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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

新时代文学理论的几个观察维度新时代文学理论的几个观察维度
——2023年上半年文学理论刊物扫描

□罗建森

20232023年上半年主要的理论文章年上半年主要的理论文章，，有几个比有几个比

较值得注意的现象较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

关问题的深入探究和对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关问题的深入探究和对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的自觉建构的自觉建构，，二是对具体文学事件和现象二是对具体文学事件和现象（（如如

‘‘9090 年代文学年代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

等等））持续不断的深入讨论持续不断的深入讨论，，三是跨越纯文学的界三是跨越纯文学的界

限限，，将更广范围内的文化现象纳入研究视野中将更广范围内的文化现象纳入研究视野中

回顾2023年上半年主要文学理论刊物刊发
的文章，有几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对马
克思主义文论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究和对当代文
学批评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二是对具体文学事
件和现象（如“90年代文学”“新南方写作”“东北
文艺复兴”等）持续不断的深入讨论，三是跨越纯
文学的界限，将更广范围内的文化现象纳入研究
视野中。这些现象共同反映出当下文学批评的
一个显著趋势，即在回顾自身的同时积极向外部
敞开，兼顾了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立足中国大地的理论创新

近年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
建设，是理论界关心和讨论的重点。2023年，
《文学评论》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
（第1期）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第
2期），推出系列文章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和新时代文艺批评的继承、发展和建构问题。其
中胡亚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之路》
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特
殊优势和进入中国后的调整、充实与开拓，指出

“立足中国大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独立开
放的品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之
路”。谭好哲在《以问题导向推进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并表明自己的担
忧：问题意识的弱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
今天的声量和影响大不如前，其主流地位和主导
性被大大削弱。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始终以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发展的实际问题为现实着
眼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指导、牢记人
民至上观念，才有可能推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
文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

季水河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中
国化与时代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与要求，包括其建立
初期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学与历史”批评
标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的批评标准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历史的、
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批评标准。张政文在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中的新时代文艺理论建
设理路与逻辑规定性》一文中阐述了新时代文艺
理论建设的根本宗旨，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强国，并分别论述了新时代文艺理论建设的基本
原则、基本任务、基本方向及其内在逻辑规定
性。赖大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
相结合的理论基点》一文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
华传统文论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做出阐释，指出
二者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念彼此相通，都是将文
艺视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重视文艺在社会生
活实践中的价值功能，以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来
观照文艺现象，将人的解放发展作为理念核心，
具有实现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文学刊》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
现当代文学笔谈”栏目刊发系列文章，探讨中国
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与研究应如何
有机结合。其中卢燕娟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时空问题》指出，今日文学需要
找到一个合适的时空坐标来定位“中国”和“现代
化”的概念。当下的文学要从文明沉淀中来理解
和表述“中国”，也要从20世纪的危亡自强中来
记忆和再现“中国”，所回应和观照的问题应该是
当下的，所朝向的方向则是未来。“文学真正应该
认真思考并回答的，是14亿人如何在960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可以
与强大的现代中国共处于一条不断向上的历史
通道？……这种‘现代’在空间意义上必须是‘中
国的’，立足于中国人口、资源的现实国情；关切
中国当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现实问题；深入
到当代中国人的喜怒悲欢中，去书写一个在地在
场的‘现代’，去想象一条中国能走向未来的‘现
代化’道路。”对于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这项工
作显然任重而道远。

文学批评的再批评

对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现状的分析和自省、
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重新思考和构建，是
文学理论刊物长期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南帆
的《文学批评、阐释与意义空间》（《当代文坛》
2023年第1期）一文尖锐地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
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譬如批评家们常常就学界
存在的不良现状（理论和概念的堆砌、言不由衷
的表扬、语言的陈词滥调、崇洋媚外的倾向等）
进行自省与反思，但反思过后又迟迟不见改变，

“文学批评的自省与反思更像是临时表态”；文
化研究快速发展、蔚为大观，但其“背后五花八
门的理论资源正在成为一个杂乱的仓库”；与文
学作品相比，文学批评的受众太窄，与医学、科
学等领域相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够权威……
这些现象长期困扰着批评家们，文学批评如何
成为更为主动的历史角色，成为当下亟待思考
和解决的问题。

《当代文坛》开设“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
性’问题”专栏，意在探究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
学科的根本特性所在，让文学研究回归到文学自
身。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中谈
到，近年来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
究大热，以至于人们很少愿意将文学文本当作纯
粹的文学看待，因此他呼吁一种更注重文本本身
的“文学性研究”。谢有顺在《存在一种令人愉悦
的“文学性”吗？》中同样指出，在技术化、电子化
的时代，文学的观念和实践都在发生巨变，“文学
性”无限扩张，文学研究泛化成了文化研究，并产
生了哲学化、知识化、历史化的倾向。作为评论
家，需要从空洞的理论演绎或无度的知识辨析中
逃离出来，去寻找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在
身陷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迷思之时，思考何为真正
的文学。李遇春的《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

“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则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生成与发展，提出要在

“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号召评论家跨
越“纯文学性”的雷池，建立一种包容多元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的研究
范式。

《当代作家评论》新开设“中国当代小说理论
建构”专栏，旨在回顾总结当代小说发展的丰富
经验。专栏由郜元宝主持，刊发了丁帆、孟繁华、
李洱、麦家、李浩等的文章，或从百年乃至更远的
跨度上分析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和话语
资源，或结合具体实践谈自己的文学观、写作
观，多角度、多面向地展示了当代小说理论建构
的可能性。《中国文学批评》开设“新时代文艺批
评的价值与功能笔谈”“批评之批评·文学批评
文体研究”“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文学经典化研
究”等栏目，集中讨论了当下文艺批评所面临的
一系列问题，譬如文学形式发展日新月异，网络
文学、新媒体文学、人工智能创作等迅速兴起，
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批评者
们不仅需要对作家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人情世事
有深入的理解和体察，也需要对读者的阅读需
求和审美趣味有充分的了解和感受，真正做到

“走向读者”。何言宏的《论21世纪中国文学批
评的文体新变》和姚晓雷的《“学院派”文学批评
文体的困境及突破路径》都对“学院派”批评的
困境和弊端加以评述，提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
批评需要自觉突破学院机制的壁垒和束缚，摆
脱“唯论文”“唯论著”，面向中西方丰富的文体
资源充分开放，让包括论著体在内的不同批评
文体（对话体、随笔体等）都能获得长足发展，激
发文学批评的新活力。

除对除对““文学性文学性””进行探究外进行探究外，，文学中的文学中的““人民人民
性性””也是批评家关注的重要对象也是批评家关注的重要对象。。谢刚在谢刚在《《““人民人民
性性””与与““新人民性新人民性””————““人民性人民性””的中国现当代文的中国现当代文
艺批评史语义与逻辑艺批评史语义与逻辑》（《》（《文艺争鸣文艺争鸣》》20232023年第年第44
期期））中集中回顾了中集中回顾了““人民性人民性””概念在中国当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当代文艺
理论批评史中的发展过程理论批评史中的发展过程，，指出指出““人民性人民性””概念一概念一
直在直在““变变””与与““不变不变””中前行中前行，，““不变不变””是因为人民从是因为人民从
来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来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变变””则是则是
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内涵与外延总会有人民的内涵与外延总会有
所变动所变动，，““人民性人民性””也会与新的理论话语碰撞出新也会与新的理论话语碰撞出新
的内涵的内涵。。新时代文艺的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人民性””概念既传承和坚概念既传承和坚
守了守了““人民性人民性””的思想传统的思想传统，，又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又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
社会社会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求着自我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求着自我与
他人他人、、个体与人民个体与人民、、利益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平衡利益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平衡。。

时间的“回返”

对于上世纪90年代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
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不少刊物设
有相关专栏，如《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九十年
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坛》的“‘九十年代文学’再
出发”、《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细描‘90年代’：新
代际与新视野”等。其中贺仲明的《重审1990年
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
学的文化资源问题》（《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分析了当年“人文精神讨论”的缺陷和当下文学
创作的症结，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对民族传统文化
进行现代更新，让其与现代思想融汇发展，进而
产生既具现实性又富创新性的思想和作品。陈
晓明在《漫长的90年代与当代文学的晚期风格》
（《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一文中深入讨论了
“漫长的90年代”这一概念，他认为，之所以如此
重视这一概念，是因为21世纪初的很多作品都
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准备和郁积的，是在延
续和展开90年代的经验。在21世纪初，各方面
都需要不断“返场”到20世纪中去寻求历史依
据，文学同样如此，需要从20世纪的各种经验中
去寻找解释作品的方法和观念。

石岸书、刘诗宇、李静、周敏的一组文章（《文
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从不同视角对上
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做了多角度的
回顾和勘探。石岸书以更为具体的“80后”代际
视角对90年代进行观察，指出“80后”作家所面
临的是一种可被总结为“发展与失落的双重变
奏”，它迥异于“短20世纪”的“启蒙与革命的双
重变奏”。作家们在面对新的历史现实时，也采
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或与“短20世纪”彻底断
裂，或突进到“短20世纪”的复杂性之中，以追问
自身从何而来的历史之谜。刘诗宇以“阶层趣
味”作为关键词介入90年代，认为对“阶层趣味”
的重视有助于我们形成更为全面的文学史观，用
更丰富的视角对文学史加以研究。李静以情景
喜剧《我爱我家》为例，采用“电视剧考古学”的方
法分析了《我爱我家》所代表的90年代的历史意
识与文化特征。周敏就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
（《华夏文摘》创刊、“金庸客栈”成立、《风姿物语》
出版、《第一次亲密接触》发行）表达了自己的见
解，指出90年代文学尤其是王朔式的文学对网
络文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文学空间的探索

如果说对90年代文学的关注，是当下文学
研究在时间向度上的突出特征，那么持续进行中
的、对于“新南方”“新东北”等地域文学的讨论，
则是研究者们在空间向度上的重要探索。在相
关概念业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研究者们没有停
止对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并进
一步扩大了研究范围。

《当代作家评论》继续开设“东北文艺复兴”
研究专辑，其中白杨的《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
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
叙事》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东北文艺在当代特别是
进入90年代后的发展和“走红”，一系列文化现
象建构起了复杂的东北形象。文章指出，“书写

‘东北’在历史潮流中的‘痛’并不应该成为目的，
由‘痛’而引发的思考才是目的”，有关东北的创
作和研究应该打破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寻找

“新东北文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李振、乔梦桢
的《走近格勒——“铁西三剑客”的影视化》探讨
了“新东北文学”能够被影视化的优势所在，小说
中充满感性与个人经验的情感表达以及具有普
遍性、超越性的故事与情怀，契合了影视化的情
感诱发机制，准确触发了读者和观众的共鸣。赵
坤的《普遍性怀旧与新东北文艺的发生》回顾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文艺作品中始终不曾离
场的浓厚的“怀旧”气味，指出这种怀旧的根源是
要重返历史，“为父兄和自己寻找解锁童年和解
释现实的心灵钥匙”，但普遍性的怀旧情绪背后
隐含的是反怀旧的创作立场。

刘诗宇的《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
“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复
兴”》从互联网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东北”的互联
网形象和“文艺复兴”的互联网含义做了详尽分
析，同时表达了自己的隐忧：“文学界的‘东北文
艺复兴’将会完成由‘江湖’至‘庙堂’的转身，但
这一概念到底是会产生新的美学内涵，还是逐渐
流于字面意义和表面化则未可知”；而“互联网层
面根植于社会中下层美学趣味，以抽象、土味、伤
感、怀旧来宣示存在感，对抗精英话语、主流话语
的‘东北文艺复兴’，也仍然会长久存在……两个
层面上的‘文艺复兴’之分化，在文学界与学术界
没有真正重视互联网文化之前似乎不可避免。”
胡哲的《误读的“复兴”与“繁荣”的困境——“东
北文艺复兴”的话语解读》则认为，所谓“东北文
艺复兴”更多只是停留在对东北日常生活记忆的
复苏与缅怀上，并未进入人文精神和历史逻辑等
纵深层次。东北文艺必须找到一条适合的路径
来实现自我精神的重塑，进而推动东北地域的真
正繁荣。

与此相对的，是《南方文坛》等刊对“新南方
写作”的持续关注。王德威的《写在南方之南：潮
汐、板块、走廊、风土》回顾了诸多评论家自2021
年以来对“新南方写作”的相关论述，同时指出

“新南方写作”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对所谓“南
方”及“南方之南”的探勘仍有局限。凌逾、李定
都、方岩、朱寿桐、黄德海、徐诗颖、黄伟林、陈祖
君、董迎春、李丹、晏杰雄等人的文章均以文本细
读为主要方法，针对葛亮、林棹、林白、周洁茹、陈
残云、庞白、霍香结等人的写作及澳门、新加坡等

“新南方”地域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分析。
陈培浩的《“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

语言危机》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层面强调了语言问
题的重要性，指出当代汉语写作存在严重的语言
危机，并提出应对危机的方式之一就是引入方
言。方言在文学写作中并不鲜见，重要的是要认
识到，“我们要面对的并非一般的方言写作、区域
写作、地方风情写作”；“面对汉语内在的板结、坏
区和溃疡”，写作者应当做出更有力的回应。“新
南方写作”也好，“东北文艺复兴”也好，所面对的
都是如何延续汉语文学的自我革命这一命题。

以细读的方式介入现场

文本细读是深入文学现场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于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文本解读，一直是各文学
理论刊物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本细读为
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汗牛充栋，其中既包括对经
典作家作品的重新分析和解读，也包括对近几年
来新出版的重要作品的关注和评论，充分体现了
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现场的积极介入。

《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集中刊发了7篇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的评述文章，对去年
的鲁奖参评作品做出了整体性回顾。其中杨扬

的的《《新世纪文学批评得失谈新世纪文学批评得失谈———鲁迅文学奖文学—鲁迅文学奖文学
理论评论奖参评作品读后理论评论奖参评作品读后》》侧重于分析新世纪以侧重于分析新世纪以
来文学评论存在的问题来文学评论存在的问题，，指出当下的文学评论缺指出当下的文学评论缺
乏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和核心概念乏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和核心概念，，评论文章大评论文章大
多只是就阅读感想进行阐释多只是就阅读感想进行阐释，，较少有充分探索当较少有充分探索当
代文学可能性的理论作品代文学可能性的理论作品。。李林荣的李林荣的《《鲁迅文学鲁迅文学
传统辉映下的短篇小说奖传统辉映下的短篇小说奖》》回顾了鲁迅短篇小说回顾了鲁迅短篇小说
的创作历程的创作历程，，指出鲁迅的写作是迎着时代洪流向指出鲁迅的写作是迎着时代洪流向
前不断进击前不断进击、、不断探索的写作不断探索的写作，，当代作家应该继当代作家应该继
承和发扬这种文学精神承和发扬这种文学精神。。姜涛的姜涛的《《趋近趋近““成熟成熟””还还
是动力是动力““衰减衰减””？？———从鲁迅文学奖看当代诗的—从鲁迅文学奖看当代诗的

““新常态新常态””》》以韩东以韩东、、臧棣的作品切入臧棣的作品切入，，探讨诗歌的探讨诗歌的
““现代性现代性””问题问题，，追问诗歌究竟应该褪去戾气追问诗歌究竟应该褪去戾气、、回回
归日常归日常，，还是应该捍卫还是应该捍卫““紧张惊警紧张惊警””的对抗性的对抗性；；在在
日渐稳定日渐稳定、、固化的诗歌场域中固化的诗歌场域中，，诗人应该如何做诗人应该如何做
出突破出突破，，诗歌批评又应该起到何种作用诗歌批评又应该起到何种作用。。

“青年写作”也是许多刊物持续关注的话
题。《扬子江文学评论》开设新栏目“青年写作的
问题与方法”，旨在正视青年写作的两面性，既不
回避其“问题”，又要尊重并发现其“方法”，以期
为全面、客观地感知和理解时下的青年写作提供
新的角度和思路。栏目第一期刊发了《不能像个
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关于青年写作的

“同题共答”》一文，在这篇关于青年写作的群采
文章中，李敬泽、何平、季亚娅、杨庆祥、孙频、郑
在欢、三三、李壮等人围绕若干相关话题进行了
隔空对话。正如题目所示，这不是一次“好学生”
之间的同声合唱，大家的回答都颇具“反叛性”和
反思性，直指“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青年写
作”不是一个整饬、华丽的概念，而是被发明、被
生产的，且面目并不清晰，整体呈现出“孤岛式”、

“散点化”的创作特点，这是值得写作者和研究者
共同注意和警惕的。

此外，金理的《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
失”现象》探讨了当代文学中上进的青年人形象
的缺位。“被摒弃在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之外、处于
结构性不利地位的青年人，几经挫折、倍感疲惫，
被动或主动地从内卷的竞争序列中退出……逐
渐失去实践的能力。”同时他指出，这种缺位未必
就是当下青年的真实境况，或许真正敢于冒险的
青年长期处于专业读者、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它
也有可能是写作者的面具或某种防御机制。研
究者不应该给写作者们草率地贴上标签，而是要
召唤真正以青年为主体的批评视角。刘大先的
《青年写作与整体语境问题》也讨论了“青春”特
质在当代青年写作中的缺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
化原因。房伟的《当下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及
其反思》总结了当代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即“围
栏症”“恐大症”“浮游症”“封闭症”，表达了对当
代青年写作的不满及期许。

主动深入文化发展前沿

除对文学现场的持续关注外，研究者们对于
更广阔视域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与数字媒介相
关）的关注度，较之以前也有显著提升。《文艺理
论研究》2023年第1期的专题：“元宇宙与当代中
国先进文化创新”刊发了宋旭红、郭超、耿希文、
郑兴、张艳、熊亦冉、韦施伊、毕唯乐等人的文章，
从VR（虚拟现实）、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等角度
切入，探讨元宇宙的本质特征与未来前景。黎杨
全的《以文为戏：数字时代文学的游戏批评范式》
认为数字时代的文学呈现出了明显的游戏转向，
评论家们要注意到游戏性、游戏功能在数字时代
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进而建构起不同于传统文
学批评范式的游戏批评范式。王玉玊的《流动性
与经典性不可兼得？——并与黎杨全〈网络文学
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商榷》讨论了网络文
学的经典化问题。文章认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
并不因其流动性而成为一个伪命题，与现代文学
相伴而生的文学经典化机制和经典化标准在今
天已经呈现僵化的趋势，难以适应网络文学经典
化的需求。同期吴畅畅、顾明敏的文章《偶像“塌
房”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政治学分析》则关注到近
年来兴起的“塌房”这一网络新词，通过案例分析
来揭示资本主导下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即通过
虚假的商业逻辑来操控网民的情感与精神。

除此之外，《中国文学批评》还开设了“新媒
介文艺”专栏，第一期围绕“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之关联”，刊发了汤哲声、王祥、贺予飞等人的文
章，讨论中国网络文学的属性和经典化路径、网
络文学对古典小说叙事的转化等问题；第二期围
绕“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刊发了南帆、杨杰、凌
逾、江秀廷等人的文章，探讨互联网、融媒体对当
代文艺批评的影响、形塑及其未来发展。可以预
见，未来文学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将进一步扩张，
当我们谈论文学时，将不可避免地将视线投向更
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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