

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

学现象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家

是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是对于

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进行专业评论和研究的学

者。有学者对于文学批评家的修养从丰富的生活

经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博的知识、过硬的艺术

功力、高尚的品德人格等方面进行规范，尤其强调

文学批评家要有对读者和作家认真负责的精神、

对批评事业永远进取的韧性品格、勇于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胆识。倘若文学批评家一味沉溺于政

治化批评，尾随着政治亦步亦趋，让文学批评成为

政治的传声筒；倘若文学批评家热衷于商业化批

评，追随着铜臭妙笔生花，让文学批评成为商业的

广告，这些都失却了文学批评的原本的意义和价

值，甚至异化为脱离文学本体的政治工具或商业

海报，虽然文学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虽然文学本

身具有商品的性质，但是倘若将文学批评一味步

入政治化批评或商业化批评的窠臼，那就是对于

文学批评家职业的背叛，也会脱离文学批评的审

美阅读和审美判断，既无益于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也愧对作家和广大读者。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学批评家首先应该摆

脱一味的政治化批评和商业化批评，坚定职业操

守，注重文学批评的审美阅读。新时代背景下的

文学批评应该注重如下几方面：

一、坚守文学批评的学术性评断。文学批评

是一种学术批评，应该有其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评

价标准，文学批评不能一味溢美，也不能无端棒

杀，应该对于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等进行学术性评

断。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克罗齐指出：“批评家们也

往往因为匆忙，懒惰，省察的缺乏，理论上的偏见，

私人的恩怨以及其它类似的动机，把美的说成丑

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批评

性观照，批评家高屋建瓴站在文学历史和发展的

视阈，对于作家作品等进行批评，评头论足说长道

短，既指出作家作品的成就与创见，也道出作家作

品的不足或缺憾。批评性观照如医生面对病患的

诊治，尤其应该发现病象剔除病灶，才能诊治疾病

保持健康。法国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

一著中认为：“善于怀疑! 批评在希腊首先就是如

此，是一门怀疑的科学。”他认为文学批评可以分

为“寻美的批评”与“求疵的批评”。我们在批评

性观照中，既可以“寻美”，更应该“求疵”。文学

批评应该是一种纯文本判断，任何脱离文学文本

高深莫测的批评不能达到文学批评的根本目

的。在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已基本形成了

纯文本评断的基本准则，无论是精英文学，还是

通俗文学，都有其文学文本的基本评断标准，这

种评断标准应该是纯文本判断，将对于文学文本

的精神表达与艺术追求结合起来，通过对于纯文

本的分析判断，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肯綮的研

究。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学理性评说，文学批评

的感受感悟仅是第一个层次，必须进行更为深入

的学理性评说，这种学理性既是建筑于科学合理

的评价尺度，也是对于作家作品站在文学创作发

展轨迹的观照与评价，甚至上升至文学理论视阈

上的总结与评判。

二、坚守文学批评的创造性评说。高尔基针

对人们认为“批评——这是愚蠢者评断聪明人”的

观点时指出：“为了使批评家有权注意作家，他必

须比作家更有才华，更清楚地了解历史和自己国

家的风习，一般来说，他在智能上比作家更高。”批

评家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评说，并非仅仅是尾随着

作家亦步亦趋的复述，不是作家的吹鼓手传声筒，

而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说得更深。文学

批评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评说，这种创造性的评

说大多建筑在如下几方面。第一，文学史视阈。

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应该有一种文学史

视阈，在分析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时，应该将该作品

放到作家创作发展轨迹中去分析评说，探究该作

品是否有新的创造，在评论一位作家创作时，应该

将其置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中去分析研究，评断

该作家是否有新的贡献，只有具有了文学史视阈，

文学批评才能够高屋建瓴有所发展有所创造。第

二，理论化视阈。文学批评必须有文学理论为基

础、必须以研究方法为工具，这就构成了文学批评

的理论化视阈，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修养与批评功

底就基于此。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于国外文学

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与借鉴，我们的文学

批评与文学研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也

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拓展了文学批评的

理论化视阈。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也应该努力将

批评话语上升到理论总结理论发现的高度，从而

使文学批评更具有理论色彩与理论境界。第三，

个性化视阈。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评说，文学

批评家努力形成其个性化视阈是重要方面。王尔

德在谈论评论家的个性时说：“只要评论家加强自

己的个性，他就能够解释别人的个性和作品，并且

评论家在解释时个性表现得愈强，其解释也就愈

真实、准确、愈令人满意、信服。”在文学批评过程

中，批评家逐渐形成自己的批评个性，他对于批评

对象的选择、批评理论的择取、批评方法的运用、

批评话语的构成等，形成了其独特的个性化特征，

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学批评。

三、坚守文学批评的审美性阅读。经典的文

学作品都是一种审美的创造，文学批评必须坚守

审美性阅读，这是将文学批评从官场化批评和商

场化批评的窠臼中解脱的捷径，这种审美性阅读

大致关注如下几方面：第一，诗意的阅读。波德莱

尔认为：“最好的文学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

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

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这种诗意的

阅读既是关注研究对象的诗性，也关注批评文字

的诗性，就如同别林斯基说的“敏锐的诗意感觉，

对美文学印象的强大的感受力”。批评家在与研

究对象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发现与发掘作品所

蕴含的诗意，将其感受与共鸣、思考与激情、褒奖

与质疑等，都流泻其笔下，从而构成一种诗意的阅

读。第二，艺术的阅读。别林斯基说：“艺术首先

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

倾向的表现……如果里面没有诗，那么，它也就不

能表现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经典性的文学作

品都是艺术品，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艺术的阅读，

发现与分析作品的艺术特性，不仅从构思、象征、

寓意等方面进行分析，也从主旨、文体、语言等方

面展开剖析，从而真正发现研究对象的长与短、艺

术价值的大与小。第三，真善美的阅读。无论我

们的文学批评有多少种价值，其基本的价值仍然

是真善美，作品是否真实、是否表达了善、是否具

有美的特性，成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和重要标

准。在文学批评中，“真”是基础，“善”是核心，

“美”是目的，“真”和“善”是“美”的前提，只有具备

了“真”和“善”才有可能是“美”的。

美国美学家布洛克在谈到文学批评时说：“批

评家的工作是让人们认识到，判断最终要靠对作

品的直接观察 ，我们找不到一种普遍适用的标

准，世上没有同样的作品，凡真正的艺术品都是独

特的。”布洛克强调对作品的直接观察。中国古典

文论家刘勰在批评实践中提倡“无私于轻重，不偏

于僧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为镜矣”，刘勰注重

客观理性的批评。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学批评家

应该注重对作品的直接观察，注重客观理性的批

评，坚守职业操守、注重审美阅读，以对于作家、读

者和社会负责的姿态，以文学事业发展为己任，以

文学道德伦理的坚守为趋向，真正推动文学事业

的发展与繁荣。

近日，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35届年会暨“新时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与导向”学术研讨会在曲阜举行，来自全国近

5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以下五个子议题展开研讨：

第一，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研究。
与会专家认为，倡导文化自信，从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文艺

问题，是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思想文化建设领域呈现出新气象、新态势，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新时

代中国文论的积极建构和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理论的自信，坚持回归原典、立足现

实、紧跟时代、面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圣元强调，这既是导

向，也是目标，而要达致此，需要以积极的思想姿态、理论自信、学术

深度努力创生，形成一套符合时代需求、具有思想内涵的全新话语和

阐释方法。华中师范大学的胡亚敏进一步分析指出，新时代中国文艺

彰显了文化自信，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先分清哪些是优秀文化，哪

些是先进文化，哪些是革命文化；需要宣传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等，让一个自信的中国“走出

去”。

第二，马列文论经典原著及元典精神研究。
在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过程中，如何面对马列文论经典

原著的问题，如何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元典精神的问题，对这些问题

的探讨引起与会学者的共鸣。学者们认为，“回归元典、守正创新”，是推

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本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元典精神，就

是要坚持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念为内核，辩证处理守正与创新的

关系，在守正中坚持创新，在创新中做好守正。“回归元典”，不是僵化教

条地顺从原典，而是同时包括“守正”与“创新”两个维度。所谓“守正”，

既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回归上，也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原

典著作之立场和方法的遵从上。所谓“创新”，是指在遵从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去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江以马克思、恩格斯对

拉萨尔作品的解读为例，指出对新时代文艺的解读与阐释不仅应该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也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实事求是，坚

持从文本实际出发，并非像当今西方某些阐释家先要套用某些现成的

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及当代创新性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及当代创新性发展，是会议研讨

的热点之一。会议在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历程的基础上，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在当代如何创新性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学者们认为，40年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在时代变迁中

进行着问题域转换与话语转型，也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与实践

性品格。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不能仅仅存在于学术史的撰写

之中，不能单纯存在于对理论的推演之中，而必须化入中国当代文艺文

化的具体实践之中，在具体介入当代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从具体的

文学文化现象中提炼和生发。党圣元分析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

论研究，必须见证中国的现实，向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现实、

文学艺术现实充分敞开，在关注现实的过程中，强化与当代中国现实密

切相关的问题意识，呼应时代主题，在研究中增强对于现实中的思想文

化和文学艺术现象的介入、反思和批判。

有学者还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些具体理论思想在中国化过

程中的影响进行探讨。复旦大学的张宝贵认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主要围绕经济生产实

践展开，从这一角度出发，40年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可大略分为诗化和散文化两个时

期。湘潭大学的季水河则梳理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传播与影响。

第四，马克思主义与当前文艺现实及重大理论问题辨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必须坚持立足国情和文艺实践，在回应现实挑战中发现

问题，提出发展对策，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很多学者提出，以数字技术

与互联网络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与文艺的关系、商品市场与文艺生产的协调发展等既是当

前的文艺现实，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亟需持续关注。

作为回应，胡亚敏详细分析了当今高科技时代的文学创作问题。她认为从科学技术作为

第一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学与科技是“拒绝与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一方

面高科技使传统文学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遭到瓦解，另一方面又为文学打开了新的窗口。

高科技不仅刷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与想象，催生了新的

结构方式和文学样式，并由此导致了文学观念的重构。同时高科技时代的文学创作又需要保

持对科技的反思与超越，提醒人们对科技负面作用的警觉。应该通过发挥文学自身属性和优

势，推进人类在高科技时代诗意的栖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丁国旗则分析了新时代文艺和市

场的关系。他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文艺的繁荣离不开市场，市场的健康繁荣也离不开文艺，

只有认识并重视二者所形成的新型关系，才能够真正实现文艺和市场的融合协调发展。

第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创新转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断裂，也不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凌驾马克思主义的隐性复归，而是本身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

秀传统思想文化互诠互释的会通过程。正是在二者的会通中，马克思主义突破了时空的间

距，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实践语境中，为自身作为具有永恒历史价值、自觉面向世界和未来的

学说提供了经验辩护和事实证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批判地反思、发展与更新了自己的传

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换。

党圣元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之间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互通”，即二者在知行合一、人民本位、辩证思维、注重实践等方面存在相通性；第二

是“互补”，即二者在社会功能、学科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能够相互补充；第三是“互融”，即

在互通、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综合创新。胡亚敏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创新转化

需要先分清哪些文化是先进的，哪些是革命文化等。江西师范大学的赖大仁认为，要实现转

化融合的可能性，需要着力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二是应当与当

代文论创新性建构相对接，找到转化融合的理论基点。

会议还探讨了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马

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方法、对西方文论资源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借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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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因此，借鉴和学习的其实是哲学和逻辑，这样

的学习反过来推动和加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和散文化

特色，在强大的逻辑秩序中对生活世界的精确描述，充斥在

许多诗歌作品中。这是当代诗歌一个鲜明的现象，并为大多

数写作者接受，但它是否是新诗的规范性特征和未来的发展

方向呢？我想不是。因为诗歌作为文体的独立价值更在于语

言的精炼、简洁、跳跃以及非日常生活思维习惯的表现方式。

我们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对人类的文明史将

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值此时刻，诗歌的精练、敏锐、生动，使

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体优势，诗人无疑可以在现代化、全球

化的浩荡席卷中，触摸每一个个体的脉搏，走在书写人的精

神和心灵的前列。当然履行这一使命需要诗人建构新时代的

话语形式，发现和创新我们理解、感受当下世界的途径。新时

代诗歌的发展和成就，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诗人和诗歌为读

者对当代世界和当代生活的理解是否提供了有效、有价值的

感受方式。由此它要求诗人具有现代视野，学习欧美诗歌的

表达，更新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当代诗歌的发展而言，仍然需

要处理好情辞声的统一。无论痛苦或欢乐、恐惧或愉悦，不能

“切己”，不能“情生文”，不能“及人”，同时，尽管“切己”还得

“设身处地”，还得有情怀，对着留守老人赞美乡村的美丽，虽

然赞美之情“切己”，但总得想想面前的空巢老人的感受。“真

实”、“真诚”也要“真挚”，如此，自有韵律。以现代意识构建的新

的话语，以情辞声的统一，为置身现代化潮流的渺小生命提供

心灵的抚慰、诗意的精神空间，让每个人对自己、对世界有情

有义，我想，这是诗人可以做的，也是新时代诗歌应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