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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至15日，文艺报社、中

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湖南省作
家协会、湖南师范大学在长沙共同主办
新时代文学评论现代化发展推进会。
会议就如何深刻理解和有效建构新时
代文学评论的中国特色，新时代文学评
论现代化发展，当下文学评论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地域文学、青年文学写作等
议题进行交流，碰撞思想。

——编 者

传播大于创作、传播大于评论
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什么

处在时代的节点上，评论家
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如何发挥
文学评论的作用，是当下非常迫
切的问题

韩少功：文艺评论绝不是文学创作的啦啦

队，更不是寄生虫。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

展，从信息短缺变成信息过剩，我们每个人都是

接收信息的垃圾筒，铺天盖地的信息把我们淹没

了，这个时候文艺评论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需要一大批明白人、聪明人来引领广大的读

者受众，通过文艺工具和载体来读解各种各样的

信息。

梁鸿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正在推进，无论

是文艺创作也好，文艺理论批评也好，都要自觉

服务好大局，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来推进。我

们的文化氛围、创作氛围是如此多元化，特别是

现在传媒极度发达，传播大于创作、传播大于评

论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什么，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讨

论和思考。我们要开展专业评论，还要有勇气在

自媒体上分享富有穿透力、思想力的评论，让评

论到达普通读者，推动一个更好的文学评论生态

的建立。

汤素兰：从 2014 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到

2016 年中国文联十大和中国作协九大，再到

2021年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新时

代以来这三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了三次重要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高度动员、部署文艺工作，为新时代文学带来

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随着文学创作

生产、传播介质形式新的变化，文学评论从内容

到形式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嬗变。

新时代文学评论要建构中国的
理论话语

文艺批评海量意见的生成
和专业化稀释导致文艺批评陷
入了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加剧
了文艺批评的窘困境遇

昌 切：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是丧失

了主体性，被外来的东西所牵制。这个牵制造

成了目前文学批评的堕落，我甚至用了一个词

“批评的黄昏”。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应该有对理

性的张扬，应该强调理性的自主以及个人的自

主和主体性。

陈汉萍：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一是批评对

象批评实践出现了新的变化。量的巨大，导致总

体性视野建构变得困难。批评家队伍对批评现

场的介入，越来越依赖于作协机制、出版机构与

高校刊物的联动，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刊物的排行

榜，通过刊物排行榜去建构总体性视野。二是文

艺新形式的出现也需要研究者转化视野，更新知

识。互联网批评高度发达，微时代人人都是批评

家，真正专业性的有价值的批评不能很好地起到

引领作用，学院的生产机制规约了批评话语、批

评趣味、批评文体，造成了批评的疲软，直截了

当、一针见血、才情横溢、痛快淋漓的批评变得越

来越少见了，批评效力成为了问题。

何同彬：现在批评话语当中争鸣打不开，庸

俗化，削尖脑袋和搜肠刮肚夸作品，这种批评话

语必然同质化，说得花团锦簇其实毫无意义。

在专业批评区域，或者主流批评文学场域当

中，争鸣缺失，专业批评者的失语，只能让位于

新的批评话语，这是非常可怕的状况，文学不

能陷入这样一个局面，要面对生活，面对真正

的文学生活和文学批评。

朱自强：以儿童文学为中心讨论新时代文学

批评的现代化问题，一是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农村题材泛滥。我们不是题材决定论。写农村

题材未必没有现代性，但是可以看到农村题材作

品很多在现代性表现方面是缺失的。回避城市

实际上就是某种程度回避现代性和现代化。在

农村题材的很多作品中，表达怀旧、守旧，都是和

现代性相悖的。二是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儿童本

位思想。独尊成人经验，压抑了儿童自主的探寻

欲和行动力。我们不能只给孩子一粒种子，这样

孩子们就容易失败在起跑线上。你多给他些种

子，允许他去自主探索和行动，孩子就会成为发

现新知识的人。

罗宗宇：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少数民

族文学评论。要树立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开展作家作品和思潮现象评论的评论观。

要突出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评论和研

究。要加强互联网思维，推进民族文学批评理

论、文体形式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加强对中国传

统文论话语特别是少数民族文论话语的继承和

转化，推进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文体形式和话语

方式的创新，特别是要建构能够有效阐释新时

代中国少数民族新媒体文学创作和现象的理论

话语。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评论家且
发挥批评效力

文艺评论本身应以更多样
的形式发挥自己的作用，重新获
得文艺评论自身的活力

韩少功：对评论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新的

文学散布在、溶解在、融化在各种新媒体里面，希

望评论家有多媒体视野。二是要多学科打通。

鲁迅先生很多散文杂文，是我心目中最棒的中国

文学批评，他特别主张要多读本份以外的杂书。

别林斯基、本雅明、伊格尔顿等大批评家，从来

都是杂食类动物，不是偏食类动物，他们的批评

写出来既是文学批评，又是文化批评，又是思想

批评。三是文学批评要直面难点，直指人心。

批评家和作家应该共同面对世道人心，比如价

值观危机、国际地缘政治的恶化、家庭成员之间

信任感的消失、人心的凉薄、人际冷漠、生育率

下降、人口危机等等，背后都有种种问题需要我

们去面对。

梁鸿鹰：评论是建立在思想性的基础上，要

把一些成果吸收进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思想

的策源地或者发声者。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

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评论者来说，要进行一些

思维转化。评论工作者要对社会、对文艺、对文

学发声，要看清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传统，探索创

造新的传统。

陈汉萍：怎么发挥批评效力？一是批评精

神的建构。批评家要有勇气去介入文艺现场，

从文艺现场选择作品，发现新作。宏观的视野

跟批评的总体性视野建构相辅相成，营造良好

的、健康的创作与批评生态。二是批评话语的

创新。批评话语要跟批评实践相适应，要回答

文艺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批评话语要面向传

统，向传统学习，发掘传统的潜力，实现古代文

论批评话语的现代化。文艺批评要面向世界汲

取中西理论话语。批评队伍的建设和批评实践

的丰富既要有文学批评的素养，又要有媒介素

养。

郭冰茹：新时代文学批评有三个关键词，

一是重建宏大叙事，二是民族形式探索，三是综

合写作的运用和文体跨界写作方式的运用。重

建宏大叙事，实际上就是要重建人性、重建人的

主体性和重建历史整体性问题。文学批评要回

应新时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化建设的脉络，

我们可以尝试在宏大叙事层面做一些理论上的

工作。二是关于民族形式探索。文学批评从古

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建设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理论

基点，很多优秀作家都是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

资源中汲取力量。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

中建构自己的话语自觉和话语体系，确实是做

批评的人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三是综合写

作。综合写作就是把传统的严肃文学跟类型

文学或者畅销文学的写作模式叠加在一起创

造出一种新的写作类型。

崔昕平：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有没有

边界？现在有这么大的出版和创作量，应该说

到了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创作量

已经保证有丰富的作品面世，如果及时跟进，在

创作极大丰富的时代，儿童文学的相关理论也

会有非常大的突破。第二个热点是回到本土。

本土特色的儿童文学提请我们注意应该有一套

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武器对它作出阐释。当然这

不仅仅是儿童文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论普遍

面临的问题，需要一套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

如何重建批评的文风

文学评论要具备多种笔墨，
重建我们的内心

梁鸿鹰：作家通过创作构建了一个独特的

精神世界，文学评论家可以对作家心灵世界进

行探寻，对于作家在写作当中不经意显现出来

的灵感，进行阐释。也有读者认为评论者写的

东西不具备文学性，在抽象的理论当中打转，背

离了文学的初心。文学评论应该有相当大的文

学性和审美的感召力，文质兼美。作家要具备

多种笔墨，我觉得评论家也要具备多种笔墨。

文学评论要重建我们的内心，要把标准、门槛、

到达率、社会反响统筹起来考虑，我们不能讲别

人讲过的东西。

在杨辉《新时代文学批评的几个“打通”》

中，一是古今打通，打通传统和现代，发掘某些

重要的古典意象。在我们的时代语境中，面对

生活和现实问题，赓续传统，扎根现实，面向未

来是非常重要的。古今打通其实破的就是内在

的自我设限。二是文学和艺术之间的打通。像

苏东坡、黄庭坚很多作家是多种文体、多种艺术

形式兼善，可以同时是书画家、著名诗人、文学

家。三是文体问题。赓续传统，建构中国话语，

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文体问题，古典评论很多都

是点评式、印象式，这种话语方式背后跟文学评

论的思维有非常大的关系。

韩松刚：我们的文学批评和从事文学批评

的人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人的

现代化和评论的现代化。一是文学批评得了

“语言病”。很多同龄人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但

是整体状况受限于教育体制，文学批评话语过

于僵化。很多论文写得很漂亮，论据论证都非

常精彩，但是读完之后感受不到文学评论的语

言丰富性。二是“知识病”。好的评论文本是多

学科交叉的，包含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各种学

科，很多评论者的知识过于单一，导致他们的评

论也非常单一。三是“思想病”。我认为阅读可

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

金赫楠：传统文论的有效性，建立在古典社

会文学作品的写作传播方式和评价体系上。文

学范式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背后包含了文学

观。文学形式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背后

是一整套审美和文化心理，而文学最本质的属

性是人，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人的血肉和气

息，而过度学院化的文学评论有时候会进入一

种“无人之境”。作为评论家我们还要思考一个

问题，今天我们的读者到底是谁？我们写的文

章是谁在阅读？我有时候很担心，费了半天劲，

读了几百万字，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一个期刊

上，除了同行和作者本人之外，没有其他读者，

这也是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

地域之变造就中国当代文学的
文学之新

要如何开创出属于当代的
美学经验和写作脉络，是当下

湖南青年作家包括湖南文学研
究者的一个新的课题

贺绍俊：地域一直是文学很重要的因素，社

会形态的地域性正在压迫自然形态的地域性。

南方的土壤悄悄改变着作家们观察的状态和方

式，从而造就了“新南方写作”。最近读到潘峰

的《天地扬尘》以湖南人的精气神在写作，写得

自由潇洒，我称他是一种“去格式化的写作”。

南方文学是流动的，作家也是流动的，湖南的

作家也一直处在流动的状态中，从最早的韩少

功去海南，田耳去广西，郑小驴一去一回，给湖

南文学带来了活力，以及交流的可能性。不要

担心流动性，而是要找到在流动性中推进地域

文学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我读到几位湖南青年作家的作品，最大的

感受是他们都很有才气，也有比较充分的文学

准备，能够充分放飞自我，但也要警惕以个人

为中心，把思维困在自我的茧房里，个人与社

会脱节。不同于老一代作家依靠生活经验写

作，这些青年作家更多的是一种知识性写

作。知识性写作也在考验年轻作者掌控知识

的能力。如果要给年轻作家提建议的话，我

建议他们不妨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让自己

的生活经验融入到知识性写作之中。在历史

上，湖南文学是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大省，要

如何开创出属于当代的美学经验和写作脉络，

是当下湖南青年作家包括湖南文学研究者的

一个新的课题。

徐 勇：《家山》里的家山不仅有家乡之

义，更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浓郁的民俗和醇厚

的家风，同时又是家国的另一种表达，小说

把传统的重铸这一命题纳入到了现代政治

的框架内展开思考，很好回应了传统文化的

重构和再造之难题。某种程度上《家山》所要

做的工作就是传统的重铸。所谓传统的重铸

首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并以家风传承为依

托，作者以沙湾村这样一个大的宗族体为切入

点，以家庭和家族为依托，展开传统的重铸和

再造的尝试。

申霞艳：近年来许多作品，包括金宇澄

的 《繁花》、林白的 《北流》、林棹的 《潮

汐图》 都在方言运用上做了大量探索。一

种语言呈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球化是

整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在全球化

的时代潮流下，地方性也是重要的一维，

甚至在全球化的语境里面地方性显得更为

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建立自己

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方

言的作用非常大。民间典故的运用在 《家

山》 里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对于入乡随俗

和移风易俗的探索，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如

何和本土重新融合，在 《家山》 中都做了大

量探索。

谢 淼：《中国文学研究》有一个合作了两

年的栏目叫《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在当代

文学史上，湖南作家常常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展现出了很强劲的创作实力，从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中期，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

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这些颇受欢迎的红

色经典，到 80 年代陆续获得茅盾文学奖、全

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这些作家获奖的时候不到 40 岁

的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莫应丰、叶蔚林、孙

健忠、谭谈、未央、水运宪、张扬、韩少功、石

太瑞、彭见明、何立伟、蔡测海、刘舰平、彭

学明等作家，奠定了文学湘军的影响力。新

世纪以来，在唐浩明、王跃文、阎真、汤素

兰、何顿等作家的带领下，“湘军五少将”等

青年作家也崭露头角。近几年来，湖南青年

作家的创作成绩显著。青年作家周静的童

话《一千朵跳跃的花蕾》获得第十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乡村

国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从年龄分布

来看，“80后”是主力，“90后”“00后”的创作

者正在后来居上，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这些

新兴文学创作群体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泛文学阅读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在“90后”中

表现得很明显。文学边界的扩大不仅影响了青

年的创作，也改变了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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