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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要有“才胆识力”
□吴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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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
速度加快，城市以惊人的速度生长
着。与此同时，城市文学也在不断发
展，从王安忆、贾平凹、梁晓声等众多
文坛名家，到徐则臣、张楚、石一枫、笛
安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推出了不少
表现城市生活的小说。他们以自己的
作品细致描摹城市的肌理，钩沉城市
的历史过往，表现市民的日常生活，表
现城市人的奋斗与创造，为城市文学
的美学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不过，与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成果
相比，城市文学并没有呈现出与之相
匹配的发展水平，无论是从作品的数
量上还是质量上，无论从思想的高度
和历史的厚度上，都与乡土文学有很
大差距。中国几千年来的乡土社会生
活方式，早已形成了强大的乡土文化
传统，乡村构成了我们的审美主体，决
定了我们的审美取向，而城市叙事则
未能形成体系化的传统。

而现在，在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阻
挡、城市已经成为新的文学母题的当
下，作为新时代城市文学的书写者，
应该如何把握生长着的城市和城市
文学？这其中有很多命题值得我们
思索。

第一，地理边界与精神边界。当
下，我国已经实现了超过65%的城镇
化率。城市的地理边界在一环又一环
地不断扩大，一点点地模糊着城市与
乡村的边界。而与城市的地理边界无
限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的精
神边界却在日益萎缩。生活节奏越来
越快，快到灵魂已经跟不上肉体。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远到近
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科技越来越发
达，我们却越来越被科技所束缚。城
市的精神边界在娱乐化、碎片化信息
中日益萎缩。

如何把人从工具理性的压抑中拯
救出来，以审美的力量让人重新站立，
让城市神采飞扬？这是城市文学必须面对的话
题。城市文学的书写者需要不断挖掘城市的精神
内核，以不断成长的文学为城市提供新的生命经
验，开阔城市的审美空间，丰富城市的精神属性，拓
展城市的精神边界，增强城市人的精神力量。正如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所作的那样，在描摹时代风
情、刻画社会生活、表现历史传承的同时，通过父辈
的故事传递出特定时期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
念。在变化万千的时代中，那是一种“坚固的、不可
磨灭的价值”（导演李路语），代表了对城市精神的
重新确认。

第二，城市与人。城市文学写作，首先必须深
入城市的肌理，了解城市的历史、风俗、文化，把握
城市的精髓，构建城市的整体意象。这是作家在进
行城市文学写作时必须要注意的。

文学最终是人学，城市文学不仅要真实记录城
市的物质和文化层面的现实，更要呈现在时代的浪
潮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面貌，挖掘
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真正写出人与城的关
系。我们看到，那些优秀的城市文学作品往往从城
市风俗、人情百态开始叙述和描写，但最终抵达的
却是对生命的理解、对文化精神的呈现。

“在时代变革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存现状
和精神面貌，呈现出人内心的波澜激荡和委婉曲
折。作家要将城市故事的重心放在城市人身上，从
而真正写出人与城的关系，传达出城市的内在灵魂

与深层气质。”（评论家韩传喜语）城市
文学要面对具体的人、鲜活的人。但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人”这一永
恒主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由自
主地会偏向于书写现代人的困境、欲
望、孤独，仿佛不这样写，就不够现代
乃至后现代。可是，这是城市生活的
全部真相吗？这是城市文学的全部任
务吗？在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中，我
们能否写出人的奋斗、人的尊严，从而
凸显人性的光辉、存在的意义？这是
城市文学要面对的全新挑战。

第三，故乡与他乡。故乡是文学
创作中的一个永恒母题。在这个人
口大量流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离
开家乡，进入城市生活。当然也有一
些人从城市返回故乡，参与到家乡的
建设。故乡与他乡，出走与回归，分
裂与寻找，似乎成为很多人无可逃脱
的宿命。

对很多人来说，故乡已经成为回
不去的故乡，他乡则成为离不开的他
乡。许多写作者早已远离乡村，他们
只能在想象和记忆中追求精神的返
乡。但农村已经不是昔日的农村，故
乡也不是昔日的故乡。那么，我们笔
下的故乡，是经验的故乡还是生命的
故乡？我们对于故乡的书写，是真实
的还是想象的？是指向外部世界还是
通往生命本身？

回到城市的话题中来。当很多人
的肉体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城市安放，
城市是否能替代乡村成为他们的故
乡，安放他们的灵魂，文学如何为身在
城市的人重新定义故乡？

第四，变与不变。“谁来追赶这令
人心碎的变化”，诗人翟永明写于多
年前的一句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
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动写照。时代
的变化日新月异，新鲜事物层出不
穷，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认知。今天有
了智能手机，明天就有了扫码支付；

今天流行微博，明天又流行短视频；今天有了人工
智能，明天就有了ChatGPT。我们的生活方式在
飞速变化，我们的生活观念、语言习惯，甚至心态
都在随之发生变化。只要一不留神，时代就会将
我们远远地抛在身后。

城市文学的写作者，只有敏锐、细致而深刻地
把握这种变化，才能把握时代脉搏，为时代留下写
照，才能使自己的判断不出现偏差，描写不出现常
识性错误。为此，我们需要用心去感受变化、体验
变化、了解变化。

但对于作家来说，只关注变化是不够的，我
们还需要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把握那些不
变的东西。对文学来说，什么是不变的？那就是
丰富的人性，是存在的本质，是人之所以成为人
的真相，是人与自然相处的规律，是宇宙中亘古
的法则。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编审、《中国校园文学》
主编）

如何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什么样的
文学批评才有穿透力？我认为，清代叶燮提出
的“才胆识力”说，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些问题。
他在《原诗》中提出：“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
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
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具体说来，“才”指才
思、艺术才华；“胆”指敢于独立思考、进行自
由创造的胆识；“识”指对是非美丑的审美判
断能力；“力”指笔力、表达能力。叶燮的“才胆
识力”说，主要是就文学创作而言，但将之挪
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却也十分贴切。实际上，

“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批评主体要具备真
正的才、胆、识、力。

一

首先，批评家要有自己的见识和见解。
才、胆、识、力四者，叶燮最重“识”，认为无

“识”则“人云亦云，人否亦否”。叶燮认为，批
评家有见识才会有判断，才能分清是非黑白，
也才不会人云亦云。有“识”则“是非明”，“不
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原
诗》）中国文论史上，有许多有自己洞见的文
论家，他们秉持自己的文论观点，敢于批评前
人或同时代的观点，体现出特有的艺术鉴赏
眼光和审美判断力，在中国文论史上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

刘勰说：“见异唯知音耳。”（《文心雕龙·
知音篇》）这个“异”可作“特异”之“异”解，也
可作“异同”之“异”解。作为批评者，不仅要用
自己专业的眼光看到作家作品的特异之处，
还要看到与同行评论不一样的观点，挖掘出
作品的独特价值。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是一篇
评论文字能否自立的重要质素。

严羽是宋代特立独行的诗评家，其《沧浪
诗话》剑锋所指，正是当时最盛行的江西派诗
风。严羽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西诗派“以文字
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
话》）这直指江西诗派的要害。严羽也毫不掩
饰自己的立场，自称是江西诗派的“刽子手”
（《答吴景仙书》）。南宋前中期，江西诗派风气
主导诗坛，当时许多诗人都或多或少受其浸
染，随波逐流者大有人在，所谓“一波才动万
波随”。（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严羽却尖
锐地指出江西诗派的不足，他有自己的“识”：
诗有“别材”“别趣”，“非关书也”“非关理也”。
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都体现出一种独
到的眼光。比如评论孟浩然和韩愈：“孟襄阳
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
一味妙悟而已。”学问方面，韩愈比孟浩然高
深多了，但诗歌却不如孟浩然，可见，诗歌“非
关书”“非关理”，关键要看“妙悟”。对于江西
诗派的弊病，严羽以其卓识直捣黄龙，提出自
己鲜明的诗歌主张。

清代吴骞说：“昔人论诗话一家，非胸具
良史才不易为。何则？其间商榷源流，扬扢风
雅，如披沙简金，正须明眼者抉择之。”（《拜经
楼诗话》）清代黄子云也说：“无所得于心而妄
以告人者谓之欺己；有所得于心而不以告人
者谓之私己。”（《野鸿诗的》）我们结合两人的
话，即评论家只有“有所得于心”，才能具有

“明眼”之识断，论者要有自己的见识，这样才
能作出分辨和识断。

二

有了自己的识断，还要敢于放胆表达出
来，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
加沮”。（《庄子·逍遥游》）这是有文胆的表现。
没有文胆，笔墨畏缩，一肚子见识却怕见世
人，这样的评论说不到点子上，也说不进读者
的心里，不能出彩，也成不了气候。清代薛雪
《一瓢诗话》有段妙论：

“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齐，嗜好各别；
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或心知，或亲串，必
将其声价逢人说项，极口揄扬。美则牵合归
之；疵则宛转掩之。谈诗论文，开口便以其人
为标准，他人纵有杰作，必索一瘢以诋之。后
生立脚不定，无不被其所惑。吾辈定须竖起脊
梁，撑开慧眼；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
而不加沮。则魔群妖党，无所施其伎俩矣。”

人在文坛江湖，评论者明知作家作品的缺
点瑕疵，碍于各种世俗情面，不说为妙。要说也
只说优点，至于不足则不说或轻描淡写，鲜见
直入心源、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评论者要有

“初生牛犊不怕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
下马”的学术胆识和学术勇气。这样的评论才
是真刀真枪的文坛匕首，才能刮去文坛毒瘤。

叶燮形象地描绘那些“笔墨不能自由”者
的窘态：“中且馁而胆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
能言而不敢言，矜持于铢两尺矱之中，既思恐
不合于古人，又恐贻讥于今人。如三日新妇，
动恐失体；又如跛者登临，举恐失足。”又云：

“易曰：独立不惧。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当亦
如是也。”（《原诗》）叶燮认为，我们为人为文
都要“独立不惧”，这是道出了中国文论的真
精神。

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要尽量做到好处说
好，坏处说坏。初唐时期，“王杨卢骆”崭露头
角，持守六朝旧习的“时流”们讥笑这些年轻
人“轻薄为文”。到了盛唐，杜甫在《戏为六绝
句》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
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
对初唐四杰创作成就的充分肯定。

刘勰说：“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文心
雕龙·明诗篇》）“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文

心雕龙·史传篇》）惩恶扬善、褒美贬丑从来就
是中国文论的优良传统。总之，文学批评要大
胆直言，不能违心说话，这样的文学批评才真
正传承了中国文论的优良传统，也才能建构
起当代生机勃勃的文论生态。

三

光有胆有识还不够，容易变成为了批评
而批评，为了见异而见异。文学批评的最终目
的是要有话语创新和学术创新，要建构起当
代文学理论评论话语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被冯友兰称为“一大解放
之时代”（《中国哲学史》），其标志即百家争
鸣，诸子互“非”。如《墨子》批评儒家，有《非
乐》《非命》《非儒》。《荀子》有《非十二子篇》，
认为其他各家都是“邪说”“奸言”。《韩非子》
主法家，认为其他学术皆为社会蠹虫。各家各
派“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
诸子互“非”，也相互启发。百家争鸣塑造了中
国文化的理性品格，奠定了中国学术的思辨
精神。这种理性品格和思辨精神值得当代文
论家、批评家发扬光大。

刘勰为什么能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有学术胆识：“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
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
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篇》）他大
胆指摘前人的不足，认为此前的文学评论有
的“密而不周”，有的“辩而无当”，有的“华而
疏略”，有的“巧而碎乱”，有的“精而少巧”，有
的“浅而寡要”，总之，都是“未足立家”的。
（《文心雕龙·序志篇》）刘勰当然不是为批评
而批评，他指出别人的不足，是为了避免自己
走老路，要进行学术“立家”。《文心雕龙》50
篇，有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体大
思精”“笼罩群言”，是中国文论史上当之无愧
的自成一体的文论巨著。

叶燮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
家。”（《原诗》）有穿透力的文学批评，要有自
己的识断，能推心置腹说真话，理论建构自成
一家。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论关键词研
究的历史流变及其理论范式构建”（项目批准
号：22&ZD258）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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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队伍的要求中，政治过
硬始终是第一位。

2016年 2月 19日，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谈到自己当年在浙江工
作时对当地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提出的十二个字要求——“为党
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就
把为党为民放在第一位来强调。

坚定政治方向，建强工作队
伍。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工作
队伍，正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
感，奋力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新局面。

转作风，树新风——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作风

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
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
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
题。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
权，必须持之以恒转作风、改文
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将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担责于肩、履责于行，必将
为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坚
持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
基础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1月 22 日电
记者丁小溪、范思翔、王明玉、冯
家顺）

本报讯 1月13日，由河南省文学院、《莽原》杂志、《南腔北调》杂志、河南
省小说研究会主办的张中民作品研讨会在河南平顶山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向研讨会致贺词。

会上，专家学者对张中民的小说作品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研讨，并对他
多年来矢志不移、笔耕不辍的创作精神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大家
表示，张中民多年来立足现实、深扎本土，创作出一批受到读者好评的作品。他
的小说风格多样、题材广泛，许多作品写得立体饱满、形象生动，塑造的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希望其今后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张中民现为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平顶山市小说研究会会长。他自1988年
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和诗集、散文集多部。

本报讯 近日，2023年全国诗歌刊物主编恳谈会暨第十
一届东海诗歌节在浙江温岭举行。活动由《诗刊》社、台州市
委宣传部、台州市文联、温岭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诗歌网、台
州市作协、温岭市文联承办。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
马加出席并致辞。李少君、陈永华、金石开、周坚勇、娄宇飞等
主办方代表，以及20多位诗人、刊物主编参加活动。

吉狄马加在致辞时说，海洋诗歌的繁荣和发展，有赖于
生活在沿海地带、对海洋生活体验深刻的诗人进行写作。希
望诗人们创作出更多优秀海洋诗作，使之成为诗歌宝库中不
断积累的文化遗产。诗歌刊物是促进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

载体，恳谈会的举办有助于加强刊物之间的经验交流，培养
与发现文学新人，更好推动诗歌繁荣发展。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东海诗歌联盟挂牌仪式、《东海诗歌
选编》首发仪式。

在论坛环节，与会诗人、评论家、刊物主编围绕海洋诗歌
创作进行研讨。大家认为，中国是海洋大国，有着漫长美丽
的海岸线，也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海洋诗歌创
作正在形成一股热潮。海洋是诗人永远写不尽的题材，诗人
在创作海洋诗时，既要写出海洋的美丽、壮阔、雄浑，更要写
出人们在面对海洋时的思考。

本报讯 近日，第四届辽宁网络文学“金桅
杆”奖·优秀评论（研究）奖颁奖仪式在大连大学举
行。时任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滕贞甫，大连
大学党委书记王晋良，辽宁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孙伦熙及专家学者、网络作家代表等参加活动。

本届评奖对象为2021年8月至2023年7月
期间公开发表的网络文学评论、研究论文和公开
出版的网络文学研究著作。经评审，吴金梅的《以

网络文学创作繁荣发展新时代辽宁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韩传喜和郭晨的《嵌入、联结、驯化：基于
可供性视角的网络文学媒介化转向考察》、郑熙青
的《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原创性和著作权问
题》、房伟的《时空拓展、功能转换与媒介变革——
中国网络小说的“长度”问题研究》、唐伟的《从“文
学+网络”到“网络+文学”》5部研究成果获奖。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辽宁网络文

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交流会同期举行。会上颁发
了辽宁作协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证书。

辽宁网络文学“金桅杆”奖是由辽宁省作协主
办、辽宁省作协网络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网络文
学专项奖，设立至今已连续5年开展评奖，共有
41人次、30部作品获奖。2023年首次将网络文
学评论（研究）纳入评选，以期通过评论引导创作，
使网络文学创作与评论交相辉映、相互促进。

河南研讨张中民作品 2023年全国诗歌刊物主编恳谈会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贵阳市《花溪文谈》原主编
徐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月16日在贵阳逝
世，享年98岁。

徐平，笔名秋阳，苗族。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
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山居鸟言录》
《谢六逸评传》《李端棻传》《苗疆风云录》《闻鸟斋集》等。

徐平同志逝世

本报讯 日前，由重庆市作协主
办的重庆文学有声馆挂牌仪式在重庆
大剧院时光里独立书店举行，这标志
着重庆作家的作品将以“声动我心”的
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建立重庆文学有声馆，旨在进一
步实现重庆文学作品价值再开发、形
态再转化、内容再推广，让重庆作家作
品产生更大影响。重庆文学有声馆将
在书店开辟专门区域，设置有声读物
书架，循环播放有声读物节选音频和
介绍视频，并将作品上线国内主要电
子书、有声书平台。目前，重庆文学作
品被制作成有声书的共31部，总时长
33704分钟。

重庆市作协主席冉冉表示，重庆
市作协创建重庆文学有声馆，是为了
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来推动文学传播，
让更多文学爱好者能够在声音中倾听

重庆、了解重庆文学，助力全民阅读。重庆作家
将创作和推出更多体现时代特征、中国气派、重
庆韵味的优秀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为文化强国、文化强市建设提供强大的
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重
庆
文
学
有
声
馆
挂
牌 本报讯 “诸法空相·蔡志忠绘画作品

展”日前在北京蔡志忠美术馆举行，共展出
漫画家蔡志忠的漫画、水墨、油画作品112
幅。这些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精湛的表
达，呈现出艺术家对时间、空间、万物等抽
象概念的深入思考。

蔡志忠的最新漫画作品“妙妙猫”系
列新书发布会同期举行。该系列分为《妙

妙猫讲人生智慧》《妙妙猫爱生活》《妙妙
猫有梦想》三册。蔡志忠在与读者交流时
表示，希望通过笔下憨态可掬的“妙妙
猫”，带领读者领略生活的美好，感受人生
的智慧。

蔡志忠生于1948年，15岁起便成为
职业漫画家，现有100多部作品，已在全球
45个国家和地区以多语种出版。

蔡志忠绘画作品在京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