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新时代审美文化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与审美教育

责任编辑：黄尚恩 电话：（010）65005101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理论与争鸣 2021年9月1日 星期三

（上接第1版）

二、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

新时代党中央关于包括少数民族文艺在内的文化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族工作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与指南，使我

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全方位的繁荣景象。

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体制机制的大力支持。中国作家协会从2013年开始实施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

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在出版扶持方面，2013至2015年

分三批编辑出版《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55个民族卷共60册，共收录

2218位作者的4279篇作品。2016、2017年开展新的出版扶持项目，每年扶持出版汉语

作品 10部、民族语言作品10部。2016年出版《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巡礼》一书。

2018年起开展编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每年10名50岁以下的少数民族作

家的作品入选。在翻译扶持方面，汉译民专项从2013年起，每年从上年度中国大陆公开

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中，精选出约200万字汉语作品，

翻译成蒙、藏、维、哈、朝五种民族语言，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25卷。该专项至

今已出版发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共165卷。民译汉专项2013年出版《中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10卷，共收录347位少数民族作者的民族文字作品汉语译

文。2014年至今，民译汉专项针对民族文字作品单行本进行扶持，每年扶持翻译出版

蒙藏维哈朝5种民族文字作品10部。在重点作品扶持方面，自2013年开展至2020年

已扶持627部。在理论扶持方面，2013年至2020年，分别在北京、宁夏、兰州、库尔勒、

呼伦贝尔、兴安盟等地举办少数民族文学论坛，分别从“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

中国梦的多民族影视文学呈现、“丝路文学”语境下的多民族文学审美、“审美天堑五

彩桥”多民族文学翻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

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题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与会专家、学者、作家、

评论家超过300人，并分别出版《“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中国梦的多民族影视

文学呈现》《桥梁·平台·园地——2016·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论文集》等论文集。

鲁迅文学院 2013年至 2021年分别在北京等地举办了 36期少数民族文学培训

班，培训学员1500多人。《民族文学》杂志社每年也在北京和全国多地举办多个作家

翻译家系列改稿班、培训班，每年培训作家翻译家约300人。

二是少数民族作家阵容可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界，目前是老中青三代都有创

作活跃的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建设方面，根据2021年的统计，中国作家协会现

有的1万多名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1593人，其中2013年至2021年入会者569人。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3500多人，其中2012年以来发展1000多人。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学会会员1000多人（2015年统计为500多人）。全国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

族会员已超过5000人。从少数民族1.2亿人口总数来看，这个作家阵容是比较庞大的。

三是少数民族作品大量涌现。进入新时代以来，不仅《民族文学》和各少数民族

地区的文学期刊集中刊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而且很多全国性的名刊大刊包括选刊

也很重视组织和编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很多出版社也开始重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

的出版。仅作家出版社2012年至2018年就出版了约450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为了

适应少数民族长篇创作增多的趋势，《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起扩版，页码增加到

208页，迈入刊发长篇作品的期刊行列，截止2021年8月，已发表长篇小说10部，长

篇纪实作品2部，其中7部已出版单行本。少数民族作家在发表和出版作品方面比过

去有了更为宽广的天地。

四是少数民族文学影响力极大提升。少数民族文学日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和

重视。2013年以来颁发的第六、七届鲁迅文学奖，5位少数民族作家分别获奖。还有

57位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分别获得第十一、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4 位少数民族作家分别获得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民族文学》杂

志 2013 年以来，分别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百强社科期刊、中文核

心期刊等称号，被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2015－2017 年度中央直属

机关文明单位”。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开始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作协从2013年起开始实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对

已经与国内外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给予资助，截止

2021年8月已资助134个项目。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还获得了国际文学奖。《民族

文学》汉文版发行到国外，蒙古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也分别发行到蒙古国、哈

萨克斯坦、朝鲜和韩国，成为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渠道和窗口。

五是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意蕴丰富。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内容、风格、样

式与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新的创作特点：1.爱国主义主旋律与

新视角。爱国主义一直以来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但在新时代以来，一些表现爱

国主义的少数民族作品出现了新的视角。2.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主人公出现重要历史人

物。3.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命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4.多角度表现民族文化传

统、民族生活习惯与现代性、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冲突。5.聚焦反腐倡廉，塑造有新意的

党员干部形象。6.“三农”题材创作的敏锐。7.对生命、对人性的深层探索。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

儿女大团结。”少数民族文学尤其要以此为圭臬与指针。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肩

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任，应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画出最大同心圆，增强各民族读者

的“五个认同”，使各民族读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面对改革开放中国

的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写出新的史诗性巨作，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新时代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呼

唤，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使命。少数民族历史上曾诞生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

斯》三大英雄史诗，继承辉煌传统，借鉴他山之石，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放眼新时代日新月异的生活气象，烛照历史与现实生发的人性深处的跌宕震颤，

以浸润和饱蘸深厚

民族文化之彩笔，

书写出中华民族的

新史诗，少数民族

作家责无旁贷。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总体来说，当代审美教育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结构

性发展带来个体的身份焦虑，审美在社会和个体合力

作用下异化，审美异化反过来加重了整个社会的精神

焦虑。审美教育当然一直在进行中，但从社会效果的

角度来观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观察点是文学领域。非虚构写作兴起、报

告文学快速发展，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广为接受，

这都说明当代社会急骤变化，人们希望通过文学来快

速理解自己所身处的时代。文学具有认知、审美、伦理

三种功能，从近些年来的文学现象可以看出，文学的

认知功能被期待和强化，而审美功能则受到冷落。文

学领域的第二个问题是审美与伦理的冲突，这是文学

永恒的问题之一。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小说修

辞的最终问题是，决定作者应该为谁写作”。他的意思

是伦理立场是第一位的，伦理是支撑小说的骨架。所

以他批评纳博科夫说：“当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对

亨伯特·亨伯特实施充分和无限的修辞策略的控制

时，我们对读者忽略了他的反讽怎么会奇怪呢？”显

然，在布斯看来，纳博科夫通过亨伯特的视角过于沉

迷于一个色情狂的快感当中，对其过程的描述过于审

美化了。同样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

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她怀疑在美的外衣下，非道德

的因素得以对受众形成侵害。布斯和林奕含的担忧诚

然是有道理的，在美的名义下，给暴力和色情以可乘

之机，是我们需要时时警惕的。但是，过于偏重文学的

伦理功能，会导致美失去了它的独立性。文学认识功

能和伦理功能的充分实现，必须与审美功能的发挥结

合起来。

第二个观察点是“爽”文化的兴起。“爽”文化最初

来源于网络文学“爽文”，但是就其发展来看，抖音、快

手等短视频也是“爽”文化的重要类型，而且可能更

“爽”。除此之外，“爽”文化还包括近些年来对“吃货”

观念的亚文化认同。美学是感性学，它既包括视觉和

听觉，也包含嗅觉、味觉和触觉。但是在既有的美学秩

序中，视觉和听觉被视为高级的，受到推崇，后面三种

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低级的，受到压抑。“吃货”观

念的凸显，也即是一种审美观念的“翻身”。“爽”文化

的兴起，表征着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感受到了身份焦

虑，却难以通过社会提供的渠道获得自己期待的社

会认同，因而转向短平快的满足。这种满足，就像一

个有压力的人通过吃甜食来快速改善自己的情绪一

样。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满足也具有阿Q式的特

征，即具有某种自我欺骗性和麻醉性，如果从短视频

来考察，这一点将更加明显，有很多短视频都是阿Q

精神的当代版。

第三个观察点是影视艺术。影视艺术当中存在

着大量的问题，青春偶像剧是重灾区。从内容上来

说，“帝王将相”“大家族”及其子孙等“高贵”身份充斥

其中，权力崇拜比比皆是。“平民”影视严重缺席。从

弹幕上来看，观众往往注重演员的外貌和扮相，而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剧情，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影视剧

的生产。

现代人的焦虑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种是现

代社会分工造成的人的内在天性的分裂，正如席勒所

说：“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

严格地划分为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

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

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每个人在职业分工中

成了功能性的“工具人”，而社会职业时间又不断压缩

人的有利于恢复天性的日常生活时间。生产领域的情

况是如此，情感领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在

价值观念中过于注重物质，许多人的观念中出现了舍

勒所说的“价值的颠覆”，把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放在

了第一位，将对幸福手段的追求代替了对幸福的追

求，忽视了自己的情感满足。攀比是人类的天性，竞争

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由于

当今媒体提供的快速传播的能力，人们攀比的对象能

够在时空上无限扩大。这也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感。这

种情况也被世俗成功学和商业化所利用，焦虑甚至被

消费，这也是网购爆发式增长的精神分析学。

审美价值的异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找不到生

活的意义，妄图以世俗的、可见、可衡量的物质性的东

西来代替自己的幸福感。实际上深层里面有一种焦

虑、一种虚无主义。审美异化导致人们无法从感性里

面得到满足，这样就产生重大的焦虑。

沈从文曾说：“‘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

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

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这既是

对文学现象的认知也是对人性现象的认知，“事功”是

人在社会结构中不可免不能免的，但往往是人身份焦

虑的重大根源。要想缓解或克服这种焦虑，对个体而

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要“有情”。辛弃疾一生致

力于抗金，可谓“事功”的典型，但是他有一首《清平

乐·村居》凸显了他“有情”人生的一面。《清平乐·村

居》写道：“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

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一幅多么日常生活化的

场景啊！也许审美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的

精神能够从“事功”的结构中在一定程度上抽离出来，

享受日常生活的“有情”场景。

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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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

见》），为新时代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确立了基调、指明

了方向。《意见》指出要“严肃客观评价作品，坚持从作

品出发，提高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和说服力，把更多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抵

制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

现象。”当下许多貌似文艺评论的文章,一旦进入严肃

读者视线和专业评论家视野，其深层用意和潜在动机

立刻昭然若揭：原来这些煞有介事的评论是在给“三

俗”文艺作品大作广告。很多传播平台操盘手，为了

经济利益早已与文化单位（出版社、影视剧制作中心、

戏曲演出院团等）“达成默契”——高薪邀请文艺评论

写作者事先介入文艺作品的策划环节，适时大肆鼓噪

和用力炒作，于是那些善于吸引读者眼球和博得大众

视听的评论文字，短时间内铺天盖地出现在各类传统

和现代媒体上，不仅忽悠得普通读者、观众、听众眼花

缭乱，而且鼓动得凡夫俗子难辨真伪。这种无原则的

夸耀和无底线的吹捧，已经成为我国文艺评论界的一

大奇景和公害，对文学艺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真正的文艺评论应是对文艺作品本身所作的学

理解读和价值阐释，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价值判断

和文化导向。换言之，文艺评论是深刻揭示文艺作品

的主旨意蕴和表现手法，这种提供价值判断和文化导

向的文艺评论写作者，对于原作作者和出品单位来

说，无疑是难得的诤友。当然，文艺评论也有宣传与

推介的职能，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推出后需要进行相

应的宣传，而文艺评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

能够引发业内的反响和读者观众的关注，进而在一定

程度上扩大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当下文

艺评论之所以“堕落”和“沉沦”，之所以出现隐忧和陷

入尴尬的境地，是由于很多文艺评论要么是些驾驭舆

论的控评，要么是为了“积累象征资本”的酷评，而无

论是控评还是酷评，不仅会对文艺构成一种亵渎和不

敬，而且还会降低读者观众听众的欣赏兴致，在某种

程度上导致文艺判断“失真”和文艺取向“失准”。《意

见》指出要“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

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

大众评论有效互动”。作为大众媒介出现的报刊和网

络，其所设置的文艺评论栏目和频道，理应成为欣赏

者、作者和文化单位三者间相互沟通和互相交流的平

台和桥梁，而不能成为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长期把持

的领地，更不能成为这些专家学者卖弄学识、炫耀“文

采”的场所。大众传媒应当秉持以品位至上、唯质量

是尊的原则，多组织一些对普通读者观众听众有益的

文艺评论，多刊发一些有分析有评介有情感的解读文

章，即便有些文艺评论可能还显得粗拙和幼稚，但只

要是论者的真情表达和实感流露，只要能够打动和感

染读者，就应当给予一定的纸质版面和网络空间。

好的批评生态应该是这样：评论相对而言比较客

观和理性，哗众取宠和“过度阐释”的成分相对较少。

比如影响甚巨的《东方学》的作者、美国著名文学理论

家爱德华·萨义德，就以匿名方式在报刊上为自己的

文学专著做宣传。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

微笑着指出，做宣传意味着为自己作品进行推介和促

销，这种行为可谓是一种生存之道，但宣传不应是对

读者的诱导和欺骗。曾经享誉世界的

《纽约时报书评》刊发的文艺评论是极

具睿智的洞见和富于远见的判断。当

然登上《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的书籍

是经过严格遴选的，很多普通文学作

品是无法进入其视野的。也正因如

此，《纽约时报书评》在美国文学界和读书界始终保持

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引领读者

眼光向高精深方向聚焦。但我们不能否认，无论任何

时候读者需要的都是简洁意见和明确结论，而绝不是

一些艰深晦涩理论名词的堆砌和纠缠，《纽约时报书

评》过分的学术性使得很多年轻读者逐渐对其敬而远

之。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文学艺术迅猛发展的

今天，个性化欣赏常常会被时代潮流与大众时尚所遮

蔽所裹挟，尤其是当今时代是一个快餐文化时代，人

们的生活节奏快捷而迅疾，大部分人对于文学艺术的

渴求只剩下类同对一杯橘子汁的需要，痛快利落地喝

掉后立刻抹嘴走人；而笔调深僻的文艺评论如同一杯

手工磨制的浓郁咖啡，需要午后闲暇的时光和舒缓的

心情去品味和消受。但无论是代表“阳春白雪”还是

表征“下里巴人”，文艺评论必须以客观态度、敏锐眼

光、深刻见解和理性精神去引领“阅读风向”，正如《纽

约时报书评》前主编约翰·格罗斯提出的理想的文艺

评论模式是：“新的不为人熟悉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让

人分析之前必须有所描述，与极尽吹捧之能事相比，

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绘，也很可能成为引起读者兴趣的

最有效的方式。避开判断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判断一

无所有的批评也令人沮丧。去激励去辩论去庆祝去

布道去解释去逗乐，去宣扬新的思想和让对话继续进

行。”但愿格罗斯此番描述和界定，对我国当下文艺评

论界摆脱隐忧走出尴尬有所启示和借鉴。

赋予文艺评论更多理性色彩赋予文艺评论更多理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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