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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视为鸟
之两翼、车之两轮，文艺评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
实际的文学场域中，文艺评论远不如文艺创作那样受
到重视。2021年8月，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把文艺
评论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就需要我
们文艺评论工作者加倍努力，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文
艺评论氛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觉得这其中非常重要
的一点是，文艺批评家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自己的
批评风格，而不是人云亦云，当传声筒和喇叭。

那么，文艺批评家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
呢？我们知道风格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的独特
创作标志。批评风格亦是批评家批评精神的展现、批评
生命的显现。福楼拜认为，“风格就是生命”。作为一个
评论家，他应有丰饶的生活积累、丰厚的文化积淀、丰
沛的情感体验、丰富的想象能力、丰盈的理性思考。这
正如狄德罗所说的那样，应具有“精神的浩瀚、想象的
活跃、心灵的勤奋”。一个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
家，他对社会人生应有独到的见识，对作家作品应有独
到的见解。他的思想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深度体悟，是他
对人生奥秘的深刻洞察，而不是对权威的理论借用，也
不是对新潮观点的批发。作品中“隐蔽的思想和感情的
微波，很难逃脱他的目光。即使对那些恍惚迷离的变幻
莫测的潜台词、潜意识，他也有细致的识别力”。（孙绍
振《文学创作论》）其次，他应该是文艺作品的独立评判
家。批评家不仅要有眼力，还要有胆识。他不是官家的
跟随，也不是权威的鼓手，而要公正公道，“好处说好，
坏处说坏”；不是抬轿子、吹喇叭、打棍子，而是一个有
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批评精神的
评判者。再次，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学问家。批评家须洞
察社会，“知人论世”，要有丰富的学识和深邃的学理，
才能对时代变化和文学走势作出深刻的判断和高度的
概括。第四，批评家还应是一个文艺家。批评家对文艺
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他不一定真正介入创作实践，但最
好对创作规律有充分的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如
鲁迅、茅盾等人，既是作家也是批评家。这样评论起来，
自然驾轻就熟。如果完全不懂创作的规律，批评就会隔
靴搔痒、不得要领。只有做到了上述这几点，他的评论才可能是生命的直觉与理性的
自觉的完美结合、充沛的情感与深刻的理智的深度交融、精美的诗意与精湛的哲思
的和谐统一，展现出别样的审美风度，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

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的批评方法出现了多样化、多极化的审美趋向。一些新
锐、新潮批评家缺少独立的批评精神，但却对西方的批评方法趋之若鹜，不加选择地
照搬使用，用新潮理论对文本做随意的对接和硬套。这样既不符合文本产生的历史
环境和文化的语境，也不符合作品自身建构的规律性和审美独特性，使得批评与作
品、作家乃至社会、历史严重脱节。这就使得批评方法芜杂而不精准，多变而不统一。
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文艺批评应“接地气”“接地性”“上手性”等批评要求。其实写好
文学批评的关键在于批评者对作品的深刻感悟、对作家的深入理解、对社会的深透
体察，使批评与文学作品接合、与作者接心、与社会接轨，也就是“接地气”。新时期以
来少有批评家形成自己独立的批评风格，这“既有文艺批评的环境问题，也有批评家
自身的问题，还有对批评风格的漠视的问题”（韩伟《文艺批评，握好一把“中国
尺”》），但最主要的还是“批评家自身的问题”。

怎样才能使批评家确立自身的批评风格呢？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就说
到了风格与个性的关系。他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
铄，陶染所凝。”他认为风格的形成源于“才、气、学、习”四种因素，即先天的情性和后
天的陶染，但他更强调后天的学习。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
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他认为，一个作家或批评家要
积累学识以作为写作所用的瑰宝，明辨事理以丰富自己的才识，体验生活以提高观
察的能力，顺应情感以演绎美妙的文辞。有了这样的修养，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才能

“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如果“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是很难写出好
作品来的。因此学识和阅历丰厚是“驭文之首术”，是形成风格的第一要素。批评家只
有注重“营养心灵”，达到“心灵富裕”，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可见，中国古代文论家
对风格的形成原因之论述，对今天批评家风格的形成是很有裨益的。

更为全面地说，批评风格是批评家“才、胆、学、识”的综合体现。才是先天禀赋和
后天修为的结合，胆是胆略和骨气的凝合，识是见识和胆识的契合，学是书本知识和
社会知识的融合。批评是批评家才胆学识的一种表露形式，人格、心性的一种外在显
现。徐增提到：“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
如见其人。”沈德潜也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写诗如此，
写批评亦如此。歌德认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王国维则说“有境界自
成高格”。这里的境界主要讲的是人生境界，只有人生有境界，作品才能有境界、有风
格。好的评论也绝不是批评家的笔墨功夫，是人生功力，即在于批评家的阅历丰富、
学识丰厚、心灵丰裕。可见，批评风格是批评家才胆学识的全面体现。当今的批评家，
多是胆识不足，学力不逮，或“俗评”“媚评”，使得文艺批评庸俗化、商品化；或拾外国
人之牙慧，用外来理论套中国现实，使得批评与作品两张皮。所以批评家只有以深厚
学问做根底，以人格精神为基础，把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思索和感悟，化
合为自己的批评精神，才可能写出好的批评文章，才有可能形成批评风格。

历史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不但需要彰显中国力量、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而
且需要广大文艺批评工作者“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
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
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写出“象征一个时
代”的批评，构建出一个时代的批评风格。

（作者系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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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新时代文学的高峰铸就新时代文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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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新时代需要文
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我们要坚定
这个自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着高度的历
史自信和开辟未来的历史主动精神，指明了文艺
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
饱含着党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信赖、期待与激
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响应时代的呼唤、
党的伟大事业的号召，肩负起神圣的使命和崇高
的责任，积极探索如何铸就文学新高峰。

一、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
统。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强调了文学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和
对于人生不朽的深远意义。被苏轼称赞为“文起
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提倡“以文
贯道”的思想，把人生理想、艺术追求与政治建
设、现实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努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秉承
古代文人的优良传统，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
命，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
时代的高峰文学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
神推动力。

高峰式文学作品通常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史诗
性作品。黑格尔在《美学》中说：“作为这样一种原
始整体，‘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
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
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
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有的意识基
础。”在19至20世纪，《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
河》等一部部辽阔、深邃、透彻的史诗般鸿篇巨制，
造就了俄罗斯文学的巍峨高峰。歌颂俄国顿河
地区哥萨克民族精神的《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
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这样评价：“由于他在描写
顿河的史诗般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
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对
时代的记录和人性的体现有着深刻和深远的意
义……”《静静的顿河》似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和可供借鉴的经验。当下，中华民族
处于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下，更加呼唤史诗性高
峰作品，气势磅礴地描绘大时代洪流下波澜壮阔
的大画卷，弘扬中国精神，凝聚起推进民族复兴
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文学大师往往都
与时代、与人民有着血肉联系。那些伟大的史诗
作品之所以能够写得那样真实、细腻、深刻、磅礴，
就是因为这些作者们的写作是一种植根于大地、
植根于人民的写作。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
入人民群众，与人民共情共鸣，洞悉生活本质，敏
察时代脉动，与时代同频共振，把握当代性，紧扣
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真切地表达时代的呼声，以
直面现实的勇气写出当代中国的复杂性，淋漓尽
致地呈现人世间复杂的人性，表现出历史的深刻
性，揭示中华民族的当代境遇，达到一定的思想深
度，才能创作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作高峰
式文学作品还要开辟面向未来的精神向度，在视
野、格局、境界上有所超越，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对人类生
存的意义进行深度的精神拷问，从而获得更高层
面的精神品位和深度，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

恩格斯说：“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
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
失。”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认为各民族文化首先要正

确认识自身，并深刻理解其他的多种文化，才能在
世界文化的多元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文化
自觉走向文化自信，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一
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都能
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内涵正是和谐共处，引领
全世界的人民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坚持弘扬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创作出传播当代中
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
品，讴歌为自由、和平、正义、真理而奋斗的人类精
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二、博采古今中外，提升文学表现力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
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
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
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
有价值的东西。”新时代文学高峰同样需要吸收和
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学成果之大成。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是一座积淀深厚的文
化宝藏。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等文体形式，和庄禅境界、志怪传奇、比兴留
白、格律章回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审美风
格，不仅需要进行充分吸收利用，更要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讲文学创作的
规律在不停地演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变于
古才能长久，通于今才能不乏；要“望今制奇，参古
定法”，要看到文学发展的新动向而创造出奇异的
作品，参照古人的创作而制订出新的创作法则。
回望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长路，高峰往往出
现在文风革新之后。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
三次重要革新，改变了浮华绮丽的文风，形成浑
厚、雄壮的盛唐气象。盛唐时期的诗歌，“何如海
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令人叹为观止。晚
唐、北宋诗人则另辟蹊径，开创词体，创造出另一
番辉煌。艺术创新问题正是新时代文学迈向高峰
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文学形式多样化发展，从而
更有亲和力和影响力。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与
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新
时代文学高峰，应该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下的高
峰。在全球多元文化激荡下，必须坚持世界视野，
与世界优秀文化对话，吸纳世界文学的经验内化
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

瑞典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研究发现，现
代文学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许多
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来刺激与本土元素的对
话、激荡中产生的。例如，英国诗人T.S.艾略特具
有突破性的诗歌贡献，他一方面受到19世纪法国
象征主义的启示，另一方面则受17世纪早期英国

“玄学派”诗人的影响，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诗歌境
界。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繁荣来说，福克纳富有幻
想的文学方法与拉美本土口头文学传统的交叉
渗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中外文
学不断有大师涌现，各种艺术手法发展得炉火纯
青，创作手法千姿百态。新时代文学只有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进一步跨越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
障碍，才可能获得更加深厚的艺术力量，创造出更
有质量和更有高度的美学品质，形成新的高峰，不
断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影响力，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强基固本的作用。

三、尊重创作个性，优化文学生态

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

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
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
憬。文学完全是一个人作为个体的独创性的展
现，只有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
思，充分展示艺术个性和独创精神，才会有文学的
多样性，才会有百花齐放的文学。

文学创作需要宽松自由的良好环境。邓小平
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
《祝辞》中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
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
横加干涉。”他还曾说：“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
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
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要
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事业，充分发扬
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保护好文艺工作者积极性
和创造性。”铸造文学高峰，需要遵循艺术规律，尊
重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营造宽松自由的创作
环境，不断激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力。

一部皇皇巨著经作者尤其是新人之手出炉之
后，需要出版人和文学出版机构能够慧眼识珠。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起初被拒稿，后来
成为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品之一。阿来于1994
年创作完成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之后，屡次遭到
出版社拒绝，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后来获得
了茅盾文学奖。千里马最需要的就是伯乐，对于
文学新人来说，更是如此。要想使一部伟大的作
品顺利走向社会，需要有更多视野广博的文学发
现者。

一部作品过了面世关之后，批评家敏锐的鉴
别力和深刻的阐释力也十分重要。不同的文学批
评对于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批评家把创新性作品看成
无稽之作、平庸之作，那将是文学的悲哀。脂砚斋
评《红楼梦》，数千条批语解读文本、点评人物、画
龙点睛，极大地帮助读者深刻领悟小说深意。脂
砚斋和后来的王国维，对于《红楼梦》被标举为中
国古典小说高峰，可谓功不可没。我们当下的文
学批评需要进一步提升鉴别力和阐释力，不断地
与文本对话、交流，发掘并赋予新的意义，推动文
学创作的高峰进程。

读者对文学的关注喜好和艺术感受力的强
弱，也是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宋词高峰的
涌现，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样的宋词
热度分不开。而在当下图像时代视觉文化的冲击
下，文学受到极大的冲击。当人们喝茶饮酒、谈天
说地，分享的是阅读某部文学作品的感觉或创作
体验时，文学便充满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文学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纵观中
国古代文学史，文学高峰往往诞生在社会兴旺发
达的时期。例如，盛唐诞生了诗歌的高峰。而宋
代，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词无疑是另一座高峰。
今日中国走进新时代，GDP达到世界第二，蓬勃
发展的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为我国文学繁荣发展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家，呼唤铸就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学新高峰。我们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时代主题，增强对
生活和艺术的厚重积淀，提升对世界的洞察力、对
生命的彻悟力以及在思想上的穿透力，向新时代
文学高峰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
精神伟力。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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