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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专题会议和文章成果串联
起 2020 年度理论批评的话题热点，它
们准确地对应、缀连起近年来文学界及
全社会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关切脉络，勾
勒出文学理论评论工作不断加强推进
的框架格局。理论评论家们也不断调整
自己的论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试图不断
增强文学评论的有效性与影响力。

2020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加强文学评论工作会议的召

开，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场会期两整天、规模甚大的

文学评论工作专题会议，显示出文学界对文学理论评论工作

的高度重视。通过会议期间专家的话题讨论焦点以及会后发

表、面世的一系列文章成果，我们不难看到，文学理论评论界

正在积极回应时代新变和社会发展对文学评论提出的新挑

战、新要求。同时，《文艺报》等报刊以专题形式刊发了一系列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文学评论工作的文章，形成了集中关注文

学评论“本体”的声势和潮流。在这些会议活动及文章成果中

被提及较多的一些话题“热点”，可以说是准确地对应、缀连起

近年来文学界及全社会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关切脉络，勾勒出

文学理论评论工作不断加强推进的框架格局。

例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强化

文学评论工作来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是理论评论界的

工作重点。中国作协及其所属报刊社网积极组织作家、理论

家、评论家结合文学实践，围绕文学时代、文学与人民等议题

进行深入探讨。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举办习近平总

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文学评论》等刊物组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研究专栏，一批成果陆续问世，将研

究持续引向深入。董学文的《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等

专家文章则集中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论

述展开研究。

再如，文学理论评论与文学创作现场的互动交流问题。文

学理论批评有效性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其文学实践

意义上的“在场”。朱国华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

期的《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一文，梳

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涵纳了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与文学

理论的某种文学研究统一体”逐步分化的历史过程、内外原因

乃至文学评论自身的分化情况，指出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在

一些时候容易“滑向自指的、不及物的智力游戏，引向学院内

部的文化产品的自产自销、自我循环”，提出了对“文学理论与

文学实践脱钩”现象的忧思。对“离”的反思，亦是指向对“合”

的期待。张旭东发表于《读书》2020年第11期的《批判的文学

史》一文，虽然是从“文学史”这一具体而高度知识性的范畴切

入，但其观念愿景却可适用于整个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经过

一个相对漫长的‘专业化’‘学院化’‘体制化’的异化或物化阶

段，在其尽头，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精力旺盛、意气风

发、相信‘文学就是人学’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而

其核心旨趣，乃是“通过文学阐释，在语言、形象、形式和结构

空间里，通过批评实践去进行一场思想的战斗”。进而言之，当

丛治辰在《一个评论工作者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期许》一文里说

出“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够理解作家和作品”这样

看似“入门级”的话时，其背后其实有着非常“高级”和重要的

立意及期许。

此外，备受关注的还有文学理论评论对时代公共生活、大

众阅读现场的参与、介入。如何在社会层面提升文学评论（乃

至文学整体）的“影响力分贝”，似已成为文学理论评论界广为

关切的话题。在李松睿的视野中，“文艺作品关注现实生活，保

持对社会问题的介入姿态”是与“坚持人民性”紧密挂钩的

（《与时代同行的文学评论》），而文学评论与人民生活有机关

联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保持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知识的多

元化生产及其差异化格局（汪政《差异化的批评格局与知识生

产》）。新媒体时代文学知识的“媒介适应度”，可谓是文学界讨

论多年而热度不减的话题，张燕玲的《文论期刊的时代表达》

等文从实践角度引出了许多新的思考，单小曦的《文艺的媒介

生产——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媒介理论研究》等文则从理论

上对此话题不断深化阐释。比“适应”更具躁动能量的话题，是

“破界”“出圈”。“第五届收获文学榜”举办了“无界对话：文学

辽阔的天空”专题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青年文

学与文化工作坊”则将第一期的主题定为“我们如何‘破圈’：

当下青年文学与时代生活”。刘诗宇的《互联网中的当代文学

史“隐文”——从豆瓣读书评分说起》以颇为自由的文风，分析

了一个颇具价值的现象：“豆瓣”评价系统在当下公共阅读生

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传统文学评论界对此并不熟

悉。这些讨论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一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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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与疫情”话题的探讨，贯
穿了整个 2020 年。在经过了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之初“信息过载”、观点碰撞的
阶段之后，最初的“应激反应”逐渐被

“理性思考”和“系统分析”所替代。如
今，疫情作为潜在的背景，进入越来越
多的文学作品之中。在未来一段时期
内，这种对“微妙和细致的变化”的辨别
捕捉、对如何将即刻的经验深化为存在
的经验的言说阐释，既是文学创作的任
务，也将成为文学评论的任务。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们所面对的最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当下世界发展

格局和广大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都因为疫情发生了普遍、深

刻、巨大的变化。如此重大的事件，其影响必然会传导进文学

领域之中，并促使理论评论界就此作出反应、展开言说。在经

过了疫情暴发之初“信息过载”、观点碰撞的阶段之后，最初的

“应激反应”逐渐被“理性思考”和“系统分析”所替代，文学理

论评论界围绕“抗疫文学”相关创作成果以及疫情话题本身，

展开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考讨论。

在书写“疫情经验”、讲述“抗疫故事”方面，诗歌可以说是

介入最及时、表现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文体之一（另一种表

现突出的文体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第六届中国诗歌节

将“抗疫诗歌的时代担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论坛主

题之一。这既是对抗疫诗歌创作成果特色的梳理总结，同时也

是“疫情”话题进入文学理论评论言说场域的充分印证。吴思

敬在论坛发言中提到，“当特大灾难降临时，人们需要情感宣

泄通道，诗歌便是其中最便捷、最迅速的一种”，而文学对疫情

经验的书写，最终还应“诉诸人们的理智，呈现一种反思精

神”，“强调终极关怀，彰显出生命的尊严”。罗振亚从抗疫诗歌

出发，谈及新诗对公共事件的“发声”话题，分析了当下诗歌写

作社会目标与审美价值、“外力”与“内力”间的辩证平衡可能。

而关于这种平衡，霍俊明在疫情暴发之初写的《“要有光”：非

常时期的抒情诗人——关于“抗疫诗潮”的思虑或提醒》一文

中说：“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

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

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

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此类思考，具

体来自诗歌创作实践，但显然对文学总体都有启发。

《天涯》杂志推出“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文学特刊，《江南》

杂志组织“后疫情时代，文学何去何从”专题讨论，韩少功、刘

大先等作家、理论家撰文分析“后疫情时代”相关话题。其中许

多声音颇具代表性，例如认为疫情时期个体的焦虑感不仅来

自疫情本身，也来自话语焦虑和精神焦虑。当代社会值得展开

自我反思，寻求新的价值平衡与生活方式。许多作者谈到了疫

情危机与“全球化”、数字社会、消费主义间的复杂关系，指出

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是传播学事件、心理学事

件、政治学事件。种种讨论固然角度侧重不同，但仍可看出，一

种基本的共识已然在文学界达成，那就是疫情深刻地改变了

我们所身处的时间（历史的）、空间（国际局势的）环境，它已经

动摇了许多原有的、看似牢固的价值和逻辑，文学需要以更开

阔的视角、更高远的站位、更具反思性的姿态，来不断更新调

整自身的思维模式及话语结构。

项静在盘点2020年长篇小说时提到，虽然疫情语境下的

文学创作在直观内容形态上，相较往年尚未显出明显差异，然

而，“创造和阅读故事的心灵却发生了微妙的位移”。这似乎是

一种见微知著的（或许也是无意识的）隐喻：文学理论评论对

疫情话题及其相关作品创作的关注、言说，已经开始由“直接”

“宏大”，逐渐向“间接”“微妙”拓进。这无疑是敏锐呼应了文学

创作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疫情暴发初期，疫情主要作为反常

的“重大事件”成为文学书写对象；而在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

制后，生活秩序在常态化的防疫语境下逐步恢复，疫情转而作

为“重要经验”进入文学书写领域。由此而着眼于长期，文学评

论也势必面临一个从“直接谈论疫情”向“间接阐释疫情”的转

变过程，也就是说，必须要在文学作品的转承与折光中，将疫

情经验阐释同文学经验阐释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久前，马兵在

《2020年中短篇小说：对当下和历史的“深描”以及小说的“弱

德”之美》一文中已专门分析过“疫情经验的深度展开”问题，

并提到、分析了一些“间接疫情主题”的作品，如弋舟的《掩面

时分》、宋阿曼的《然后我们一起跳舞》等。在我看来，在这类故

事中，口罩、空荡的花园街道等“中介物”，表现并铺展开疫情

期间的日常生活图景和那些亟待当下性阐释的“心灵的微妙

位移”，从而打开了文学评论面对疫情话题时具体的、也是“毛

细血管化”的阐释空间。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对

“微妙和细致的变化”的辨别捕捉、“在疫情的书写中将即刻的

经验深化为存在的经验”（马兵语）的言说阐释，既是文学创作

的任务，也将成为文学评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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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理论评论工作，既注重守
正，比如对新世纪 20 年文学的关注与
探讨；也注重对一些创新性、前沿性问
题的关注，比如对“青年写作”“人工智
能”等话题的讨论。由此，我们呼吁作家
们克服创作上的惯性和惰性，让文学成
为这个丰富时代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具
有抵抗和守护作用的力量。

2020年是新世纪文学20年，《南方文坛》设置“新世纪20

年文艺”专题，发表丁帆、孟繁华、洪治纲、王一川、耿占春、李

朝全、王兆胜等专家文章，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小说、

诗歌、报告文学等诸领域分别梳理总结；其他许多刊物也以或

综合（如《艺术广角》组织“新世纪文学20年：回顾与观察”笔

谈）或专攻（如《诗刊》刊发张清华《狂欢·平权·地理·碎片——

关于“新世纪诗歌二十年”的几个关键词》）的方式，积极回顾

勾勒新世纪20年文学发展图景。《文艺争鸣》等许多刊物也都

设有中国当代文学阶段总结性栏目专题。这类总结梳理，承续

并不断深化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一系列带有“创生”“新兴”色彩的现象话题，也在2020年

获得了集中的关注和讨论。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年初宣

告成立，并与《南方文坛》共同主办“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

性”研讨会，将青年写作相关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同样以宏

大的声势和鲜明的问题意识引起注意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主办的“青年写作的问题”专题研讨活动。青年作家创

作的趋势、成果、特征、未来可能性以及其背后隐藏的问题、不

足，近年来明显已成为文学评论界的热点主题。

对青年写作的关注，在根源上来自对当下文学创作“活力

充能”、自我突破的期待。由此言之，“青年”因其身份想象的直

接性而被赋予了诸多寄托，而许多看似未与“青年”直接挂钩

的思考，实际上也显示出殊途同归的关切。“第六届郁达夫小

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表示，当下中国小说总体上并不让

他感到满意，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在《新“小说革命”

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王尧谈到，“九十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

历史表明，‘写什么’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怎么写’并没有真正

由形式成为内容”，而这样的问题“与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

失去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关”。曾经，我们的文学是“在历史的

变动中产生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重建”，但如今，

“现代作家与现代中国变革互动的景观不在”，某种程度上作

家和文学正变得沉默，而“作家的沉默，往往是各种能力的退

化和萎缩”。对“小说革命”的呼吁，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和讨论。无论由思想、观念、方法观之，还是就风格、形式、

技术而言，当下文学创作于稳步提升进步的同时，确也逐渐

显示出顽固的惯性甚至惰性。此种惯性和惰性，近年来已越

来越频繁地被文学评论界指认和关注，但时至今日，文学创

作内驱力不足、思潮不活跃、板结化、同质化的问题依然以不

同形式存在。因此“新‘小说革命’”的说法及其相关讨论，其

实可以看作是老问题的新聚焦。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显然有

理由持续深入下去，并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及外延。《时代文学》

2021年第1期发表的对谈《当代小说的创新空间还有多大》

（邱华栋、李浩、房伟、徐晨亮），便可看作是对此话题谱系的进

一步延伸阐发。

足够“新”也足够“重要”的，还有关于“AI时代的文学”的

讨论。2020年，《文艺争鸣》推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与艺

术”研究专辑，张定浩的《文学与算法》、黄平的《人学是文学：

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等文也引起广泛关注。严格来说，

AI（人工智能）在宏观历史层面固然属于具有代表性的新事物

新技术，但“AI与文学”的话题本身已不能算是2020年意义

上的“新”（我在2019年的文学理论评论盘点中已经分析过杨

庆祥等人的相关文章观点）。这一话题之所以在今年还能够继

续铺展开来，是因为这一小小的裂隙背后潜藏着一整条问题

谱系的裂谷，犹如黄平所言，“不是从人工智能开始，小冰这样

的人工智能程序，只是将这一问题彻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具体如写作技术和写作伦理，宏大如主体性危机、技术理性和

现代历史问题，都能从AI体内流淌着的二进制数字血液中依

次提取出来。如同黄平在《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

治理》一文中所说，这一话题紧密关涉着人的“抽象化”，“展开

来讲，是将人理解为一种数字化的生物存在，也即人是一种通

过计算可以把控的赤裸生命”（我们当然会想起《人物》杂志今

年那篇现象级爆款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因此，“和

对于小冰的诗歌优劣的评判相比，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学批评

变得紧迫：不在于讨论小冰的诗，而是通过小冰的诗，讨论其

背后对‘人’的理解”。

由此延伸开去，我们会意识到，文学——真正的文学——

恰恰是数字洪流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具有抵抗和守护作用的力

量：它执拗地抗拒着抽象与通约，而永远指向自由的、尊严的、

甚至不可解的生命。这生命是如此复杂、如此具体，充满了偶然

与混沌，却不可以被任何公式替换，甚至难以被真正驯服。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在场感在场感··前瞻性前瞻性··文学的守护文学的守护
————20202020年文学理论评论盘点年文学理论评论盘点 □□李李 壮壮

广 告

阳翰笙是我国文坛巨匠，“左联”创始人，左翼电影运动的

拓荒者，现代戏剧运动组织者，新中国电影事业缔造者之一。

为了进一步弘扬阳翰笙艺术精神，推动我国影视戏剧文学的

发展，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影视戏

剧文学作品，《中国作家》杂志社和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于

2019年设立阳翰笙剧本奖，第一届阳翰笙剧本奖已成功举办

并评选出10部优秀剧作。第二届阳翰笙剧本奖征集活动自

2020年12月起，面向全国征集优秀电影（含微电影）、电视剧、

戏剧剧本。现特发布启事如下：

一、举办单位：《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由中共宜宾市委

宣传部和《中国作家》杂志社共同主办，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独家冠名赞助。

二、奖项设置：《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征集、评选工作

分为电影（含微电影）剧本、电视剧剧本、戏剧剧本三大类。具

体奖项设定如下：1.年度最佳电影（含微电影）剧本奖1部，奖

金10万元；2.年度最佳电视剧剧本奖1部，奖金10万元；3.年

度最佳戏剧剧本奖1部，奖金10万元；4.年度宜宾主题剧本奖

1部，奖金10万元，用于征集、评选、奖励以宜宾为题材或故事

背景的文学剧本。5.年度五粮液主题剧本奖1部，奖金10万

元。用于征集、评选、奖励以五粮液为题材或故事背景的文学

剧本。6.年度优秀剧本奖5部，每部奖金1万元。

三、参评作品要求：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记录、抒写、讴歌新时代。3.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4.鼓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作品。5.鼓励创新创造。6.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7.具有可操作性。8.题材不限。

四、征评时间：1.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10月。2.《中

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组委会负责剧本的征集工作，并聘请国

内知名影视戏剧界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对征集作品进行遴

选、初评、终评。终评结束后，终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3.颁奖

时间另行通知。

五、版权要求：1.所有参评作品应为参评作者独立创作、不

存在侵权的剧本。参评作者对作品拥有合法完整的著作权。2.

如系改编自他人的作品，须出具该作品著作权所有者授权改

编为文学剧本的有效文字材料。3.评奖结束后评奖组委会将向

全国影视制作单位和专业院团推介获奖作品拍摄、排演。《中

国作家》杂志社享有优先推荐权，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五粮

液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获奖作品的优先接洽、选择、拍摄、排演

等权益。4.凡被影视制作单位、专业院团或其他合作方式选用

拍摄、排演的获奖剧本须在电影、微电影、电视剧片头片尾，戏

剧作品节目单、宣传单页等显著位置注明“《中国作家》阳翰笙

剧本奖获奖作品”。5.《中国作家》影视版将在阳翰笙剧本奖征

集作品中择优刊发一定数量的参评剧作。

六、来稿须知：1.每位作者限投一部作品。只接受word版电

子稿件，请勿投递纸质稿件。投稿邮箱：yanghansheng2020@

163.com。投稿邮件标题命名格式为“参评类别+参评者姓名+

剧本名称”。2.参评剧本应为已完稿的成熟作品。具有完整的故事

结构，具备电影剧本、电视剧剧本、戏剧剧本、微电影剧本的篇幅

长度和格式要求。3.参评作品须附带有故事梗概、作者创作简况。

电视剧剧本须另附分集大纲。4.投稿请务必写明作者的真实姓名、

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如为多位作者，每位作者信息均需填写。

七、其他事项：第二届《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征集启事

由征集办公室负责解释。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
2021年1月8日

第二届《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征集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