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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界对文艺评论（或文艺批评）提出更
多要求和更高期待的当前，怎样做文艺评论，才能
发挥其在当前公共文化艺术生活中的特定作用，
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北京文艺评
论家协会推出“北京·艺见”文艺评论专栏，是一件
及时的好事，有了阵地，文艺评论家便能及时将新
作与社会公众分享传播，也可展现北京文艺评论
力量的旺盛生长势头。在此约略汇集我所了解的
中国文艺评论家（或批评家）及其评论文字的范例
作用，结合需要做的评论工作，感觉在通向文艺评
论家的道路上，有些东西可以提出来相互交流和
讨论。

从事文艺评论，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过去，最
基本的或起码的一点要求在于，它应当是对文艺
作品或相关文艺现象的一种艺术发现。文艺评论
必须面对文艺作品或相关文艺现象而发言，不能
在空缺这个基本的“史实”或“事实”依据时单纯按
照某种居高临下的观念发议论，那样就不能叫作
文艺评论了。没有文艺作品的文艺评论，无异于言
之无物或无的放矢之论。丧失文艺作品或相关文
艺现象这个“物”或“的”，也就几乎等于丧失文艺
评论本身了。更重要的是，文艺评论在面对文艺作
品或相关文艺现象时，应当体现出评论者的艺术
发现。文艺评论家的艺术发现，意味着从文艺家创
作的作品艺术语言系统和艺术形象系统中挖掘和
阐发出蕴藏于其中的新颖的人生真理蕴藉，从而
是对文艺作品的创造性的一种新的二度创造。这
种艺术发现固然可能属于依托艺术家的艺术发现
而进行的一种二度创造，但同样也可能意味着文
艺评论家自己的一种独立新发现。因为，正如“形
象大于思想”所表述的那样，文艺作品的艺术语言
和艺术形象系统中诚然可能蕴含着意义，但这种
意义常常并不直接以理性方式呈现，而是融化于
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系统中，等待或召唤来自观
众或评论家的知音般发现和击赏；或者并不一定
被文艺家本人理性地觉察到而又确实存在于他创
造的意味深长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系统中，或

者被他有意识地掩映在作品艺术形象系统中，都
有待于观众和评论家去唤醒。这就需要文艺评论
家发挥自己的艺术发现能力去加以透视。清代叶
燮在《原诗》中有关杜甫诗句“碧瓦初寒外”（《冬日
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语词与意义间关系的解
释，就体现出细致而深刻的艺术发现：一旦联系诗
人的生活“境会”或“情景”细想，就能“默会想象”
到它的独特而深厚的意义。可以说，文艺评论家的
所有思想表达或诗歌理论建树，假如不是建立在
这种对于作品意义的艺术发现基础上而只是空发
议论，那就缺乏充足的依据，也就不会是真正有见
识的文艺评论了。

进一步说，文艺评论家的这种艺术发现，还应
当具有独具只眼的特点或水平。独具只眼，是说文
艺评论家应当具备独到的眼光和独特见地，从作
品中提取出独特的人生真理的光芒。这是要求文
艺评论家的艺术发现有着独一无二的真理洞察
力。也就是说，这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发现会把文艺
作品中蕴藏的人生真理有力地阐释出来，唤起社
会公众的共同关注。叶燮对杜甫的“千古诗人”地
位的评论以及对苏轼诗歌在诗境上“皆开辟古今
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盛极
矣”的阐发，至今也仍然具有独特价值。宋代罗大
经关于杜甫《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
独登台”这联诗句的“八意”之说，到今天看来也仍
然具有其精准性和深刻性，为人们揭示该联诗句
的兴味蕴藉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真正有力的文艺评论还应该传达出文化关
怀，也就是评论者通过文艺作品而对社会人生意
义系统表达自己的独特思虑、评价或期待等态度。
孔子评论《诗经》的《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还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
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诗学阐发，借助
这些《诗经》评论而传达出他的以“克己复礼”为核
心的恢复周代礼仪制度意义深远的文化规划或文
化关怀。这样的文化关怀早已成为儒家诗学或评

论的传承久远而富于影响力的传统。宋代朱熹就
据此而推衍出自己的以“涵泳”和“兴”等为代表的
诗学理论及文学评论，其重心在于让读者领悟其
中寄寓的文化关怀意味。当代文艺评论家更应当
在评论中倾注自己的当代文化关怀。

不仅如此，文艺评论还应该借助文艺作品评论
表达出时代的社会正义呼声，也就是特定时代有关
社会公平、公正、正义等的良知。司马迁通过对左丘
明、屈原等名人及其名著的个体发生的研究而提出

“愤而著书”之说，韩愈倡导“不平则鸣”，柳宗元标
举“文以明道”，苏东坡倡导“有为而作”，李贽主张

“童心”等，这些古代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在自己的文
艺评论中寄寓深切的社会正义呼声。可以说，把社
会正义呼声通过文艺作品评论而婉转地传达出来，
早已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种传统。

如果要问文艺评论的文章或著作中最要紧的
是表达什么，无疑应当是批评个性。批评个性是评
论者的独特人格风范在其评论文字中的独具魅力
的闪光。李健吾指出：“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
和价值的决定”，要求从评论文字中见出拥有独特
个性的“自我”的价值。李长之则强调文艺评论家
的批评个性要更多地体现为独特的“批评精神”：

“我觉得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在‘批评精神’”。而
“批评精神”的要义就在于“不盲从”，也就是绝不
盲目相信或跟从非理性、非科学的观念或时尚流，
务必坚守正确的或正义的信念。“伟大的批评家的
精神，在不盲从。他何以不盲从？这是学识帮助他，
勇气支持他，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
种责任主宰他，逼迫他。”批评个性堪称评论家或
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在其批评文字中的结晶体及其
闪光，文艺评论要紧的就是以独立批评个性的姿
态而传达出与众不同的人生真理洞见。

文艺评论者之所以会如此投入地追求如上几
方面，目的并不在于自说自话、标新立异或顾影自
怜，而在于把文艺作品中可能潜藏的人生真理蕴
藉或可能包孕的人生真理萌芽，敏锐地阐发出来，
与社会观众分享；进而再缝合到已有文化传统的

链条之中，使之成为其中的新生成分而传递给当
代人及后人。由此可以说，文艺评论者应当自觉地
成为艺术世界通向观众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公正使
者或桥梁。这也正是文艺评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或社会义务之所在。文艺评论者要充当这样的使
者，就当代而言，特别需要具备一颗艺术公心。他
可能有时难免有所偏爱或偏心，因为文化关怀、社
会正义及批评个性等使然，但毕竟不能简单地走
向偏颇或偏废，而是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当前艺术
公共领域应有的社会公平、公正、正直、良善、友爱
之心灵。鲁迅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
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
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
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鲁迅明确
倡导批评家置身于以真善美为代表的艺术公正之

“圈”。照此要求和期待，当代文艺评论者需要熔
铸成以自觉的真善美追求为代表的艺术公心，如
此才可能与被评论对象即艺术品或其“饭圈”保持
必要的距离，发出公正持平的评价，从而有可能在
文艺家与观众之间、在不同观众群或相互对峙的

“饭圈”之间以及在当前文艺作品与文化传统之
间，架设起一座相互平等对话和沟通的公正桥梁。
文艺评论者有时诚然可能会遭遇一度被误解的命
运，但历史老人终归会还他以应有的艺术史公正
地位。

我所理解和期待的文艺评论，应当像上面所
说的那样（不限于此），在对艺术品的独具只眼的
艺术发现中传递时代赋予的文化关怀和社会正义
等使命，表达批评个性，自觉地成为艺术世界通向
观众和传统的公正使者。这些意思，说起来似不
难，做起来实不易，不过事在人为，如果都能自觉
向其靠拢，或许就会形成新的文艺评论合力。值此

“北京·艺见”文艺评论专栏开栏之际，写下上面这
些话，期待向同行朋友们学习，与他们共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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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
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
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作
出了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
代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评论工作系列重要论
述精神，落实中央宣传部等
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
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
导意见》，建强文艺评论阵
地，营造健康评论生态，北京
文艺评论家协会开办“北京·
艺见”文艺评论专栏，刊登知
名文艺评论家、青年文艺评
论家及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
会员对当下热点文艺作品、
文艺事件、文艺现象、文艺思
潮等的系列评论文章，推动
创作与评论有效互动，充分
发挥文艺评论的价值引导、
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发
出文艺评论独具特色的“北
京声音”。

开栏的话

人类在灾难面前，面对生命的严峻考验，
为了战胜灾难，人类既需要物质的力量、科学
的力量，还需要精神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而
以电影艺术这种最具真实感和震撼力的审美
方式表现灾难题材，并从中获取科学知识营
养和精神正能量，就成了当代电影创作的一
种独特类型。如今，我欣喜地看到由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的“中国式救援”题材
新片《峰爆》，不仅为其极具真实感的、现代科
技含量甚高的视听语言营造的灾难场面和救
灾情景所震撼，更重要的是为银幕上塑造的
抗灾英雄们的精神人格所深深激励！我以为，
在当今中国影坛，这是一部表现“中国式救
援”的精品力作。

我之所以对《峰爆》作出如此评价，是因
为毋庸置疑，此前中国银幕上确实也问世过
反映抗洪救灾等题材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
品，但总令观众感到尚有未尽如人意之
处——或者是过度着意于“灾难场面”“悲惨
情景”的渲染再现，而对“救灾人”的精神人格
刻画不够到位；或者对“灾难场面”“救灾情
景”再现得不够真实，而对“救灾人”形象塑造
尚存公式化、概念化痕迹。总之，作品在离“精
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追求上离“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尚有一
定差距。《峰爆》正是在这一层面，实现了史学
品位与美学格调的统一并取得了新的突破。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当然也是灾难题材
电影的生命。《峰爆》展现的是当今“中铁人”
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修筑铁路的艰苦
作业中，突遇地震灾害、山体滑坡、地面裂
缝、隧道透水、扬尘遮天、泥石流滚滚而来等危险，
刹那间，火车倾覆、大巴坠落、房屋垮塌、明火乱
窜，人们呼天抢地……逼真地在银幕上还原这些场
景，谈何容易！但《峰爆》剧组却认真学习、深刻领
悟、切实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的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牢靠的一条是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们以“中铁人”精神演

“中铁人”，深入到亚洲最长溶洞实地取景，用80天
按一比一比例搭建还原了一条真实的施工隧道，从
地基铺设、地面硬化、制作拼接大小龙骨网，到近

千平方米封面及岩体翻模，都按照真实中
国隧道的标准严格进行。《峰爆》真正花大
气力做到了于最险峻处匠心还原灾难场
景。如果说，场景的艺术呈现求真务实；
那么，人物的形象塑造也一丝不苟。

饰演主角工程师洪翼舟的朱一龙，为
追求表演的真实感，不似攀岩运动员，却胜
似攀岩运动员，徒手攀爬90度的崖壁，连
续近一个月天天挂在悬崖上淋雨拍摄，用
心用情地完成高难度戏份。饰演其父洪赟
兵的黄志忠面对自己从业以来“对体能和
意志力要求最高”的这个角色，不畏严寒，
多次潜入水下拍摄，精心刻画好“老铁道
兵”的风骨情怀。还有饰演总经理丁雅珺的
陈数，也“巾帼不让须眉”，为了增强影片的
真实性、感染力、吸引力，“灰头土脸”，竟在
强风暴雨的恶劣气候和环境下把自己整个
人倒挂在直升机外进行拍摄……惟其如
此，演员才真正做到了“突破身心极限用心
诠释平凡英雄”。这样用心、用情、用功创作
的《峰爆》，怎能不感人至深呢。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峰爆》决不止于
追求视听语言创造的奇观，绝不止于凭借
奇观以满足观众心理所需的快感和刺激。
影片追求的“奇”，是中华美学精神所讲求
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上强调的“奇正”，而
非“奇邪”，是追求通过观众接受心理的快
感、刺激感进而达于心灵，上升为精神美
感。观看《峰爆》，扑面而来的，决不只有那

“灾难场面”和“救灾情景”的真实感和震撼
力。更撼人心扉的是，在“2小时将吞没县

城16万人民”的灾情前，“中国式救援”所践行的“人
民生命高于一切”的救灾精神和人性光辉，是贯穿全
片的灵魂；“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是洪氏父子、丁总、焦技术员和“中铁人”的家
国情怀、人格魅力。《峰爆》对中华美学精神在审美思
维运用上所讲求的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在审美结构
上的言简意赅，在审美宗旨上的形神兼备、意境深远
以及总的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上，都有亮点纷呈
的表现。因此，《峰爆》所具有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都成就了影片的较高品质。

9月 12日，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粤剧电影《南越
宫词》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电影《南越宫
词》根据同名经典粤剧改编，讲述了秦末汉
初，秦王朝派遣赵佗南下征战百越，赵佗罢
战求和，最终融合汉越民族，成为南越王，
为南越创造了一段和谐发展的光辉历史。
电影表达了“共生需要和解，和解才能共
生”的主旋律，南越创造的这一段历史背
后，反映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睦邻发展、
永续和平的主题。该片主创阵容强大，导演
马崇杰出生于梨园世家，为京剧表演艺术
家马连良之侄，曾拍摄粤剧电影《刑场上的
婚礼》、京剧电影《赵氏孤儿》《谢瑶环》等佳
作，获得金鸡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
等众多殊荣。片中男女主演为粤剧表演艺
术家欧凯明、李嘉宜，二人饰演赵佗与金
笛。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拍摄过程中使用
了国际领先的虚拟技术，既保留了传统粤
剧的韵味和经典唱段，又通过高科技手段
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展现出巍峨瑰丽
的宫殿群和神奇浪漫的南越古国风情，令
古老戏曲焕发出新活力。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
文联原副主席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
呈祥，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光，中国
影协副主席喇培康，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副
厂长马维干，中宣部剧本中心副主任秦振
贵，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崔伟，《光明日报》
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文艺报》艺术评论
部主任高小立，中国电影报社副总编辑张
晋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张燕，电影导演龚应恬，《中国文艺家》总编
辑向阳等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
会，大家就《南越宫词》的艺术特色、粤剧电
影对粤剧艺术的传播效用以及粤剧电影的
未来发展等进行研讨。出品方代表、中影股
份制片公司总经理许建海，广州广播电视
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安勇以及《南越宫词》

制片人董培雯、导演马崇杰参加了会议。此
外，广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崔颂
东，本片主演欧凯明也通过视频连线与各
位专家进行交流。研讨会由中影集团艺委
会主任、导演江平主持。

该片导演马崇杰谈到，戏曲电影拍摄
难度较大，主创班底需要对戏曲有一定的
了解，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也要更加细致
考究。粤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属于联合
国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会专家
认为，拍摄《南越宫词》这样的粤剧电影意
义深远，一来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
扬、保护与传承，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二来是把古老戏曲拍成电影形式，更
有利于粤剧在全球范围传播，彰显文化自
信的同时，也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粤剧。有
专家具体谈到，本片强调了珍视和平的主
题，影片聚焦中华民族的团结互助、和谐共
处，与当下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
具有现实意义。

戏曲电影归根到底，是借电影语言的

优长来为戏曲艺术开创一条新生路。专家
谈到，该片是以戏曲为本的好电影。一方
面，该片的情节是按照戏曲审美的结构来
建构的，影片聚焦于赵佗和吴皇后、金笛之
间的关系，事实上，戏曲最擅长表现男女之
间的情感纠葛；另一方面，在形式美学上该
片打破了舞台局限，充分利用电影艺术拓
展了戏曲舞台的空间。诸多特写镜头的运
用将人物表情、一招一式都清晰地展现在
银幕上，弥补了舞台戏曲观赏过程中的不
足。与此同时，该片在虚实结合方面做得较
好，影片没有像舞台戏曲一样完全写意，而
是融入了诸多写实手法，交代出战争的细
节等。

全世界范围内有1.2亿左右的粤语人
口，把粤剧电影推向海外，无疑是高效能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会上不
少专家都谈到，广州广播电视台根据广州
独特的语言文化和背景优势设计出的粤剧
电影系列，不仅在产业模型上取得先机，同
时也勇赶时代潮头，为当今地方戏曲走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带来启
示意义。 （小 宇）

9月15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
纪录片《党的女儿》《青春正当时》研讨会在
京举行。《党的女儿》以建党一百年来一百
位优秀女共产党员代表为主要人物，通过
真实记录、情景再现等方式展现了女性共
产党员勇敢、坚毅、钻研、乐观的优秀品质，
展现了富有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女性共
产党员群像。《青春正当时》则将镜头对准
雪域高原上的女子飞行班、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重症医学院、湖南援藏队、中车智轨团
队等15个青年群体，讲述了年轻人筑梦、
追梦、圆梦的故事，突出了青年党员群体不
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召唤的积极风

貌。两部纪录片以共情、入理、走心的创
作，为国家重大主题宣传打开了新思路。

与会专家谈到，《党的女儿》与《青春正
当时》两部纪录片一短一长、一时一今、一
多一少、一人物一世界，它们相互补充、互
动，形成了礼赞英雄的影像诗篇。两部纪录
片也有共同点。有专家谈到，《党的女儿》与
《青春正当时》都力图在宏大叙事中融入个
体关照和人性关怀：《党的女儿》把女性意
识的觉醒和对信仰的忠贞笃定作为叙事重
点，展现了中国女性的信仰之美、崇高之
美、女性之美；《青春正当时》虽然以团队中
的个体人物为切入点，但最后落脚于团结

二字，团队力量是克服万难的保证，特别是
每集片尾党员宣誓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军营、医院、大漠、操场，观众都能够
看到年轻党员践行党旗下的誓言，从而见
证了无悔的青春力量。专家认为，治大国若
烹小鲜，建党百年纪录片中既有诸如《敢教
日月换新天》《山河岁月》等大体量的作品，
也有《党的女儿》《青春正当时》等“可口小
菜”，两部纪录片体现出湖南卫视、芒果
TV在参与国家重大主题宣传时同年轻人
进行真诚沟通的语态转化，对省级广电守
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具有启示意义。

（许 莹）

新作点评
粤剧电影《南越宫词》：高效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治大国若烹小鲜
看省级广电如何参与国家重大主题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