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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评论的兴起微信评论的兴起，，向评论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向评论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评论家走出书斋它要求评论家走出书斋，，突破文学圈子突破文学圈子、、江江

湖的困扰湖的困扰，，关注和研究社会关注和研究社会、、人生人生、、文学中的重要及焦点问题文学中的重要及焦点问题，，使文学评论与现实生活使文学评论与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与文学创作

共振共鸣共振共鸣，，用文学评论的思想力量和审美经验用文学评论的思想力量和审美经验，，推动社会推动社会、、文学的变革和前行文学的变革和前行。。只有这样的微信评只有这样的微信评

论论，，才能融入社会和读者中才能融入社会和读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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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手机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媒介已

成了人们新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它们已极大地改

变了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也对文艺生产、文艺

评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说到底是因为

现实中的人遭遇到了来自新媒介环境造成的各

种影响，它们在给人的生存带来极大便利的同

时，也或隐或显地使人们面临许多挑战和困境，

比如影像文化对抽象思辨能力的“抑制”、虚拟世

界的“洞穴性效应”、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生命的

“代替”等等，这些与人的现实存在、未来命运密

切相关的问题都需要借文艺及其评论得到观照，

以便形成“正向的影响、纾解因素”。这就要求文

艺评论在注重“艺术性批评”的同时，还能对文艺

作品与现实中人的实际生存困境、未来命运之间

的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以自觉引导、营造“人的

问题关切”的理论和思想氛围，使文艺生产能更

有效地对人的现实生活、未来走向产生积极影

响。具体来说文艺评论要做到三个关切：生存困

境关切，人格塑造关切，未来危机关切。

生存困境关切

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

强。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生存难度、生存压力又非常大，存在着许多生活的难

题、生存的困境，比如贫富差距大，有不少地方还没有真正“脱贫”；住房、教育成本

居高不下；就业难，创业也不易；法治环境、医疗条件都不甚理想；食品安全问题，

空气污染，以及水资源破坏等问题，构成了生存的负面因素，是人们最期盼解决的

问题，自然也应该成为文艺重点关注的方面。反映人们在与改革相伴而行中的胜

利、幸福、欢乐，当然重要，但是着眼困境、关注问题，自觉为民请命解忧，也是文艺

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古就有“哀民生之多艰”、“惟歌生民病”的优良文艺

传统，我们今天仍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就文艺评论而言，就应该有

自觉的民生关怀的“问题意识”，积极为文艺创作的“民生关怀”鼓与呼，提供理论

动力和方向性的引导、推助，比如一些评论家对电影《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

的正面评价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人格塑造关切

影像文化形象、直观，富有视觉冲击力、感染力，在给人们快捷传达影像信息

的同时，还能让人赏心悦目，获得特殊的美感和乐感。但它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

的，它不像纸媒介作品那样更能引人静思、深思，更有利于培养人们理性的思维能

力和自由的想象力。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懒于思考、乏于想象，越来越满足被动地

依赖“图像式的直接给予”。而相反，“思的能力”、“思的生存方式”恰恰是人之为

人的本质所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认为“观众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伟大的

人”，就是因为观众才是静态的观察者、思考者；苏格拉底也有这样的名言：未经思

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思辨是人的最高的幸福”；后来

笛卡尔干脆提出“我思故我在”，迎来了“意识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孟子也说

过：心之官则思。海德格尔则说：技术不思；过度发展的技术终有一天会把人从地

球上“连根拔起”。

互联网造成的“网络文化”、“虚拟世界”，在让各种知识、资讯变得无比丰富、

便捷的同时，也给人造成了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式的黑洞”、“洞穴式的幻

象”，让人们忘乎所以地沉迷其中，疏离、远离、甚至排斥真实的现实世界，进而成

了非现实的、“空壳化”的“洞穴人格”。加上受社会总体上的“物质价值模式”的

“模塑”、“构造”，人格的空心化、物质化、卑下化、甚至粗鄙化，一句话，“小人格境

界”的人会越来越多，可以说，物化、网络化、文化的娱乐化、非道德化，又在新媒介

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合力，它们共同向人发难，造成了人格的肤浅、平庸和渺小。在

现实中我们已不难看到，喜欢钻空子、不守规则、对他人冷漠无爱、一点小事动不

动就会殴打司机而酿成人命大祸的人多了，而《道德经》推崇的与“道、天、地”共享

“域中四大规格”的“人”不见了；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人不见了；孟子的“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不见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不见了；莎士比亚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也不

见了。

可以说“人格问题”已成了新媒介背景下的一个巨大而尖锐的时代性问题、时

代性难题了。也因此，自觉塑造有理想情怀、有道德境界、有科学追求的理想人

格，或顶天立地的“大人格境界”的人，来对现实人格物质化、扁平化、粗劣化现象

起到积极的引导、矫正作用就成了文艺作品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而在理论上、观

念上、价值导向上加以积极推导、引领，则是落在文艺评论肩上的不可推卸的历史

责任。比如对以高尚的道德人格塑造、弘扬为亮点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文艺

评论就应该大力地予以支持和褒扬，而对那些有利于激发人思考、有助于培养人

的理性精神的作品，如电影《一出好戏》《动物世界》等，文艺评论也有责任投以重

彩浓墨，积极地进行评价、阐释和宣传，以使其形成规模，酿成气候。总之，文艺评

论要为“人的思”、“人的道德”精神的增强、优化发挥应有作用。

未来危机关切

“未来危机关切”也可以说成是“终极关怀”，就是在宏观、长远、根本上来关注

人的终极性命运，具体的前设背景、对象则是“人工智能时代”（也包括“外星人”）

对人的挑战和威胁，就电影作品而言，一些科幻片可以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在做着

这样的工作，代表着自觉的人类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追求和努力，如《第三类接触》

《外星人》《人工智能》《星球大战》《盗梦空间》《阿凡达》《机械姬》《水形物语》《海

王》等，大多数都是美国影片，中国在这方面还刚刚起步，更应该众志成城，大步赶

上，而文艺评论也自然应该充任舆论的先锋、观念的旗手，发挥高屋建瓴的理论优

势，为人类的时代忧患、终极关怀，做出积极的思考贡献。

文学评论搭乘网络、微信“快车”，终于从“深

闺”走向“广场”，融入广阔社会和广大读者，充分

彰显了文学评论的力量和魅力。我们已经有了一种

看去新颖别致的“微信评论”。但当下的微信评论，

还只是纸质版评论向电子版评论的“乔装打扮”而

已，我们还需要探索、锻造一种短小、丰沛、深刻

而又雅俗共赏的微信评论。

微信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神奇莫测、无边无际

的虚拟世界。任何事、物、人，一旦投入，就可能

发生意想不到的遭遇和变化。文学评论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走进了微信世界，在不经意间郁郁葱葱

地生长起来，成为微信世界、文学领地的一方“小

镇”。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新颖别致而影响深

广的“微信评论”，它鲜活地展现了当下文学评论的

发展与实绩，促使文学评论走向了更广大的社会现

实与普通民众。尽管它的发展还有自身局限和问

题，但它的态势是进取的，前景是广阔的。

文学与网络、与微信的“结缘”是一件自然而

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曾风行过

“文学终结论”，但文学并未终结，反而更加活跃、

繁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学搭上了网络、

微信的“快车”。其实，中国文学在80年代形成了

一个蓬勃的高峰期，到90年代就进入了一个下滑

期、庸常期。而网络和微信放大了它的形象和声

音，拓展了它的潜力和意义。文学走向一个“泛文

学”时代，文学的内容、形式、意境、审美等，在

大众文学、网络文学和微信中，四处蔓延并“生根

开花”。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之后，网络兴起，作

协、报纸、刊物、出版社等文学机构纷纷创办了网

站，打开了文学的大门。民间群落和作家个体有的

也建起了网站，开拓出新的文学空间。特别是诞生

了一种新的文学门类：网络文学，其影响从国内扩

张到海外。2011年一种新的通信工具和平台兴起，

即腾讯公司的微信，它像精灵一样游弋在浩荡的网

络空间，像信使一样串通了家家户户。微信的历史

只有八年时间，它的用户已达到十亿。它基本上兼

容了网络上的文学网站。文学网站的旗下，同时办

有公众号，二者水乳交融。公众号小巧、灵动、快

捷，更受作家和读者青睐。每个有智能手机的人，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微信号，成为整个网络、微信中

的一个节点，与有形和无形的世界相连相通。文学

评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了微信的海洋。绝

大部分报纸、刊物都创建了自己的公众号，譬如

《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

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

《文学自由谈》等等，它们推出文学信息、发布报刊

目录，择优推送重要的、优秀的评论文章。微信版

文章图文并茂、版式雅致，比纸质版读起来感觉爽

快。无形中，逐渐围绕着这些文学公众号，聚集了

庞大的评论家、作家、读者群。而每个人的朋友

圈，又为传播、交流微信评论，创造了难以设想的

路径和空间。微信世界是虚拟的，但它与现实文坛

紧密对接。微信评论不仅构成了一方天地，同时又

激发和推进着现实的文学评论的发展、变革。

文学评论的可读性问题，比之小说、散文、纪实文

学等文体，要复杂许多。后者读者越多，越有艺术价

值。而文学评论由于其专业性质，不能过分强调可读

性，由此也形成了文学评论无读者的普遍现象。我从

事文学评论写作数十年，坦率说，过去是不多考虑读

者的。深知文章一旦发表在报纸刊物上，就“养在深

闺人未识”了。其实过去的文学评论只有两种读者：

一种是报刊订阅者，这个数字极有限；另一种是专业

读者，社科文献的专门网站如中国知网收录了全国报

刊的评论文章，研究生、评论家如果需要可从网站下

载，但却是需要付费的，这个数字就更其少。真正吸

引我关注读者对象的，是微信评论推送后读者的点击

现象。近年来，我的多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后，报刊公

众号编成微信版及时推送。我注意到，有些文章点击

量很少，有些则很多，有些还有留言。我转发在朋友

圈，朋友圈又转发在他的朋友圈。一篇文章在广袤的

微信世界中漫游，各种各样的读者都有可能不期而

遇。在评论文章的文学读者和专业读者之外，又平添

了第三种——普通读者。我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在中

国知网的下载与微信平台上的点击，作了对比，觉得

很有意思。如《文学标准与当下创作的“落差”》（《文

学报》2019年1月31日），下载13，点击2706；《感受

刘慈欣》（《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13日），知网未收

录，点击 4813；《现实主义:少了什么、多了什么？》

（《南方文坛》2018年第 3期），下载 284，点击 853。

一篇文章能有二千到四千多个读者，尽管点击并不

等于阅读，这不能不叫人高兴、振奋！特别是《文学

自由谈》2019年第2期发表的《文坛不是“江湖”》，知

网上下载只有 11，而微信点击量在半月内达到

3768。有众多作家、评论家、读者或赞成、或商榷、或

批评，让我深深感受到微信平台的巨大力量、微信评

论的光明前景。评论并非没有读者，只是缺乏便捷

的渠道和平台。而微信把文学评论从“深宫”中解救

出来，让它“一朝走在万人前”，显示出文学评论应有

的价值和魅力。

随手搜索一下那些实力派评论家，文章的发表

与阅读情况，我们会发现：越是优秀的评论家，他

的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也会越多。这里仍以中国知

网和报刊公众号为依据：如陈思和，《〈天香〉与上

海书写》（《当代文坛》 2018 年第 5 期），下载

277，点击678；《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

统性和现代性》（《小说评论》2018年第 4期），下载

609，点击838，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点击3631；舒

晋瑜访谈陈思和：《学术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中华读

书报》2018年10月17日），下载29，点击2927。陈思

和秉承了“五四”启蒙思想，文章具有纯正的学术性。

如丁帆，《〈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文艺争

鸣》2018年第1期），下载690，点击1553；《中国乡土

小说研究的百年流变》（《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

期），下载1099，点击785；《我的自白：文学评论最难

的是什么》（《文学报》2019年2月28日），知网未

收录，点击5380。丁帆以现代思想考察中国现当代

乡土小说演变史，抓住了中国百年文学的主动脉。

如李建军，《有助于善，方成其美——论托尔斯泰的

艺术理念与文学批评》（上、下) （《扬子江评论》

2018年 5、6期），下载共169，点击共2286；《当

代作家的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以陈忠实为例进

行考察》（《当代文坛》 2018第 2期），下载162，

点击4124。李建军潜心俄罗斯文学、中国当代文

学，文章更具有反思性。微信公众号推送评论文章

后，有时其他公众号会改编再次推出，点击量就会

层层叠加。不管是下载量还是阅读量，都在不断变

动、刷新中。如上所述的例子说明，一篇文学评

论，在纸媒报刊发表，在文献检索系统收录，其阅

读、扩散范围十分有限，只有在微信平台上，它才

能面向整个社会、各种读者。阅读量从个位、十

位，猛增到百位、千位。我以及身边的评论家朋

友，大家的手机上关注、下载的评论公众号往往有

几十个，成为文学阅读的重要资源。诚然，一篇文

学评论的价值，决不能以阅读量为标尺，有些纯理

论、纯考证的文章，阅读量再少也自有其价值。但

对于那些有关文学思潮、现象，有关作家、作品的

批评文章，应当走向社会和读者，阅读量越高越能

体现其现实作用和价值，追求可读性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

微信作为一种现代媒体工具，既有巨大的优越

性，又有潜在的局限性。微信为边缘化的文学评论

文体，创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犹如给文学评

论插上了一双强劲的翅膀，使它得以飞得更高更

远。它迫使文学评论走向了广阔社会和广大民众，

展现了评论家和评论的独特形象和声音，推动了当

下文学创作的行进和新变，提升了更多普通读者的

鉴赏能力和水准。现当代文学评论走过了百年历

程，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历史契机。人们常常批评文

学评论闭门造车、不接地气、无人问津，现在微信

评论的兴起，扭转了这种局面，它的前景不可限

量。但微信评论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

评论文章的模式化现象。文学公众号大抵是主流体

制和媒介创办的，在推出评论微信版时，自有一套

规则和标准。譬如重点是正面评价文章，譬如侧重

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譬如要符合学术规范与写法

等等。这就限制了一些富有反思性、批评性、创新

性的评论文章，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二是评论文章

的浅阅读现象。微信公众号的最大特点是：推送

快、更新快。就像大海中的浪涛一样，后浪推前

浪，一浪赶一浪。你刚刚看过一波文章，马上又出

现新一波；当你回看前一波时，已然远去千里。尽

管微信有图文收藏功能，有资料搜索功能，但毕竟

不大方便。这就势必会造成浅阅读、快浏览的阅读

方式。而文学评论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产物，阅

读它需要慢节奏、勤思考。读纸媒评论是最好的选

择，浅阅读不利于读者的消化吸收，不利于文学评

论作用的发挥。此外，微信评论只是把纸媒版评论

变成了电子版评论，仅仅是包装的变换，实质并未

改变。因此，怎样形成一种短小、丰沛、亲和，而

又有思想深度和语言魅力的微信文体，我们似乎还

没有自觉地去探索实践。

微信评论的兴起，向评论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

要求。它要求评论家要走出书斋，突破文学圈子、

江湖的困扰，关注和研究社会、人生、文学中的重

要及焦点问题，使文学评论与现实生活、与文学创

作共振共鸣，用文学评论的思想力量和审美经验，

推动社会、文学的变革和前行。只有这样的微信评

论，才能融入社会和读者中。它要求评论家坚持批

评的公正性、学术性，写出经得起历史和读者检验

的作品来。若干年来，文学评论出现了一些不良现

象，如只表扬不批评、重名家轻无名、“秀”成绩避

问题等，失去了文学评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微信

将文学评论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更广大读

者的检视与评价。不符合批评原则与尺度的文

章，背离学术规律与良知的评论，只会受到人们

的否定与批评，而恪守批评理论与标准、勇于激

浊扬清、准确阐释批评对象的评论文章，必然会

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欢迎。文学评论在微信世界中找

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文学评论在微信世界中将获

得新生。

“人格问题”已成了新

媒介背景下的一个巨大而

尖锐的时代性问题和时代

性难题。也因此，自觉塑造

有理想情怀、有道德境界、

有科学追求的理想人格，或

顶天立地的“大人格境界”

的人，来对现实人格物质

化、扁平化、粗劣化现象起

到积极的引导、矫正作用就

成了文艺作品迫在眉睫的

历史重任，而在理论上、观

念上、价值导向上加以积极

推导、引领，则是落在文艺

评论肩上的不可推卸的历

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