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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一直都
是研究界持续关注且颇具生产性的话题，相
关成果甚为丰硕。与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十
七年文学”的研究情况相似，针对这一时期
的文学所展开的研究，也存在因预设的立
场、态度而导致的美化或抽象化倾向。为力
避这种倾向，借助未来意识的介入以达到历
史感和现实感（或当代立场）之间的动态平
衡，就成为解决之道被提出。这当然可以视
为一种可行的方案，但其实问题仍旧存在。
在现代性屡遭质疑且未来变幻莫测而极不
稳定的情况下，未来意识有演变成多元主义
相对论的嫌疑。针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仍
旧是充满争议且彼此竞逐的话语场。

要想有效克服这一倾向，有必要引入毛
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到的“主要矛盾”和“次
要矛盾”的范畴。正确对待历史的方法，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中有集中体现，其具体表现
是，从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或主
要矛盾）的角度出发，以观察和衡量其时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成败得
失。只有把握了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主要
任务并从主要任务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和
评价，才不会在次要细节或细部上纠缠不
已，不会众声喧哗自说自话，难以达成真正
有效而广泛的共识。

一

回到八十年代文学，首先要明确其所面
临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如果说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仍旧有其牢固的合理性的话，
那么八十年代文学的主要使命，首先是与那
个年代的主要任务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
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
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
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
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文学，其主要任务集中
表现为“继续探索”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道
路。这里的“继续”二字最为准确且深刻地指

明了八十年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之核心，即这
仍旧是一个连续性的命题，而非断裂性的关
系命题。换言之，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八十
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这种正确关
系应表现为，八十年代文学是对十七年文学
的扬弃，而不是否定。其最为明显地表现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折期。彼时，现实主
义的回归和深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与对十七
年文学的扬弃这一目标息息相关。这一转折
时代所赋予文学的特殊使命，虽在八十年代
初期即已基本完成，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文
学就可以看成是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而应
看成是“继续探索”。

这就要求我们站在连续性的角度和关
系性的层面看待八十年代文学，而不是像很
多研究者那样在八十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
学之间建立起彼此对立的关系。

二

从连续性的角度入手，需要明白一点，
对八十年代文学，既认识到其应有的“继续探
索”的积极意义，也要对其偏离“继续探索”的
断裂性内涵葆有清醒的认知。就此而论，八十
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文学是一个很好的观察
点。就八十年代的文学实践来看，文学创新应
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目标。先锋派文学的
出现，可以视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西方
文学的各种形式、流派都有实验和实践，先锋
派可以视为这些各种可能的尝试的极端。就
历时的角度看，先锋派的创新实践，虽一方面
推动了关于文学命题的新的定义的出现，并
得到了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但另一方面也
遭到了市场的冷遇。文学创新实验以远离大
众读者为前提和后果，其某种程度上可谓是
对“继续探索”的背离。以此观之，1990年代
以来先锋派的回归就可以看成是对这一背离
的反拨。先锋派的回归，使得现实主义传统得
到更高程度的重视。回归后的先锋派作家的
创作，因而也就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文学的
继续探索这一主要任务的深入展开。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检视
八十年代的文学创新。就是说，我们有必要
把文学创新置于“继续探索”中国文学的社
会主义道路这一主要任务的脉络中展开考
察。其涉及到的命题，除了前面提到的现实
主义深化之议题，还有伤痕反思文学、朦胧
诗论争、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主体性论
争、文学向内转、寻根文学，以及后来的“先
锋派”等等。彼时，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
其实是把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命题凸显出
来；只是时人更倾向于认为，“现代派”的中
国痕迹太过明显，不算真正的现代派。此后，

先锋派的极端实验文本的出现正可以看成
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我们当然明白先锋派
形式实验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我们也应
明白以下一点：就文学观念的更新而言，先
锋派并没有提供或带来太多新的可能。从世
界文学的脉络看，先锋派的文本实验，其实
早在18世纪的劳伦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
记》和《项狄传》（甚至菲尔丁的《汤姆·琼
斯》）中就已存在。先锋派文学通过对文学似
真原则和拟真原则的颠覆，以试图恢复其虚
构性的本质，这一点当然是其历史功绩所
在，但如若联系九十年代的文学实践，可以
更加清晰看到，先锋派文学所历史地完成
的，还有这样一点：它以极端的形式实验，实
现了内容表现上连续性命题的中断，为彻底
迎合商业意识形态扫清了道路。八十年代文
学的过渡性和超越性由此可见一斑。八十年
代的文学创新其实是为城市化、全球化进程
服务的。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到黄原
地区的揽工正可以视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人
主义和城市化相结合的象征。我们有必要从
这一角度展开针对八十年代文学的深入研
究，而不能是简单地美化，或简单地否定。

三

这也意味着，八十年代文学不能被本质
化。从文学创新的角度看，八十年代文学是
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经历了复归十七年
文学传统，到扬弃十七年文学，拥抱现代化，
进而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我
们很难说哪一个时段更能代表八十年代文
学。八十年代文学，就其关系的层面和历时
的脉络来看，其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过渡性
和超越性的耦合。

其过渡性表现在，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评
家都是从文学创新的角度看待自身的创作
的，创新不是守旧和延续，甚至也不是颠倒，
而是常变常新的精神，是把变革作为一种立
场来看待的自觉意识，这应该说是当时的文
学界共享的前提。但对于往哪个方向革新，
或专注于哪一种革新，却是众说纷纭、见仁
见智的。这就使得当时的文学革新具有了过
渡性的特点，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中间物”
角色：他们是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待文学革新
的。这一过渡性，带来一些积极的后果，那就
是中外文学中，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几乎所
有可能的实验都尝试过了。这一尝试和实
验，在先锋派文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19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回归，应该说是
八十年代文学创新的一次成果。这时的现实
主义，既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
义，也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

而是糅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于一身的
新的综合，可以说是“开放的现实主义”，而
这其实是回应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秦兆
阳为代表提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
路”命题。从这个角度看，八十年代的文学创
新，应放在现实主义的延续、综合和深化这
一主题中进行考察。

说其具有超越性，既是从今天的角度得
出的结论，也是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们的
过渡意识所带来的副产品。过渡性使得八
十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们常变常新，正是这一

“变”与“新”的精神，使得他们的文学实践表
现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超越性倾向。超越
性，在他们那里，既是一种自由的象征，但同
时也是一种遐想，其象征意义往往大于实际
效应。我们今天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应
该注意到这一点。这一超越性，在伤痕文
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
第三代诗歌等诸多文学思潮中都有表现，可
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加以把握。内容
上，表现为对彼时物质生活的困难的回避、
忽视和扬弃。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评家和主
人公们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普遍表现出一
种高扬的精神贵族的姿态，及其对思想启蒙
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厢情愿的乐观精神。
形式上，则倾向于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而
成为审美的和独立的实体，“向内转”和“主
体性”就成为当时的文学形式自觉的重要口
号。他们从未来的视角出发，在时代所能给
出的承诺中展开他们的文学创新实践。因
此，时代的限制在他们那里并不构成限制，
而是构成一种超越的信心：他们是在为文学
的未来立法。

同样，这一超越性，也有必要放在过渡
性的角度加以审视。如果说过渡性表明八十
年代文学的不稳定、常变常新和多重可能的
话，那么超越性则表明一种抽象、自足和对
秩序的想象。两方面的耦合关系，使得八十
年代文学整体上呈现为丰富驳杂且面向多
重的立体形象，其内部之间极具张力关系。
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所展开的研究，虽无法
真正还原其丰富性、复杂性，但要有这方面
的限度意识：任何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单向度
的想象和研究都可能是简化，虽然这样的简
化不无必要。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
之。”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和时代前进的号
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
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
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把文艺事业融
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高度重视文艺工作，
不断促进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
年来，文艺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党
的领导，关键在于广大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与时代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潜心
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精
品力作。在新的征程中，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
的领导，传承党领导文艺百年宝贵经验，实现
新时代文艺工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党始终把建
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
为自己的使命，领导文艺战线高扬马克思主
义、倡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昂扬民族精神、弘
扬时代主旋律，引导文艺事业与民族共命运、
与国家同呼吸、与人民心连心、与时代齐发展；
指导文艺工作者以丰富的文艺形式吹响前进
号角、唱响时代强音；强调以文艺作品激扬民
族精神、激励群众信心、激发人民力量，充分发
挥文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巨大作用。

从“文艺救国”到“文艺强国”，文艺事业始
终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面对“三座大山”
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担负起

“文艺救国”的使命，引领文艺向着有助于民族解
放、国家独立的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
国内外的复杂形势，文艺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
人们共同奋进的作用。在当下，面对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针对向外讲好中国故事等
命题，党精准把握时代需求，强调要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要推动“文艺强国”逐渐成为“文艺共
识”，引领文艺工作者以“大国文艺”思想自觉做大做强文艺事业。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不同阶段，可以清晰看到，
党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使文艺作品真正走进百姓心中，作为领
导文艺工作的“初心”。早期，党坚持以文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艺思想，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像火焰似地烧向黑暗旧中国。后
来，尽管历经曲折，但党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初心”不变。在党的领导下，文艺不是“小众的”，而是

“大众的”。党加强并不断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依循文艺发展
规律，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依托与时俱进的文艺路线与文艺政
策，掀起“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一次又一次文艺创作高
潮。在新时代，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
民、属于人民”的根本立场，创作更多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
有力的优秀作品，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文艺工作实践中运
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一方
面，继承“艺术源于生活”“劳动创造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传
承以文艺促进真善美、提升人民群众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
价值观，彰显文艺增强民族自信、改善社会风气、凝聚国家力量
的意识形态效能。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思索中国的文艺问题，引导新时代文艺工作在实践中凝成体系
化、系统化、时代化的文艺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为中国社会
主义文艺事业持续繁荣提供坚实理论保障。

在新时代，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引导广大文艺工作
者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为人民创作、为大众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社会明德，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要以出精品为关键，讲好新时代的精彩故事。“凡是传世之
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
是表面文章”，要求“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强调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需要
我们不断完善文艺评价机制，改革文艺评奖、改进文艺评论，改
善对新的文艺群体的服务，进一步发挥创新激励作用，为文艺人
才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推动文艺界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文艺精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
中国风貌中深化世界对新时代中国的认识。

推陈出新，是党的文艺方针，也是党领导文艺力求达到的境
界。文艺的生命在于创新，我们需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进行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完善管理体制、创新发展机制，激发文艺创
造活力，不断推动新时代文艺的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
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
献给人民。”作为创作主体，广大作家艺术家要辩证处理继承与
创新的关系，既要继承中华民族灿烂的文艺传统，也要积极借鉴
世界各国的宝贵文艺经验，并基于新时代中国的生动创造实践，
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精品力作，为推
动文化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荣欣系浙江万里学院审计处处长，陈金波系浙江万里学院
副教授；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讲深讲透统一战
线 推进‘六讲六做’研究”[项目编号21NDYD097Z]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研究的限度意识与当代立场历史研究的限度意识与当代立场
——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之我见 □徐 勇

谈文学“思想性”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文学创作需要
“思想先行”。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是由作家的思想情
感决定的。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塑造形象还是对人性
的挖掘，作家的思想情感无时无刻不融入其中。人世间，“没
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对于作家的
创作而言，是有着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爱与憎、
善与恶，无不与作家的思想情感息息相关。

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文学构成的两翼，两者的
正常态是和谐的，但却不是平行的。“艺术性”（此指语言文字
的运用技巧与特色）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举足轻重，需要认
真研究与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如果避谈“思想
性”而侈谈“艺术性”，或者重艺术而轻思想，那就有可能误入
歧途，造成有害的误导。

忽略作品的“思想性”，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其中“远离政
治”的观点，是其中原因之一。有人认为，文学不能涉及政
治，否则就是犯了文学的大忌。其实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政治”是无处不在的。无论古代还是当
今世界，每一个人，无不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以反映社会
人生为内容的文学作品，怎么可能与政治疏远呢？当然，这
里的“政治”不是指狭义的政治斗争，而是指广义的社会政
治。其实“人性”并非奥秘之物，它是人的生命的必然存在，
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与“社会性”相依存，因此它是不能
与政治绝缘的。“只写人性，不关政治”的说法，会给人一种自
欺欺人的嫌疑。虽然嬉笑怒骂皆为文章，山水花鸟也成佳
篇，但是，当作者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一切写作素材之中时，
它们也就具有了“人性”，不然，为何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

惊心”呢？
文学“思想性”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是早有记

载的。刘勰认为：“辞为肤根，志实骨髓。”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辞藻如同肌肉皮肤，思想内容才是骨髓。无产阶级作家，更是
给予“思想性”以高度的重视。高尔基认为：“理智要比心灵为
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他又说：“文学使思想充满血和肉，它
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巨大的说服
力。”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是与作家的思想修养密切相
关的。文学的性质与功能，要求作家对于文学创作，不能以

“游戏”的态度视之。一个作家，应该具有高尚的情操与高远
的心地，“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陆机《文赋》），有怀
霜之高洁，有凌云之心志，捍卫正义，抨击丑恶。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当得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

“人性”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心灵之爱是人性，为国捐躯
是人性，灭私奉公是人性，嫉恶如仇也是人性。如果总是盯
在“男女之性”上，文学作品便失去了“人性”刻画的丰富含
义，也淡化了人生关怀的宏旨，其文学价值便要大打折扣，其
现实意义也值得怀疑。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政
治属性十分重视。恩格斯在写给斐·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谈

到，《济金根》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
也是它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试看现当代小说，包括
获得“诺奖”、“茅奖”的作品，有与政治思想无关的吗？没有，
不与“这样”的政治思想有关，便与“那样”的政治思想有关。
作者无论使用何等样式的笔法，也无论故事情节如何“东西
南北”，作品给予人们的感染与思考，无不与社会政治丝丝牵
连，无不体现着文学“思想性”的精神力量。

文学作品“艺术”造诣的深浅与“思想”境界的高低，两者
是衡量作品的基本标准，而“思想”是灵魂。灵魂卑俗的作品，
文字再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悦目的纸鸢，只可在风中飘舞，
不能在大地生根。凡是既不能为人间世界启迪光明，也不能
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的作品，是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一
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
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
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深刻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于重视文学“思想性”，弘扬
文学正能量，克服文学的颓靡之风，推进文学创作更加健康
繁荣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作协原主席）

关于文学“思想性”问题的思考
□穆 陶

八十年代文学，就其
关系的层面和历时的脉
络来看，其最主要的特征
就在于过渡性和超越性
的耦合。

任何对八十年代文
学的单向度的想象和研
究都可能是简化，虽然这
样的简化不无必要。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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