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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当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自觉
□覃昌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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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优秀作品，都是对民族、时代的写照，体
现着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
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
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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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我们把创作的根须深扎在中国大地上，
深扎在民族传统的厚实土壤中，深扎在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实现从“高原”向“高峰”跨越。

文艺创作所要体现的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蕴涵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现
实生活内容、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对于
文艺创作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赋予文艺
作品以鲜明的个性化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作品
挺起精神的脊梁。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
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
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我们的文艺创作只
有与历史、生活、人民、时代保持天然的联系，才能充
分体现民族化、生活化、大众化的气质与风格。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忠实于生
活和人民，只要是遵循艺术规律，其作品就必定会打
上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个时代的烙印，并形成独一
无二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这种特点和风格越鲜
明、越强烈、越民族化、越具有生活根基和时代精神，
其创作就越有可能成功。歌德、普希金、乔伊斯、福克
纳等巨匠们，都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向成功的。普
希金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80多年了，但是俄罗斯人民
不会忘记他，始终把他看成是“俄罗斯的太阳”“俄罗
斯的良心”。鲁迅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他的
作品浸透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充盈着中华
民族的气质和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息息相
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魂”。

同时，一个民族的文艺总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
交流与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只有在广泛阅读大量西方
各流派作家的作品之后，才能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
感悟到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可贵之处，
从而更自觉地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鲁
迅在创作《狂人日记》前，就广泛阅读过西方现代主义
的诸多代表性作品，但他并不是简单模仿或照抄照
搬，而是坚定地站在民族传统的立场上，以创作中国
式的白话小说为目的，自觉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只
要翻一翻《呐喊》《彷徨》等，就不难发现意识流和潜意
识描写、时空交叉手法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痕
迹，但又具有浸透在骨子里的中国特色。显然，鲁迅所
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既是借鉴外国小说形

式的结果，又确确实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着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经验，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说他“开始写小说时
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巴金说他是

“照西方小说形式”写自己的“处女作”的。但他们写出
来的小说，又的确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一点儿也
没有所谓的“洋派”。赵树理在实现小说通俗化、民族
化、大众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初期创作中，也
曾因模仿外国小说而陷入了欧化和晦涩的漩涡中。后
来他在实践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作家首先
要为中国老百姓写作，就必须用中国的形式和语言画
中国的骨架和灵魂。于是，才有了《小二黑结婚》《李有
才板话》等小说的风行于世。其他像孙犁、周立波、柳
青等许许多多有创新、有个性、有成就的作家，也都是
这样走过来的。事实表明，举凡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
在坚持民族特色和优秀传统的同时，又积极、合理、有
效地实现了吸收、融会、创新和发展，以开阔的眼界、
深邃的思想、新颖的形式、独特的气质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来越
深入，没有必要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越是深
入，就越要求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精
神和艺术个性，具有独具一格的生活情境和艺术创
造，具有独放异彩的不可替代的民族传统与美学气
质。试想，来自中国的作品却没有中国的特色和味
道，有的却是东施效颦、不伦不类的美国味、英国味、
法国味等，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文艺创作如果

“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
步亦趋、拾人牙慧，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
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
前途的！

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其思想性、艺术
性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
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因此，创作出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绝不是单
纯的形式、方法、风格问题，根本在于深刻把握历史规
律和时代潮流，在审美愉悦中给人以温暖和启迪。这
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
和处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借鉴、历史与文艺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文学总是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尽管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
有时会不同，但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坚持和发展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坚持的最
终目的。坚持，是要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和
行之有效的东西继续下来，在坚持中实现新的丰富和
发展。文艺创作中作家要有自己独立的体验、透彻的
思考，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始终倾注在自己的笔端，才

能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行者。如果一味照搬西方的价值
观念，只能沦为别人的附庸，文艺创作就会丧失本来、
丢失灵魂。只有不断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才
能实现新的积累和新的进步。只有善于从中华文化宝
库中萃取精华，才能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
的高度自信，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
自信，写出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与借鉴的关系。继承，就是
要对我们传统的东西择优承传，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
以丰富、强化、改造和弘扬，使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
精神、民族文化在新时代放射光彩、发挥作用，产生巨
大凝聚力。借鉴，就要向世界学习，撷取一切优秀的思
想文化遗产，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
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营养。继承是“根”和

“本”，借鉴是使这本更加壮大。所以，借鉴要采取分析
的态度，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
既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又坚决抵制落
后、腐朽、有害的东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
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
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与文艺的关系。历史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
是前人的“百科全书”。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
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
重视历史。”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
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
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艺创作只有树
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历史，才
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我们
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
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
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
的事情。

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关键是多出精品。当代
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
创新。这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产
生伟大作品的时代。我们必须聚焦新时代、礼赞新时
代，讲好恢弘大气的中国故事，精心创作与伟大时代相
称的优秀作品。（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评论部）

这部《吴组缃全集》立项于十年前，编定在近三年，
幸即付梓。本全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宣部“四个一批”人
才工程项目的资助。

编辑出版这部全集，盖因吴组缃是一位进入中国
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又为皖籍前贤，而坊间尚未有
其作品的完整呈现，诚值得为之。而笔者于20世纪80
年代末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读研时，我的导师吴寿祺教
授与吴组缃先生为泾县茂林同宗，时常听导师提及吴
氏宗亲，其中尤对吴组缃印象深刻。整理编辑出版这套
全集，亦是对两位先生的致敬和怀念。该选题于2011
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申报，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
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吴组缃生于1908年，逝于1994年，是个跨越新旧
两个时代的人。其人生上半程倾情于文学创作，下半程
专注于教学与研究，泾渭分明。吴组缃似乎不太留意于
个人作品的收集，子女亦未对其作品进行保存，故收
集、整理吴组缃全集，颇有难度，颇费周折。其已出版的
作品，此前相对集中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宿草集》
《说稗集》《苑外集》《拾荒集》及《宋元文学史稿》（与沈
天佑合著）等，涵盖了小说、古典小说评论、文艺评论、
散文和文学史研究等方面。我们正是在此基础上，更进
一步去搜集吴组缃的作品，以反映吴组缃创作的全貌。

编全集是一项大工程，编《吴组缃全集》也不例外。
为此，我们成立了《吴组缃全
集》编委会，由吴泰昌先生和我
为主编，高红、宋潇婧为副主
编，周康、何健为编委，负责全
面搜集、整理和编辑吴组缃的
作品。如在《新文学史料》中找
到刊载的吴组缃先生日记
（1942年 6月—1946年 5月）
以及散文《绿海见闻》；其与姚
雪垠往来的信件出自2012年
4月《博览群书》刊载的《吴组
缃致姚雪垠书信三札考》一文；
选入全集的诗歌、散文等均以
其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底本，由
专人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集中
查找、影印，进行文本核对。其
间，我们向一些老同志征询意
见、征集书信，还发动高校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辑佚钩沉、发掘资料。有些作品虽有线
索，但鉴于可能为吴组缃先生以其他笔名所发表，或手稿所流传处已无迹可寻，暂
存遗珠之憾，留待日后增补。

吴泰昌先生和臧克家先生的女儿郑苏伊女士，先后将他们与吴组缃先生的往
来信件逐一扫描，无私提供给我们。吴组缃之子吴葆刚先生也找出了许多珍贵照
片，供我们使用。全集最终收录吴组缃先生的著述共计200多万字，现按《山洪》《短
篇小说卷》《诗歌散文卷》《宋元文学史稿》《古代文学评论卷》《现代文学评论卷》《书
信日记序跋卷》七卷予以呈现。其中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篇什，书信、日记、序跋和
《张自忠的故事》，以及照片和手迹影印件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
了解吴组缃的创作成就与精神境界。吴组缃的著述并非宏富，然时代印记十分鲜
明，尤值得文史家们深入研究。

值此《吴组缃全集》出版之际，特别感谢乡贤及前辈吴泰昌先生。泰昌师由安徽
负笈北大，曾受业于吴组缃先生，师生交游经年，是吴组缃学术史的一段亲历者。幸
赖泰昌师欣然接受邀请，担任全集的主编，确保了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完成。同
时，诚挚感谢吴葆刚先生，承泰昌师引荐，蒙葆刚老师信任，慷慨将《吴组缃全集》授
权我们出版，并最终审定和认可书稿所收内容，令我们万分感激和敬佩。衷心感谢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为《吴组缃全集》题签书名。感谢为这部书出版的安徽文艺
出版社和我的同事们，在此心存感念了。

这部书的编定是编委会同仁们合作的成果，我愿这完成的喜悦由大家共同分
享。文本中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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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近年来得到了比较频繁的谈论，批
评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和关注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

这和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分不开。1985年之后，“新潮小
说”“先锋文学”“第三代诗”“探索话剧”等概念迭出，文学创作
的形式、文体等备受关注，并在此后不断被更新、阐释。“先锋
文学”的实验性为当代文学的形式意味和表意方式进行了重
新“编码”，并把假设的“当代性”语境置放于世界文学的大背
景之中来考量。西方的现代主义随之更加频繁地传入中国，罗
兰·巴特所说的“作者已死”将文本自身的意义不断凸显，“可
读性文本”不断向“可写性文本”倾斜，于是任何一位读者、批
评家都有可能成为文本的“作者”，参与到一个无限的文本再
生成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文体意识走向了较
为自觉的理论探求和形式实践的路径。正是当代文学对自身
形式的关注，使得当代文学批评在参与到文学经典化的历史
语境之中同样吁求着自身的主体性建构。换言之，文学批评也
要注重文体的建设。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面对变化加剧的文学现实的同时，

还要面对西方理论与文化研究热潮的冲击。1990年代，文学
批评在双重复杂语境下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对形式主体自
身的言说建构上。因而，我们所责难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及物”
的问题出现了。文学机制的嬗变，一方面造成了批评的“失
语”，另一方面也为文学批评自身主体性重建提供了可能。直
到当下，文学批评对自身精神性和文体意识的关注仍保持较
高的热度。

文体即风格，从广义上来说，它是基于一定的内容、题材、
体裁、形式、手法、语言等要素而形成的总体风貌。“文体”是一
个开放性的概念指称，从文学创作的“文体”到文学批评的“文
体”，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化的形态。但是，文学批评的文体
也存在自身的时代性。学者温儒敏在谈论茅盾的文学批评文
体时就注重从批评文体的时代特质上进行考察。他认为，以阶
级分析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极为
有效的批评方式，它适应着社会阅读的心态，并造成了一种明
快的批评文风。茅盾的批评文体正是建立在与历史、时代语境

对话的基础上，从而形成了批评的有效性。
但是，讲求阶级分析与社会历史批判的批评文体在1980

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语境之中，它的有效性又发生了位移。随
着新时期文学“新思潮”的拓展，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也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的介入性加强，并与文学创
作一道构成了1980年代双声共振的文学景观。活跃于这一时
期的文学批评话语不再局限于阶级论的视角，而是多元复杂
的批评方法。可以看到，历史语境的变化对文学批评文体意识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西传统和现代文学批评资源是当代文学批评文体建构
的重要影响源。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资源非常丰富。刘勰的《文
心雕龙》既强调“原道”“征圣”“宗经”，也讲求“神思”“情采”

“隐秀”，强调文学批评的艺术性。中国古代一系列诗话、词话，
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
到了现代，周作人、李健吾的鉴赏式的印象批评，朱光潜、李长
之等重知识和审美的“京派批评”等提供了大量现代文学批评

的经典文本。在西方，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学创作之一种的观点
不胜枚举。例如，作家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强调，

“批评，在这个字眼的最高意义上说，恰恰是创造性。实际上，批
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独立的……我把批评称之为创作中的创
作。”文学批评被放置在与文学创作同等的位置上，创作当中的
主体创造性、情感形象思维的传达方式等都被借鉴到文学批评
当中来。当下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自觉是和中西传统话语资源
密不可分的。植根于当下现实的文学批评也只有在历史阐释的
脉络之中，才能更好地凸显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有学者提出，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千人一面、枯燥烦琐、
空洞乏味等现象，批评的有效性和可读性大打折扣。新世纪以
来，类似这样的“对批评的批评”并不鲜见。文学批评存在的同
质化以及面对当下文学现场批评时的文体意识薄弱问题，越
来越需要我们重视。

当代文学批评在现实语境下的有效性，不是仅靠“学院批
评”“酷评”“求疵的批评”等单纯的命名就能召回。文学批评也
不仅仅在大文化视角下的“诗化批评”中就能得以激活。当代
文学批评始终处在一个开放的“当代性”阐述之中。如何对历
史和现实进行观照，如何从当下的症候中重建作为批评主体
的、知识的、思想的、经验的以及审美的总体化可能，这是当代
文学批评文体意识真正走向自觉的必经路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接第1版）
中国作家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宣传局，各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报刊社及出版
儿童文学作品的其他出版社、报刊社在征得作者同意
后推荐参评作品。

符合条件的作者可向上述单位提出参评要求，评
奖办公室不接受个人申报。

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宣传局，可推荐各体裁、门类及青年作者短篇佳作
奖参评作品，限额8部（篇）；出版社可推荐各体裁、门
类参评作品，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限额8部，其他出
版社限额3部；报刊社可推荐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
评作品，专业少年儿童报刊社限额3篇，其他相关报
刊社限额1篇。

各单位按要求填写推荐作品目录及参评作品推
荐表，加盖公章，推荐表须由作者在相关栏目内签字。
相关表格可登录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
com.cn下载。

参评作品每部（篇）须寄送样书15册（份）。
参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须同时提供作者身份

证正反面复印件，注明用于参评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并签署日期。

纸质推荐作品目录、参评作品推荐表各一份，寄
送评奖办公室，同时报送电子版至指定邮箱。有关
材料和样书特快专递寄至评奖办公室，在邮件外部
标明参评类别，如“小说”、“青年作者短篇佳作”等，
勿用包裹。

参评作品推荐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31日，以
纸质材料寄出时间为准。

参评作品目录经初步审核后公示。如发现不符
合参评条件，评奖办公室取消有关作品的参评资格。

四、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

家协会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邮 编：100013
电 话：010－64489729、64489815、

64489978
联 系 人：纳杨、王清辉、聂梦
邮 箱：etwxj2021@163.com
对各推荐单位和作者的协作支持，谨致衷心感谢！

中国作家协会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21年3月16日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广东
省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黄浩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 2月
2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

黄浩，笔名鸣河，中共党员。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集《涧
泉集》《回响集》《改革大潮与改革意
识》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授孙法理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21年 2月26日在
重庆逝世，享年93岁。

孙法理，1948 年开始发表作
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译作有《苔丝》《双城记》《马丁·伊
甸》等。

黄浩同志逝世

孙法理同志逝世

广告

官
方
微
店

官
方
微
信

精彩阅读·2021年第四期要目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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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现实中国
舌尖下的中国外卖小哥（报告文学）… 杨丽萍
作家人气榜
幻兽之吻（长篇散文）………………… 周晓枫
鸟羽、鱼鳞和兽皮（创作谈） ………… 周晓枫
好看小说
M市在北京和上海之间（短篇小说）… 韩 东
眷属（中篇小说）……………………… 刘荣书
貔貅必须微笑（中篇小说）…………… 苏 迅
大拆迁（短篇小说）…………………… 陈秀民
二胎（短篇小说）……………………… 南 焱
告示（小小说）………………………… 赵晏彪
新人自荐
桑间（短篇小说）……………………… 张慧娟
消散的迷径——读张慧娟《桑间》（点评）

…………………………………… 张 菁
天下中文
长寿时代养老人生的思考（散文）…… 钱理群
一壶茶的阳光（散文）………………… 林汉筠

一支歌舞乱天下（散文）……………… 徐兆寿
我认识的苏东坡（散文）……………… 胡 亮
真情写作
那些噼噼啪啪燃烧的年轻火焰（散文）… 张世勤
麻木（散文）…………………………… 夜 鱼
时间辞（组诗）………………………… 鲜 圣
月光，穷人的利息（组诗） ………… 湖南锈才
文化观察
【“文化经典，怎样影响你的人生”征文选登】
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崔玉松
奇缺与荒芜…………………………… 胡传永
一棵树或者一块砖…………………… 刘 泷
月光和白米饭………………………… 郝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