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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的教育，我始终赞同

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的一句

箴言：“教育不是为生活做准备，而

是生活的本身”。同理可证，美育也

是如此——美育不是生活的准备，

美育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我为何

将所倡导的“生活美学”向“生活美

育”加以推展的理由之一，因为“生

活美育”乃是世上最大的美育。

在蔡元培初倡“美育”的时代，

就开始区分出“美育之设备，可分为

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由此划分

促“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和“社会

美育”。但是我们想过没有，无论是

学校的“专业美育”、家庭的“私域美

育”，还是社会的“公域美育”，到底

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我始终认为，所谓“美育”，就是

“育美”，就是“育人之美”。那么，美育

的根本目的，不还是为了民众更美好

的生活吗？所以，中国人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其实是在说两种生活：一个

是“好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生活”。

在好生活之上的，其实就是“美”的生

活。美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代表

着我们在“好”以上的更高追求，这种

追求就以美作为基本标准。

好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

美生活，就是有“品位”的生活。那

么，两种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

么呢？好生活一定要构成美生活的

现实基础，而美生活则是好生活的

理想升华。没有生活的理想，那就

没有理想的生活，“生活美学”恰恰

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生活美

育”恰恰要为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动力源与根基。

我们所说的“生活美育”，不是画地为牢的封闭教育，而

是走向开放与对话的“平等式教育”，这需要进行积极的双向

对话。这种“对话意识”，乃是“生活美育”的核心价值规定。

因为审美本身强调人与人平等，在审美过程当中，每个人所

获得的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审美素养，没有任何等级与阶层

的差异。与此同时，审美作品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不能

为某个个体独自占有，对所有人开放，关键在于我们能在其

中获得什么。

“生活美育”的反面，就是传统的园丁式教育。过去在学

校、家庭与社会里面的美育，似乎是为了培养学生而特设的，

美育的执行者总是占据了教育者的地位，而生活中的学生则

始终处于被教育者的位置上。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

从“生活美育”的角度看已经过时，我们理应倡导一种更生活

化的“对话教育模式”。

在“生活美育”的崭新视野里面，人人都是美育的教师，

人人也都是美育的学生。更准确地说，人人都是“生活美育”

的教师，所教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同理可证，人人也都是

“生活美育”的学生，不是别人的学生，而是自己的学生。这

就是“自我教育”的真谛，也是“生活美育”作为“自我教育”的

实质。

开放式的美育，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首先要求师生之

间的平等对话，然后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从课与

课的关系而论，要让以知识教育为主的主课与以素质教育为

主的副课平衡起来，同时使得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得以打

通；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不仅要让学者参与到社区当中，

也要经常去体验大自然的魅力；从东西文化交融的角度来

看，西学与国学的教育还要并重，从而使得人文教育与科学

教育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如果“对话教育模式”得以实现，不仅学校美育可以直接

向生活世界开放，每个受到这种教育的人也会直接面对生活

进行自我教育了。在进入社会、成立家庭后，每个学生乃至公

民也能身兼美育的教师与学生的“双职”。“生活美育”强调的并

不是从教育者或者教育结构里学得什么，而是倾向于肯定每个

个体都能从当今的“艺术文化”与“审美文化”中获得审美的提

升。“生活美育”就是这样一种自我的培育，它就是在实现在我

们身边的切身教育。

“生活美育”也不是短期教育，而是要经历终生学习的漫

长过程的“大美育”。蔡元培早已看到“学校美育”的缺陷：

“学生不是常在学校的，又有许多已离学校的人，不能不给他

们一种美育的机会”。生活当中的每个人，究竟如何才能使

“生活美育”贯彻终生呢？的确，每个学生都要离开学校，有

的人还可能失去家庭，但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与“文化

的人”。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文化也几乎是相伴于人

的一生而存在的。所以说，“生活美育”之所以强调它是“终

生教育”，就是因为生活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由始至终的，审

美作为生活的构成要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生活

美育”由此必定是一种毕生的教育。归结为一句话，以“生活

美育”来引领美好生活，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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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和文化史的角度看，民间一直是一个生机勃勃

的话语场域，庞杂而具象，就起源而言，是诗词曲赋、戏曲杂

剧、话本小说等文学形式最早的盛放空间；从类型上看，变

动不居，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表现为不同的民间类型；与此

同时，民间也隐含着极为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看待社会政治

传统思维的历史记忆。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知识界对民间概念的再定义，如赵

德利在《民间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中所说的，它早已不

仅仅指称民俗学、社会学等传统意义上所指向的农耕宗法

社会及其乡村空间，而且包括现今城乡基层生活里的普通

民众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形式多样的生活文化。由于“民间”

所具备的世俗生活和日常生活审美形态等诸多内涵，从文

学作品所反映的人民性角度而言，也一直作为反映人民特

别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愿望，抒发人民特别是社会

中下层民众情感，展现其精神品格的一种重要空间、对象与

符码而存在。也因此，当文学的人民性与脱贫攻坚的历史

任务结合在一起时，“民间”便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中最热

衷的“宏大叙事”、最具“召唤性”的文化理想乃至当下最有

启发性的话语场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

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一点亦可被提倡为

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对评论者而言，这份以人民为中心的

评论初心，如与文学批评的民间立场结合，便可以从以下四

个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文学批评认知视域的“再文化化”。认知视域的

“再文化化”是指一种将大小文化传统兼容并蓄的“视域融

合”，持有民间立场的文学批评要求评论者能够将文化小

传统的体系、视角与视野引入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之中，着

力探讨文艺创作在反映民间文化方面的成效，在此过程

中，作为经验事实层面的“民间”普遍性与作为问题层面的

文艺创作特征的个性间的关系如何平衡，重新成为评论者

需要正面面对的难题。评论者如何实现文学批评的“再文

化化”，进而使其成为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当代社会风俗与

民间生活变迁的重要话语资源，而不至于或因受制于个人

的学养水平，使其失去提炼与深化具有丰富文化积淀的作

品的精神内涵的能力；或局限于个人的工作和经历，使其失

去甄别作为“个人的、特定的、短时的文化产物与现象”与作

为反映“中华民族文化总体面貌及其历史现状”的文艺作品

的批评水准。

其次，文学批评审美意识的“在地化”。这里的“在地

化”不仅指文学批评要贴近而非简单美化作品所反映的民

间生活，熟悉土风、亲情和乡俗，才能做出中肯的评价，更是

指一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一种真的秉持学者治学的

实证主义精神，不立姿态、不掉书袋、不玩术语、不过度修

饰，而是深入广阔丰富的民间生活之中，从切身的体验和

批评实践出发，判断文艺作品的民众基础；而非将简单的

术语、书斋的学术训练或是闭门造车的批评冥想，置于深

入民间生活的重要性之上，甚至用它来取代深入民间生

活。否则，评论者会无从判断文艺作品中所创造的“艺术

真实”是否是以歪曲真实世界中的“现实关系”为代价，一

篇评论文章自然也就被简化为文本的语词解读或是观念

先行的文本互文。何国瑞先生在《社会主义文艺学》一书

中曾说，作家创作深入生活，并不是指包含作家封闭于书

斋在内的“到处有生活”，而是具体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

扎根民间也不是指“在自己脚下掘一口深井”，虽则大家都

是人民的一员，但不等于任何人可以宣称自己的生活就一

定代表人民的生活。我以为，这其中的道理对评论者如何

正确看待审美意识的“在地化”，也同样适用。就像评论家

周政保在《小说与诗的艺术》后记中所说的：“在人的一生

中，或者说在一个人的文学道路上，那种非文学的生活因

素，恰恰决定了他的文学选择，至少在我的文学尝试的反

思结论中是如此。”

第三，文学批评价值观判断的集体主义向度。评论者

所持有的民间立场使得评论者能够更敏锐地分辨出文艺

作品创作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来，并能赋予具有群体活动模

式、集体主义情感的作品人物更高的道德肯定，这无疑是

社会主义文艺批评最可贵的伦理态度。只有充分具备民

间立场的评论者，才能够鉴别出人物身上所具备的是集体

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倾向，才能准确理解个体如何在集体中

获得更强的生命意识、更多的游戏精神、更达观的处世心

态以及更浓厚的人情味道，并能通过评论语言赋予塑造这

类人物群像的文艺作品更高的价值认可，发挥文艺批评

“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的社会功用。

我想，这也是民间立场给予评论者如何不忘“以人民为中

心”的初心的最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解

释清楚《创业史》中那位为了帮助蛤蟆滩最穷困的农民走

上集体富裕道路，废寝忘食，排除万难，到外县买回优良稻

种返乡后，先人后己，甚至使得自己的稻种都不够用的穷

庄稼人梁生宝身上至善至纯的珍贵品质和先进性。也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理解、认同、尊崇新冠疫情席卷之

下，那些秉持集体主义精神，辛苦服务社区的志愿者、跨省

驰援者、驻村工作者和无数因公忘私、转身回护病人的普

通医护人员的言行，以及反映他们言行的抗疫、驻村、支教

的文艺作品，而不会简单将其抽象为一种单纯的人道主义

精神，进而更加确认：集体主义精神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

样，过时了、失效了、没有感召力了，它分明是救世的、具体

的、实际的、充满浓厚的人情味、始终有效的，一直焕发着时

代精神的。

最后，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烟火气息”。顾名思义，就是

说文学批评一方面要能够品鉴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普通

民众的俚俗之趣、世俗之乐来，另一方面文学批评语言自身

也需要简白素朴，雅俗融汇，善于用老百姓感兴趣的言语形

式实现对文学作品的品读，会打比方，会举例子。丰子恺先

生曾在一篇谈对美术展览品评的文章中提及“花束变野花”

的例子，讲的是一位欧洲艺术教育的先驱，在柏林的街头目

睹卖花人不把花朵编成花束，而是将采摘而来的野花按照

其自然姿态，放置于篮子之中，在街头叫卖。他以此打比

方，主张一种通俗易懂、自然而然的艺术展演方式。我以

为，评论的批评也需要懂得如何将“花束”变作“野花”，自然

地放入篮中，走进文学批评的“烟火气息”之中，言语力求通

俗简洁，能为更多人所理解，并能从民俗俚语、民间谚语中

充分汲取养分，以获得更多的客观性和群众的认同，就此而

言，需要反思的是，已从事文艺评论近二十年的我做的也是

非常不够的。

总之，就像李梦阳说的“真诗乃在民间”，也如李开先所

言：“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一样，评论家只有持有民

间立场，才能发现文艺作品中真正符合时代潮流、更值得被

大力宏扬的人文精神，才能提醒自己时刻不忘“为人民而

歌”的批评初心。我在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议时感慨过，对

于文艺评论者而言，让我们感到露怯的或许并非在于思忖

如何为歌咏普通民众的文艺作品谋得更牢固的庙堂之位，

而是在于如何以民间文化的立场或者方法论，切入文学批

评中具有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人文内涵，在这个过程中，

“民间”自身的庞杂性与变动性、其内含的价值取向的好坏

甄别、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的辩证

关系也对评论家的评论实践构成了挑战。

把握好文学批评的民间立场把握好文学批评的民间立场
□□王王 敏敏

罗璠教授的《中国文艺思潮与湖南文学》是

一本采用比较文学方法，对中国当代湘域作家

进行系统研究，并给予分类归纳、梳理总结的力

作，不仅综述了其成败经验、探索了其发展轨

迹，而且将其置于中国乃至世界文艺思潮的广

阔背景下，追根溯源、纵横比较，展示了其前景，

在某种意义上，称得上是部能为湖南文学的解

读指点迷津的论著。

一般的作家研究往往聚焦于文本，或对作

品进行评析，探究作家的创作动因与旨向，或发

掘作家成长历史，总结归纳其思想脉络、气质特

征，为其创作找到生存土壤。但罗璠的《中国思

潮与湖南文学》一书却另辟蹊径，作为对区域性

当代作家的研究成果，他将其置于中西文学比

较的视阈中，上视阈线为西方文艺思潮，下视阈

线为湘域作家作品，在一个涵盖世界、中国、湖

南、某人（某品）的语境场域里找到切剖点，对其

进行解读，从而为湖南文学整体把脉，寻找成因

与特质，给人以借鉴与欣赏。

具体来说，西方文艺思潮是其解读湘域作

家的钥匙，在其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中国

非湘域作家作为湘域作家的参照物，在主体性

情、气质、旨趣、作品呈现风格、艺术特征等的

比较中，具有了对照省察、引领探究的功能，而

区域文化的培育、个性品质的陶冶、艺术潮流

的吸收、时代场景的限制以及主体的创造精

神，正是造就湘域作家创作异彩纷呈的主

因。这是全书得出的结论，也是研究中一以贯

之的解读方法。尤其在分析现实主义、浪漫主

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四种对中国文艺

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潮中，罗璠不仅分别对其进

行了剖析，分析周立波、莫应丰、谭谈、翁新华

为代表的写实文学呈强劲姿态吸收了湘楚文

化经世济用的精髓，沈从文、田汉、彭见明、韩

少功、孙健忠、蔡测海、盛可以等人的浪漫主义

与湘楚血液中的浪漫风韵一脉相承，残雪及姜

贻斌《月光》、盛可以《北妹》、孙健忠《醉乡》等

作品中的现代主义维度印证了作家对现代主

义思潮的批判吸收，而何顿新市民小说、田耳

《风蚀地带》及残雪的寓言式小说又坐实了内

陆作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的文化选择

与价值迷失，而且他注意到了男女作家的差

异，在对蒋子丹、琼瑶、叶梦、残雪等女作家的

审美追求与沈从文、王跃文等男性作家的女性

情怀进行比照后，他既提出了父性权力在场对

于作家创作的压力与动力，又对性别叙事中的

作家内省给予了充分肯定。

作为以湘域作家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

论著，《中国思潮与湖南文学》中最为突出的是

连环对比，最重要的是从外到内的三个场域。

最外圈是世界文学场域。譬如讲到现代主义

中作家的文化选择，作者将卡夫卡与残雪的进

行观照，得出结论，“一方面，卡夫卡的作品激

发了残雪对纯艺术的追求；另一方面，通过解

读卡夫卡的作品，完成了对卡夫卡作为一位艺

术家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也完成了残雪创作的

文化选择”。中间圈是中国文学场域，最关键

的是两个，一个是中国作家的内部对比，讲到

卡夫卡的现代意识对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作

者将宗璞、余华、刘索拉、张辛欣等非湘域作家

与残雪的作品进行对比，得出论断，“残雪与卡

夫卡在灵魂深处的相遇与感应，让西方渐渐远

逝的现代主义背影在残雪的小说中日渐清晰

明朗，残雪与卡夫卡构建起了百年现代主义西

方与东方的一道独特风景”；另一个是将“湘味

文学”与“汉味文学”这两个皆很好地承续了屈

原浪漫主义气质的区域文学进行比照，得出湖

南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特征，并分析其成

因。最内圈是湖南文学场域。作者在大量阅

读作品的基础上发现长沙、岳阳、益阳、湘西、

娄底、邵阳、郴州等地作家的内在差别，例举叶

紫、周立波、莫应丰、周健明、曹旦昇、陶少鸿、

刘春来等为代表的益阳作家与沈从文、孙健

忠、田耳、彭学明、于怀岸、龙宁英、向启军等为

代表的湘西作家进行对比，在艺术视域、乡土

场景、方言表现等具体方面逐一对照，从而回答

了“湖湘文化的地域性催发了湘域文学的品格

与风情”这一重大文艺课题。

无疑，正是通过作家作品的比较，并站在

中西文艺思潮的高度上看待湘域作家，罗璠的

《中国文艺思潮与湖南文学》才具有独特的艺

术魅力与价值，并召唤人们对区域文学进行继

续解读。

中
西
文
学
比
较
视
阈
中

的
湘
域
作
家
研
究

—
—

评
罗
璠
《
中
国
文
艺
思
潮
与
湖
南
文
学
》
□
龚
军
辉

广 告

主编：钟求是。通信地址：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
邮编：310007。邮发代号：32-79。全年六期：90.00元。电话：
0571- 85117223（发行部）、85111970（编辑部）。

2020年
第四期目录

中篇小说
看护 …………………………… 马 可
我和齐哥 ……………………… 荆 歌
红利 …………………………… 熊 棕
一无是处 ……………………… 余述平
短篇小说
门外的青山 …………………… 东 君
点将台 ………………………… 小 昌
下落不明 ……………………… 赵 雨
先锋文本
四个飞翔的故事 ……………… 李 浩
热气球 ………………………… 李 亚
非常观察 文学网课，效果如何？………… 主持：舒晋瑜
海外物语 在英国隔离的日子…………………… 舟 卉
历史碎影 故宫的建筑风尘……………………… 祝 勇
中国往事 一生悬命——建筑师列传…………… 赵柏田
浮生闲话
疫中谈吃录………………………………………… 王永胜
夜销店……………………………………………… 陈荣力
江南动态 《江南》杂志创刊40周年征文启事

作家走廊
“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

——《野草》的发表与出版传播… 阎晶明
无法磨灭的文学前世——送别杨牧… 杨小滨
电影里的反派为什么喜欢现代建筑

………【美】雅基·帕博伦 陈苑琼译
大江健三郎专辑

“我在小说里想要表现的确实不是绝望”
……………【日】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

小说作者大江健三郎与长江古义人的对话
…………【日】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译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经纬一瞥
…………【日】尾崎真理子 方蓓蓓译

从个人的经历到“定义”
……………【日】松家仁之 韩永哲译

大江健三郎与世界文学——从边缘到普遍
……………【日】沼野充义 王 凤译

大江健三郎与世界文学
……………【日】小森阳一 杨 力译

“否定性”和“咱们”——大江健三郎
…………【日】平野启一郎 温 潇译

大江健三郎《掐去坏芽，击杀坏种》与《万延
元年的Football》中的乡村时空体
……【荷兰】艾斯特·皮琳 许若文译

大江健三郎——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 陈众议

大江写作的两个端点性的文本 …… 徐则臣
摇晃中的建筑与被洪水淹及的灵魂… 李 浩
围绕不正当的控制而展开的较量 … 方蓓蓓
汤成难小辑
河水汤汤 …………………………… 汤成难
作家影记 …………………………… 汤成难
金短篇
南山南 ……………………………… 金昌国
但总有人正年轻 …………………… 蓝 石
小长篇 汪小白找前妻 …………… 王 棵
塞纳河畔 俞第德的浪漫中国 …… 卢 岚
诗人空间 【冯晏小辑】
焦虑像一列夜行火车 ……………… 冯 晏
一条花蛇从梦中向外张望 ………… 张清华
我说我在 叙述捕手 ……………… 赵柏田

2020年第8期目录，总第618期

地 址：（130021）中国长春人民大街6255号作家编辑部
电子邮箱：ccwriter@263.net zuojiatougao@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