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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十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新时代十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
□□卓卓 今今

新时代文学迄今为止已近十年，新时代文学的内容和形
式，在精准地反映该时期的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真实、立体、
全面地构建中国形象的同时，还通过历史回顾、现实关怀和未
来构想，建构既属于中国本土也具有世界影响的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
的“时代之变”

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正在向构
建新的话语体系、审美范畴，向新的文明高度
目标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理论和批
评的自我革新。在动态中把握世界，是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文艺工作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新
形势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任务，强调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新时代文
艺理论家、批评家调整心态，从理论到实践，向外拓宽视野，向
内审视自我，实现自我革新，取得可喜的成绩，在思想文化建
设上更加自信。文艺理论与批评是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基
石，这十年的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在思想资源上跳出了20
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文论热，学者更加批判性地对待西方
资源，重新整理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把握丰富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紧
贴文艺现实，从社会生活和文艺实践中总结提炼术语和概念，
并建立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科学发展带来了文艺生产和传播
方式的改变，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也被重新定义。理论家
和批评家结合文艺现实，对文艺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对文艺作
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广大文艺家“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
起百万兵”，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在面临新任务、新问
题、新挑战时进行了新探索，取得了新成绩，在历史观和时代
观方面，又拓展了新视界。

一是修炼内功，注重知识积累和理论能力的提升。理论
家、批评家深刻意识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发
展目标、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精髓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
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
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论注重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理论联
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身之本。理论家和批评家从实
践中高度提炼出新理论，再将新理论返还到实践中指导文艺
创作。理论家和批评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有扎
根文艺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成为有力量的、活的理论。
这个程序一旦被简化，就成了脱离实际的理论或者僵死的理
论，就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80年代、90
年代以及新世纪头十年相比，理论家和批评家在新时代更热
心为民请命，在服务人民、扎根文艺现实的同时，能够熟练地
识别各种错误思想，有效避免极端情绪化和非理性。

二是深入文艺现场、细读文本。由于学术体制和学科属
性的原因，学者们往往守在书斋、象牙塔，一辈子做形而上的
理论和经典研究，很少有机会介入中国正在发生和发展的文
艺复杂现实。学院派理论家和批评家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严重
脱钩的问题，他们放下身段，深入文艺现场，深入了解文艺生
产和传播过程。中国文论有知人论世的传统，文艺创作者的
思想情感和人生经历本身是一本大书，是鲜活的研究对象或

“活文本”。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工业产品之
处，在于精神科学的创作主体可以被看作作品的一部分。作
者的意图在文本中的呈现只是部分呈现，另一部分需要通过
深入“阅读”和了解创作主体，才可能获得作品的完整阐释。
尽管世界上没有哪位接受者能全部理解文本的全部意义，但
创作主体与其作品在精神气息上是一体的。文艺批评也从过
去热衷于宏大概念向文本细读转化，尊重文本原意与作者意
图，倡导“接地气”的理论和批评。

三是打开比较视野，吸收其他文明优长。孔子曰：“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在文艺批评中就是一种比较
视野，即理性地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发现其他文化的长处和
自身的不足，优化自身的理论批评方法，避免陷入极端民族主
义，避免故步自封、不加辨别地排斥其他文化。民族主义作为
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常常是被肯定
的。但在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条件下，过度的民族
主义容易使人变得内心封闭、自卑和盲目自大，从而陷入民族
仇恨、与世界为敌的负面情绪中。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通
过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在创新方面持开放的姿态，积极
接纳和拥抱新技术（如脑机接口、元宇宙等），构建新的审美维
度，在新式生活方面积极进取，避免被动地看，满足于做井底
之蛙，适当地跳出自己的专业性和局限性。

四是自我认知的调整。在如何把握新的文艺形式和内
涵，如何阐释、概括和总结新时代文艺方面，新时代的文艺理
论和文艺批评正在向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审美范畴，向新的文
明高度目标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理论和批评的自我
革新。社会发展了，从事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工作者的主
体意识和能动性也相应成长，努力拓宽视野，更新方法，调整
目标。在动态中把握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
评的特点。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自我认知调整既有来自实
践的经验，也来自经典理论文本。这就要求加强对理论文本
的辨识力和判断力，避免陷入教条主义。自上个世纪80年代
以来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和引进，造成不加辨别地照搬西方理
论，用西方教条“强制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结果是理论与现实
脱节，从而无法把握新发生的文艺现象和社会问题。新时代
理论家、批评家及时进行了反思修正，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和历
史虚无主义。

二、十年来理论创新的“时代之变”

由于新时代文艺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
人的生命样貌呈现出新样态和新气象，文艺
现实从过去单一样式变为多元立体复杂样
式。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整合不断变化的文
艺现实，调整视界，创新理论，并对未来文艺
发展给予预见性判断和建设性的构想。

新时代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肩
负的历史使命。批判性吸收其他文明优长，拆掉西方文论脚
手架，构建中国学派、中国理论。由于新时代文艺结构变得越
来越复杂，人的生命样貌呈现出新样态和新气象，文艺现实从
过去单一样式变为多元立体复杂样式。文艺样式既有可感触
的实物现实、无触摸感的网络虚拟现实，还有全息影像的拟真
化现实。文艺表现形式和内容极大地扩充，文艺生产、传播都
交织在上述各种现实之中，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如何看待多
维度现实，进而做出合理的评价？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整合
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调整视界，创新理论，并对未来文艺发
展给予预见性判断和建设性的构想。

一是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反思与创新。面临新时代产生诸
多文艺新形势，学界意识到西方理论无法有效地解决中国自
身问题，形成了反思与创新的风潮。（1）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在“后理论”时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马克思文
论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工艺美学、马克思主义生产工艺学
批判理论等新提法。（2）面临新的理论挑战时及时做出反应，
出现“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重大理论突破和标志性概
念，提出当代文学理论话语应该建构出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
论系统。（3）根据文艺发展新形势，构建图像叙事和阐释理论，
将图像艺术作为研究对象，文艺理论出现“图像转向”的趋势，
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叙事空间和阐释空间。（4）媒介技术催生
了多媒介传播互动新形态，相关“硬件”也被纳入文学理论和
批评的讨论范围，出现“媒介存在论”研究，还对“微时代”的批
评与审美进行了反思。（5）对现象学与美学基本问题进行反
思，美学研究更加细化和具体化，如对环境美学、身体美学展
开探索。（6）提出并反思了“新文科”概念，认为新文科的核心

是现代性的反思，是对传统的“人”的观念和人文主义的挑战。
二是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反思与重建。人的审美呈现多层

次、多维度状态，边远落后地区还处在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生活
方式的情境，生产力发展缓慢，生活、娱乐、商品交换的方式单
一，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及发达地区生产力发展较快，工业
化、信息化程度较高，其生活和生产方式基本与世界发达地区
相当，人的观念超前。社会基本状况多元复杂，反映在文艺作
品就有千姿百态的形式和内容，所发生的每一种文明形态放
在世界上都是可供参照的样本。单一的批评模式无法满足复
杂的文艺现实。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此变化有足
够的认识，在文艺批评领域，对曾经出现的错位予以批评，及
时调和城市的、精英的、古典的想象与已经高度工业化、信息
化社会和乡村审美之间的矛盾，以及城市人口对都市消费主
义生活的迷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远景的张力与矛盾
等，批评家在通过批评实践进行大众美学提升。

新时代文艺批评多元批评话语，还反映在文本细读与反
文本中心主义同时存在，文本研究与副文本研究交互进行，西
方生态批评的借鉴与中国山水诗文传统的生态文学的融合发
展。在文化批评方面还包括以性别平等为前提的女性主义批
评，以文化差异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地理学，以神话传统为基
础的文学人类学等。随着新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日益紧密，文
学批评深入探讨空间与媒介、人工智能与文学、微时代文艺、
图像与文学、网络文学批评等前沿性问题。在本土经验与世
界性问题上，批评家认为文学“地方性”可以从书写对象延伸
到地方性书写经验，并尝试建立由地方延伸出去，进而通达世
界的理论构想，以此作为讲述中国故事、与世界沟通对话的有
效途径。

三是新时代文化谱系和学术体系化的构建。学术史、文
献综述、资料整理的兴起等历史性研究在近十年来成为重要
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批评者在精准把握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动态和精神动态的同时，表现出世
界视野、心怀天下的自我定位。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提炼和萃取中华文明的精华部
分，使其知识形态化和理论体系化，以东方大国的气度将世界
文明体系推到更高层次的文明，引领人类走向更高级的文
明。新时代文化建设本身面临多层次的复杂局面，世界范围
内的农耕文明在广大乡村仍然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
知识谱系仍然可成为参照系。同时中国城镇的工业文明、信
息化和智能化也已走在世界前列，系统地总结和思考前现代、
现代与后现代相互交错的、多层级的文明，对不同发展阶段的
文明进行比较，对历史的反思与借鉴，对前人智慧和思想资源
的继承是学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史、文献综述、资
料整理广泛而深刻的开展标志着学术成熟期的到来。近十年
来国家重大课题招标项目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盛况。

四是网络文学研究的体系完善。网络文学研究尝试建立
系统性、整体性的评价体系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评价体系
是由思想性、艺术性、产业性、网生性和影响力等因素构成的
一个综合指标，同传统文学作品一样，重点强调作品的思想
性，作家的立场、历史观和价值导向。在此基础上强调艺术创
新、传播模式、粉丝经济、IP分发、改编（二次创作）等，催生多
媒体如游戏、动漫、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通过粉丝互动，实现产
业增值，充分体现新时代文艺生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经过
磨炼、调整，网络文学的精品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文
学理论与批评正在探索和定义人工智能、程序写作等问题。

三、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职责与使命之变

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需要进行系统性
反思和批评，并对该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
批评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进行长时段观察
和评估，通过学科交叉性的理论构建，创造新
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新范式，理论家与批
评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明确当
前和今后的问题和价值指向，正视新时代文
化发展中的真问题。

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化、文艺和社科的系列重要讲话
为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在
研究和探讨文艺理论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提出标识性概
念、开辟学术新领域等方面，取得不少突破性成绩，同时也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是方法路径的创新性的提升。随着时代发展，某些脱
离文艺现实的文艺教条依然被文艺批评界奉为圭臬。审美现
代性批判并未完结，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正在重塑社会道德伦
理结构。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有责任通过对文艺作品的阐
释和评价来激发审美主体拥有饱满、健康的人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正在向更高文明发展之路迈进，在这个过
程中，文艺往往是最先促其萌芽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准确地
研究和判断文艺发展问题，对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文艺创作与批评涉及大量的社会发展问题、
精神领域的动荡和变迁，还涉及人类文明认知变化、观念的更
替，是一部人类发展的精神现象史，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应
该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重要的思想库，把握变局，不断创新，
为未来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路和决策参考。

二是创作主体的观念的提升。文艺理论某些领域有越来
越封闭的倾向，理论远离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无法回应当下
重大的现实问题，无法为时代提供有用的思想。在学术体制
与论文范式的规范下，许多学者在遵循规范时疏于表达自己
的创新观点。文艺理论与批评存在固化倾向，尤其是文艺批
评，批评家丢失了将本能、直觉和最新鲜的感受力，单纯强调
理性与逻辑，一味照搬自然科学的论文范式，缺乏人文科学的
情感和温度。理论的封闭还造成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视野
局限，没有能力把握世界大势和前沿问题。

三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创新动力的提升。中国文艺理论
与批评如何更好地把握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的问题？在文献整
理和历史研究方面尽管取得了重大突破，如不断强化中外各
种优秀理论思想的整理与研究，以及跳出对历史的反思与再
阐释的循环研究，但如何持续地激发当代文学理论的创新与
生命力，依然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面临的重大任务和使
命。古代文论的当代转化，在当下文学现场仍然停留在引用
和点缀的层面，古代文论概念存在着无法有效地解释当下的
文艺现实的问题。如何从古代文论思想中长出现代性概念，
是理论家和批评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西方文论还是古代
文论，强行嫁接都不是真正有效转化。

此外，还存在着理论家批评家对自身要求不高，对学界不
良风气的批评不够彻底的问题。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
更需要学者有问题意识、敢讲真话，共同建设良好学风和学术
环境。推动文艺理论“走出去”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处理现
实性与学理性、前沿性与基础性的关系方面不够理想的问
题。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吸收了前30年的历史经验，全面
地认识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深刻内涵和辩证关系，拆除了中国
文艺理论界依附于西方理论的脚手架，建构中国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开拓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形式新方
法。中国文艺理论这十年更加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信心和方向，同时以大历史观和世界视野，对世
界范围的文艺现象和文艺现实表示热切的关注。

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需要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批评，并
对该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进行
长时段观察和评估，通过学科交叉性的理论构建，创造新时代
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新范式，理论家与批评家通过对历史经验
的总结和反思，明确当前和今后的问题和价值指向，正视新时
代文化发展中的真问题。避免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和理论
空转，力图真正解决中国文艺重大发展问题和正在发生的具
体问题。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