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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

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他充分肯定广大文艺工作者70

年来的贡献，殷切希望大家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学

的新使命。

历史方位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伟大的作家与伟

大的作品。他们既是中华民族追求、奋斗的典型缩

影，更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民族历

史真实、深刻的生动写照。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

国文学持续表现出旺盛的创造活力。经过几代人的

不懈努力，在完成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构建

之后，形成了属于特定时代的审美范式。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文学再一次蜕变升华，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接受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表现出更为丰

富、更具活力、更有创新精神的发展态势。今天，我

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与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同时，新时代也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这就是，文学要更加生动深刻地表现新的历史

条件下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奋发努力，建设新生活

的创造精神，要用文学来激励人们更团结、更坚强、

更具智慧与伟力，要为这个时代提供精神激励、价

值引领与审美启迪，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就

是要对中国崛起复兴的历史方位有深刻的认知。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时

代的到来，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追求复

兴的历史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必

然。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这已成为历史的事实。尽管我们已经

取得了令整个世界震惊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十分

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有来自我们自身的原因，

有国际竞争中的博弈，还有社会发展进步中出现的

新问题、新现象等等。其中的许多方面可能是人类

历史进程中从未有过的，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面

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有穿透历史的洞察力与预

示未来的敏锐性，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需求中确

立文学的价值，认真思考事关未来的重大问题。比

如，中华文明有没有能够适应时代变革要求的品

格，在经受各种考验之后仍然保持旺盛的活力？中

国人民有没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自身的与外

来的——走向未来的智慧与能力？面对错综复杂

的现实与挑战，文学将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滋

养？将如何塑造这一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情

感形态？将通过怎样的努力来激发而不是消泯、张

扬而不是窒息、升华而不是污化民族精神与情感的

创造力？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事关文学

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不可否

认的是文学首当其冲。因为文学是直接作用于人

的精神与情感世界的。由于它自身所具有的生动

性、形象性，以及传播与阅读的便捷性，比任何其他

手段都更显重要、直接。如果我们对中国所处历史

方位缺乏清醒的认知，就难以抓住中国现实的本质

性问题，也难以在作品中真实、深刻地表现好这个

时代。

立场与方法

现实生活错综复杂，人们的判断与认知也呈现

出复杂性。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时空条件对同

样的问题会做出多样的判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

的问题是，文学是不是要回避生活中存在的阴影、

丑恶、落后？其批判性是否还存在？事实上，问题

不是文学要不要回避，而是如何面对；不是具不具

备批判性，而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方

法、为什么样的目的进行批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生活中并非

到处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尽

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

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他进

一步强调，“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

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

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这一论述涉

及到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立场问题。是站在人

民的立场，通过对假、恶、丑的揭露、批判来维护人

民的根本利益，还是相反？是通过我们的揭露与批

判使社会生活更完善，使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更充

沛，还是相反？是通过生动形象的描写来张扬正确

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是相反？立场的问题不解决，

其他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好，就可能沉溺在对丑恶、

落后的把玩、展示之中，甚至以丑为美，认恶为善。

其次是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认知判断与表

现的问题。一些现象从当下来看，可能会有多种选

择。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也许带有必

然性。还有一些，从表面来看可能是这样的，但其

实质却并不如此。一个数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大国，

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是人类发展史

上前所未有的。其空前的复杂性——社会形态的、

治理模式的、人伦结构的、思想意识的等等本身就

对我们形成了挑战。在一些地区仍然处于游牧与

农耕状态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却显现

出非同一般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进入了“后现代”社

会，在某些领域具有领先意义，是其他国家包括发

达国家还不具备的。这种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叠加

当然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那些具有穿

透社会表面现象捕捉生活本质的作家就会表现出

比一般人高超的认知。他们总是能够直击事物的

要害，并预示出变化的必然性。在对生活中负面现

象的揭露与批判中，能够既直面现实，又表现出社

会生活以及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并用生动感人的

笔触来揭示出代表未来趋势的力量所拥有的意义

与价值，显现出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

的必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

独特的现代性

在现代化程度日见加深的条件下，社会形态以

及人的生活方式均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既

呈现出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也不可回避地呈现出与

其他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致性。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在日益便捷的情况下日益疏离；个体

的能力在对机械与信息的强依赖下逐渐萎缩；社会

产品的极大丰富激发了人对物的占有欲望，而人自

身的价值出现了错位，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的过度消耗又反过来制约了人的发展等等。现代

派创作思潮的兴起与现代化的加深有着必然的联

系。从表现手法来看，是对既有传统文学的拓展、

新变，显现出文学自身所具有的创新能力。从价值

呈现来看，是对人所创造的“物”由于生产技术的进

步而日见强大后对人的“异化”的抵制与批判。这

其中既有哲学终极意义上的表达，也有社会现实意

义上的反思。其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在强大的

“物”面前表现出自主性的丧失。毋庸讳言，目前我

们的创作受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很大。这既是现实

生活的社会基础使然。人，包括作家不可能回避逃

离自己生活的现实，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文

学总要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探索新路。

但问题是，所谓“现代派”创作思潮并不是一个

统一的概念，它实际上又是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作

家们在自己不同的具体生活中各显其长的探索。他

们的创作理念也各有所重，使“现代派”呈现出不同

的风貌，具有事实上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不同地区

文化、不同发展状况对作家的创作会发生不同的影

响，并制约其形成不同的创作模式。即使是它们都

可以称为“现代派”，也各不相同。那么，在现代化程

度日见加深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文学也不可回避地

要解决自身的“现代性”问题。这种所谓的“现代

性”，当然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对别人的摹

仿，而是有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为基

础的“这一个”新创。可以肯定的是，在表

现手法与技巧方面，我们已经学习借鉴了

很多。中国文学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

拓展丰富，其可能性大大增强。但是，不

可忽略的是在表现方法方面，我们仍然有

自己的独特性，有自己的优长。中国传统

审美对今天创作的影响不可能荡然无存，而是越来

越显现出无可回避的魅力。现代派文学即使对传统

文学来说具有极为充分的创新意义，但也无可否认

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如注重人的内在世界，包括

心理、感觉、无意识等的描写，而忽略甚至放弃了对

人存在外在行为的表达，这种现象导致对社会生活

及人的命运的表现被限制在“内在”的范围内，放弃

了对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的可能性；又如注重

语言自身的表现力而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以至

于作品人物失去了鲜活的性格，甚至具体的身份，成

为一种符号、概念，成为不可认知或不需认知的存

在；再如注重作者的自足性而忽略读者接受的可能

性，由于不考虑读者的审美需求使作品成为丧失读

者的存在，等等。总体来看，现代派文学与读者的审

美需求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

种拒绝或放弃读者的创作。而与读者的疏离将使作

品的审美魅力、社会影响力受到限制。正是充分感

受这种创作的局限性，许多以“先锋”“现代”写作产

生影响的作家反而重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资

源。我们需要努力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学

习借鉴现代派创作手法，并使之能够发生新变，突

破、改变现代派作品与审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脱节

现状，形成一种从传统的基础来看接受了现代性，从

现代性的表现来看又继承了传统，二者有机共生、融

为一体的新的创作手法。

在内容与价值表达方面，我们尽管不能否认现

代性在不同国家地区有其一致性的表现，但也同样

不能否认不同地区文化背景中的现代性仍然有自己

的独特性——源于漫长历史文化的积淀与现实变革

的不同。从现实生活而言，中国广阔的地域、多样的

自然地貌生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是与其他地区

有区别的。就中国不同的区域而言，差异性也极

大。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北部内陆欠发达地区

的现代化程度显然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地区，外

来移民与原住民的区别也很明显，从事现代科技研

究的人群与固守原住民生活状态的人群几乎可以说

处于同一时空中的不同世界。这种现实生活的丰富

性、差异性是极为典型的。从价值层面而言，中国传

统文化中人文色彩极为浓郁，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关

系、地域关系、文化认同极为重要。这与强调人的个

体存在，长期在神的控制下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不同

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价

值的确立、对物的态度，以及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很

大的差异。

除了现实生活的不同之外，人的存在方式也有

很大的差异。比如中国人对家庭、家族、家乡、家园

的认可、归附十分强烈；社会组织，包括地域、单位、

政治、经济等对人的影响也极为突出。一个进入都

市并已立住脚的人，在失去其都市的安身之所后，仍

然可以在家乡农村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当地政府

以及家庭、邻里对其仍然负有许多责任。这就是

说，由于社会形态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人在现

代化的滚滚大潮中拥有的自主性、归属感相对而言

更为明显。尽管“物”对“人”的挤压、异化同样存

在，但人的抗压、抗异能力更为强大。“人”与“物”的

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即使是表现

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物”之间变异的关系，其区别

也是非常明显的。也许，发现并表现出这样的变化

与不同，是中国文学价值的一种证明。中国现实生

活的独特性、文化传统的相异性、生存方式的巨大差

别等决定，中国文学的现代之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

征。这应该是新时代文学表现这一历史现实不可回

避的途径。

在现代化的隆隆行进声中，一个新时代悄然来

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创造者，也是这个时

代的记录者、表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

做出了不同的贡献。现在，是我们开创新时代新的

辉煌的历史时刻,文学将为此而贡献自己不可或缺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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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许

多学者借鉴西方文化研究、反思社会学的成果，展开了对新

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状况的反思，邢建昌等著《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人民出

版社2019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该书是作

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思考的

结晶，也是从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即知识型）出发理解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一种尝试。该著作具有鲜明的特色：

独特的研究视角。该书建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

反思研究基础上，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反思20世纪80

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状况，从“元理论”层面展开的

对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追问，这一研究思路有效地避免

了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中由于宏大叙事所带来的问题意识匮

乏的弊端，从知识化、专业化等方面提升了文学理论的学科

水准，发挥了文学理论介入现实与公共空间的能力。知识

学模式，既是理论也是方法。以知识学模式进入问题，文学

理论某种观念的提出、某种方法的运用以及某种解释效果

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基于经验的，而是受深层的“知识

型”所决定。邢建昌教授在研究中一直秉承“知识型”对科

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信念，他认为研究不只是实证性

地进入问题，也是带着特定的知识背景进入问题的过程。

该书就是从特定的知识背景出发，以知识生产为视角在“元

理论”层面对文学理论进行的反思性研究。以第一章“认识

论框架下的形象思维讨论”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之初围

绕文学本质特征的探索，肇始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在以意识

形态为元理论的文学理论中，“形象思维”是核心概念。而

由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后来

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言说。邢建昌教授在一个广

阔的视域中对形象思维与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作了多侧面

的剖切。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本质特征的嬗变及

各种思潮纷纭复杂，有难以理清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

原因。邢建昌教授在书中对这些文论现象予以考镜源流的

辨析，不仅理清了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主要脉络，也将隐掩

在历史缝隙中的文脉揭示出来。作者强调，我们可以理出

一条形象思维讨论逐层深化的思想线索：形象思维是认

识——一种特殊的认识——艺术不只是认识，情感之于艺

术是更为根本的——情感吁求形式等。可以看出，形象思

维讨论的这个线索是逐层深入的。1985年前后，形象思维

的讨论终结了，但它所提供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厚的。

崭新的组织架构。该书的结构框架完整而紧凑，各章

节核心问题的探讨既有独立性，又有整体性。《20世纪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一书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

据为起点，在知识层面探讨文学理论的知识演进及其内在规律，把文学理论的知识生

产归结为基于文学、哲学或美学相关学科、跨学科的召唤。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

学理论知识生产，作者进行了四个维度的概括：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文化研究

论；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走向反思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

知识生产。从这四个维度出发，本书拈出11个问题进行具体探究：形象思维、人学主

题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关系、文学理论知识根据的内转、文学理论知识维度的拓

展、“新方法论”与文学理论知识的更新、审美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型、大众文化语境

中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古代文论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生

产、新媒介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研究等。这样的框架结

构避免了面面俱到却不能深入考察的弊端，显示了作者开阔的研究视野与独到的理

论眼光。

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穿透力。著者搭建了一个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

理论知识状况的分析框架，在详细占有和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呈现20世纪80年代以

来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展示这一时段文学理论展开自身的逻辑结构。这的确是一

种独到而深邃的眼光，这与邢建昌教授长期以来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关注直接相

关。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敏锐的学术目光，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

产及其相关问题》一书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一般状况时

坚持“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问”的原则，使问题语境化、历史化，超越了文学理论研

究中经验式的感知和情绪化论证的偏见，从而具有了非常强的理论穿透性。对20世

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一般状况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当下文学理论发展

状况的展望。

直面问题的勇气。与时下一些高调的甚至是剑拔弩张的文艺理论论著相比，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一书是对一段时期文学理

论知识状况的梳理，但这并不妨碍该书对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新课题的正面回答。书

中对这些新课题的回答是富有坚实的学理基础的，是在充分考察文学理论的客观情

势之后得出的，因而更具说服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

问题》作为一部反思文学理论的著作，它不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谱系的简单化

描述，也不是那种大声疾呼、振聋发聩之作，而是一部扎实的、厚重的具有思想魅力的

著作。如果是一位对文学理论有一定常识、有相当兴趣的读者，读之一定会手不释

卷、徜徉在理论展开的愉悦之中。

该书没有规避当代学者们所关注、所辩难的重要理论问题，而是给予全面的清理

和正面的回答。例如：从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把握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分析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的特殊性，知识生产与意识形态“偏见”的生产构成怎样的

关系等等，书中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有价值的知识梳理和探索。正如作者所言：“‘对

话与争辩’不仅是文学理论知识更新的动力，还是防止文学理论陷入僵化与专制的力

量。文学理论只有在不断接受质询、辩难的过程中，才能激活自我的反思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一

种情怀，一种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文情怀。作者把一些人视作枯燥晦涩的理论研

究作为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作为使个人获得尊严和力量的方式。他引用笛卡尔的

名言“我思故我在”借题发挥：“是‘思’照亮了‘在’的意义，赋予了‘在’的行动价值。

‘思’因此是人为的、属于人的，是人难以摆脱的宿命。”这种以学术为志业的情怀和担

当，无疑是当今学术界最为缺乏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