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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批”称号与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形成

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下，客座研究员制

度的诸多尝试，契合了文学批评工作的时代

诉求与自身特性

2011年5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首届客

座研究员聘任仪式，影响深远的青年批评家培养制度

落地生根，梁鸿、张莉、李云雷、杨庆祥、房伟等“70后”

“80后”青年批评家成为首批“客座”。

作为一项制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目标是清晰的，

就是打破学院体制下以文学史研究为重、厚古薄今的

既定图谱，形塑学术研究之外的文学批评意识，让当代

文学现场的源头活水，汇入校园和研究机构，让从事文

学研究的青年学人继承中国文学注重批评与创作互动

影响的传统，使上世纪80年代作为知识介入社会的文

学批评继续保持其活力与锋芒。正如陈思和的评价：

“这项制度是一个典范，使一批本来在学院高墙里做研

究，在课堂里讲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人，得以

直接进入社会实践场，与创作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和交

流。”以陈思和为代表的一代批评家的文学实践始于上

世纪80年代，他们很快认识到曾经置身的文学场已然

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史家洪子诚也曾积极投身诗歌

批评，适应周遭的文化环境：“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

初，学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射到对文学现状

的关注上……没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

趣，即使论及，也只是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因素。”

90年代至新世纪初，思想家淡出、学问家辈出是人文

学科的主要趋势，而文学批评热，也逐渐被文学史研究

等学问追求所取代。

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设立者与倡导者，以亲历历史

的敏感赋予了这项制度时代前瞻性。文学批评在中国

的地位十分特殊，它介乎连通读者、交涉创作和建构话

语三重任务的结构之中。因此，文学批评始终是文学

生态和文化环境的重要一环。进入21世纪，传播媒介

迎来迅疾的迭代式发展，通过互联网社会媒介对文学

展开批评不再是“专业”批评家的专利，公共空间上众

声喧哗的文艺批评或许带来审美的自由民主，亦为“眼

球经济”贡献流量，过分嘈杂的高分贝会降低环境的宜

居度，文化场域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日趋严格的社会

分工及精准的岗位职责使“职业”批评家几乎绝迹，究

竟谁来为文学提供有效的、恳切的、可信的声音？

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下，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诸多

尝试，契合了文学批评工作的时代诉求与自身特性。

排除媒介的放大效应，当代文学批评本身处在不确定、

无命名、待言说的未完成过程中曲折展开，最终才能让

新的文学在文化坐标中抵达相对稳定的位置。因此，

基于共同文学志业的“批评共同体”，在坚持批评伦理

和价值判断之下的声援、切磋、对话，有助于凝聚起文

学环境中的理性声音。到2024年1月，共有11届110

位青年批评家加入“客座”队伍，在他们及更多以文学

批评为志业的青年的创造下，“青批”成为中国文学界

一个富有朝气、寄予厚望、引领创新的“称号”，在这面

旗帜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批评家活跃在文学现场，成为

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

各级文学机构认识到评论人才与创作人才同等重

要。中国评协为青年文艺批评者开设“青萍会”专栏、

举办中国文艺评论青年论坛。鲁迅文学院曾在北京文

艺座谈会召开后的2015年，在中青年高级研讨班序列

中特设文学评论家班。各地作协逐渐认识到青年批评

家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从发现创作人才的办法中寻找

可行措施，为省域文学培养具有敏锐洞察力和准确判

断力的批评人才，推动他们立足本省，走向全国。

对于青年批评家的引导和培养机制中，各类文学

活动的组织形态、选题策划，决定了制度运转的方式以

及对人的影响；给青年批评家们提供怎样的文学场域，

决定了他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作用。有

别于传统学术期刊的、有组织的、有导向意图的互联网

评论阵地逐渐增加，诸如关于青年创作、青年文化现象

研究的短、快、准的“青观察”栏目，为青年批评家们提

供了更自由广阔的批评空间。

此外，面向创作的文学奖，从国家级到地方性奖项

的种类繁花似锦，琳琅满目，但是面向批评家的理论评

论奖相对稀缺。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唐弢青年文

学研究奖，在几代现当代文学学者的心血浇筑下，成为

青年人成长进益之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以现代文学

史第一代学者命名的学术奖项，逐步向包括文学批评

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人敞开。去年以来，雪

峰文论奖、刘熙载理论评论奖的相继创办，意在褒奖和

鼓励评论家们的思考与创造。把握中国问题、聚焦新

时代文学、创作富有现实感和历史意识的文学批评，既

是各类奖项倡导的方向，也是批评共同体对青年一代

文学批评的期许与展望。

新的媒介能力与文学行动

青年批评家扩展了学院的内涵，他们从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内部出发，开始参

与新兴学科创意写作的设置、建设和发展

文学批评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样，同属现代性

与启蒙主义的建构产物。进入新时代，媒介的快速迭

代影响了文学批评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考验着

青年一代的媒介能力和适应性，青年批评家们在文学

场中的批评实践也表现为丰富多元的文学行动。

青年批评家扩展了学院的内涵，他们从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的学科内部出发，开始参与新兴学科创意写

作的设置、建设和发展。仍以文学馆“客座”为例，北京

大学的丛治辰、樊迎春，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庆祥，北京

师范大学的张晓琴、白惠元、姜肖，华东师范大学的黄

平、项静，山东大学的马兵等青年批评家们，已然成为

各高校创意写作专业的奠基者。他们在从事文学批评

的过程中，也深入了解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的运行过程，

掌握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形图，从而能够因地制宜、因材

施教，搭建以写作实践为导向、基于行动的文学研究、

作为城市软基础设施的中国式创意写作专业。他们培

养的学生在纯文学写作、文学编辑、体制性文学工作及

新兴创意写作等领域中崭露头角。青年批评家既将传

统的、精英化的文学基因移植到新型教育的机体内，又

为变动不居的当代文化场注入新鲜血液，他们的作用

如同桥梁一般，双向贯通，互通有无。

青年批评家面向文学现场，主动建构、塑造、引领

文学创作新潮流。考察当下文学界对地方性写作的命

名，其肇始于黄平对“铁西三剑客”及“新东北写作”的

阐释，兴盛于杨庆祥、陈培浩、曾攀等对“新南方写作”

的倡导，直至北京文联和《北京文学》发起“新北京作家

群”倡议，浙江作协与《江南》杂志主张“文学新浙派”的

探索，张莉、徐刚、翟业军、王晴飞等批评家加以阐释。

在文学期刊、地方作协的积极邀约下，这些文学命名由

青年批评家们和具有某种地方性书写特质的作家联袂

完成。除去响应刊物的命题作文外，通过学术期刊和

文学刊物编辑既定的遴选、组织功能，青年批评家以阵

地、平台践行个人的文学行动和批评活动，也是当代文

学批评的重要形态。

青年批评家置身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历史节点，不

断调整文学行动的位置和方向。在当代批评家中，何

平的文学行动颇具代表性。2017年，他和金理发起了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召集两地青年批评家

和出版人、小说家、艺术家、剧作家、诗人，复苏文学批

评的“对话”传统。接下来，他又相继发出“中国科幻文

学南京论坛”“新小说在2019”“现场文丛”等号召，呼

吁不断拓展批评关注的领域，孜孜不倦挖掘文学场中

的创新因子。同样，张莉在《十月》等刊物组织女性文

学的创作与批评，并通过线上线下课程形成更广泛的

社会影响。出生于1980年的杨庆祥在同代人中登上

文学批评舞台较早，除去批评文本之外，杨庆祥作为批

评家的文学行动同样引人注目，他对代际、新文类、地

缘政治、媒介等问题的吐纳能力，推动了创作和批评界

对特定问题的认识和讨论。那些在杨庆祥课堂上获得

批评意识的“90后”一代促成了“同代人”批评的诞

生。毛尖、刘大先、丛治辰、黄平等学院学者以雄强的

辩才、旺盛的精力、良好的媒介能力在各类媒介平台频

仍亮相，他们对文艺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一经思考，便

通过互联网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形成了与既往批评家

无法比拟或想象的传播效率。正如李静所说，“置身数

字时代，去中心化、集体合作、偏向主观经验、注重体验

与消费的互联网知识生产模式业已生成，直接面向当

下发言的‘文学批评’深受这一转型趋势的影响。”由此

可见，文学批评的自由、敏锐、介入的属性，使得自觉的

批评者能够随文化空间、历史参数的变化而迅速调整

批评的位置、功能与工作方式。

新的文风与思想的临界状态

青年批评家置身数智时代，新科技的

诞生和应用，迅速改变了文化创作生产和

传播消费方式，推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

交流交融

丁帆评价以“客座”为代表的青年人的文学批评

时，曾特地强调“新的批评文风”的转变，“其敏锐的观

察能力和犀利的文风，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新的批

评文风，一扫昔日理论搬运工的呆板的阐释方法，给文

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让批评增添了活力。更重要

的是，这种批评之风吹到了高校，也让学院派批评发生

了悄悄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批评的活气，才是文学

批评本质的体现”。在借鉴舶来理论、跨学科方法的过

程中，批评的文学性标准总是会一再被提醒、提及和提

出。青年一代普遍认识到，一个文学批评家该要在理

性的思索与无拘束的创作之间，在席勒与莎士比亚之

间达成“辩证统一”。极富文体意识的当属张定浩、黄

德海、项静、木叶等上海批评家，他们曾先后就职于《上

海文化》，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阵地赋予青年一代

解脱束缚的鼓励，在若干年内，该刊物每期刊发本刊青

年编辑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无须叠床架屋的注释和

规范，态度鲜明、意兴飞扬、切中肯綮，令人耳目一新。

几位沪上批评家的文章很快获得关注及肯定，并在一

段时间内启发了“80后”批评家的文体意识，此后，他

们索性彻底打破批评与创作的界线，开始涉猎小说、诗

歌、非虚构等更广泛的文体类型。

青年批评家选择临界、破圈的批评站位，将文学批

评转化为思想文本。尽管学院派批评经常遭到文体晦

涩、理论先行、斧斫文本的诟病，但有学术背景的批评

家追求专业化的学术精神，纠正了文学批评的随意性，

扭转了感性批评的清浅化弊病，将文学批评引向更深

层次的思考境界。周展安、李浴洋、路杨、邓小燕、石岸

书、罗雅琳都是“80后”“90后”优秀的文学研究者，他

们分别从现代文学、思想史、社会学、文化研究等不同

路径，将生动、广博的当代文学纳入思考范围，判断作

品好与不好，能否走向经典，并不是这些青年批评家的

主要目标，他们更倾向于打开话语空间，将最新的文学

文本与中国问题联系起来，这些批评文章也因此获得

了强大的气势和开阔的视野。

青年批评家置身数智时代，将批评对象拓展至文

化领域的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新科技的诞生和应

用，改变了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推动不同文

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互联网思维、数智技术模式、

视觉文化的兴起，潜在影响了新一代文学批评家。他

们将网络文学、影视剧、游戏、综艺节目等数字文本纳

入思考范围，站在文学研究特有的人文主义视角，以文

学的审美特质为立足点，在浩如烟海、丰富多元的文本

中寻找“文学”的踪迹。他们既不对科技的到来持悲观

的批判态度，又坚决为文学复魅，捍卫文学不可究诘的

审美特性，他们渴望与新的文化创造者一道，营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意义空间。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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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人们对于速度与效率的追求使得

“时间狂热”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症候，在文学层面上，

小说是把时间作为其基本原则之一的艺术形式，当代

小说在追求技法创新、主题开拓外，始终保持着对时间

的敏感。

历史的追索与怀旧。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为文学

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80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新历

史小说等创作潮流，显示出中国当代作家对历史与时

间的持续热情和强大创造力。在五种刊物近期刊发的

新作中，作家们以文字穿越时间的迷雾，完成对历史的

“重新降落”。

胡学文的《龙凤歌》（《钟山》2024年第3期）以一种

“现代性的怀旧”情感，在豆庄这一乡土空间中重现“一

段历经物质匮乏年代生命群像的生存境遇”，回归乡土

中国的缓慢时间与细密温情，在历史中发掘传统道德

的价值，彰显和谐朴素的生活美学。与之拥有相似气质

的，是林晓哲的《缓慢生长》（《江南》2024年第3期）。

《缓慢生长》以口述史的形式徐徐铺展林德成、郑巾铎

的人生记忆。在小说中，时间以手写、数字印刷等形式

留存在借条、照片、生辰牌、留影上，成为人生重要节点

的印戳与标记。顺着时间的蜿蜒轨迹，林晓哲耙梳出一

代温州商人的创业历程。谭镜汝《钓鱼马》（《山花》2024

年第6期）则是一次关于过去时间的追溯，主人公豹子

被抓上运兵车向北开进时，“他怀疑不是向北方，而是

向着过去的时间前进”，在绿浦的氤氲雾气中重现了湘

桂战役的历史切面，写出了个体的命运沉浮。

“彷徨者”的打捞与塑像。历史波澜裹挟着面目模

糊的普通个体，也翻涌出缔造时势的时代英雄。但在二

者之外，有这样一群身影晦暗的“彷徨者”，他们身处时

间的“十字路口”，面向无可复归的历史不断回望，驻足

徘徊。在五种刊物发表的小说新作中，这些逡巡于旧日

时光的灵魂被一一召唤显形，化身为戴冰《大蛇》中的

李明记、但及《东塔光影》中的大刘、萧耳《长安的影子》

中的小琴、林为攀《寄居》中的孙凤霞、冉正万《汉相街》

中的女性朋友等人物。生活不断前行，他们抓握着旧时

光的信物，在滚滚向前的时间之流中停滞、浸泡、发黄，

最终化为一尊尊刻满时间斑驳划痕的雕像。

那些困顿于时间夹缝中的人物，并非永远地沉溺于过往时间，他们中的一部

分选择告别过往，尝试奔赴新的人生。《清空》（《江南》2024年第3期）中的完玉即

是这样一个告别过去之人。“清空”是完玉对承载痛苦记忆的旧日时间的彻底切

割，文身的彻底清除，意味着完玉终于站在了自己生命的崭新时间节点上。

但是，告别过去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新生与自由。面对不可预知的生活，这些

与过去断联的“出走者”往往陷入无可依着的彷徨与孤独。《福利》（《江南》2024

年第3期）中的刘维迁居国外，事业有成，在春节之际收到了遥远家乡传来的奶

奶葬礼的消息。村民们都在为这一历史上传播得最远的葬礼啧啧称叹，但是对于

刘维而言，“福利”所象征的人情羁绊似乎永远地断裂了，开篇处躺在黑色沙发上

的身影成为了新一代知识移民的缩影。陈融《江风浩荡》（《福建文学》2024年第5

期）叙写了三代人与上海的怨恋纠纷，作者通过唐念真这一历史的后见者发出了

疑问：孩子们需要上一代的记忆吗？在代际区隔所造成的认知差异面前，唐念真

的惶惑与不安代表着中间一代的普遍情绪。小说结尾，唐念真决意通过对父辈的

溯源，探寻当下生活的意义，这一求解之法侧面印证了中间一代开辟新的人生路

径之艰难。

当下经验的描摹与融通。对当下生存经验的热切关注与积极发声，是文学的

艺术追求，也是文学的使命所在。在现代都市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作家们努力发

掘个体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描摹生命的时代光影。

王刊《走快的时针》（《山花》2024年第6期）以走快的时针隐喻现代社会时

间的提速；余同友《教授、小黄同学或凡·高》（《福建文学》2024年第6期）以现实

的新闻素材为灵感，发掘淹没于信息矩阵中的人；邝立新《会飞的男人》（《福建文

学》2024年第6期）写困顿于现代高楼的伟雄，幻想成为游走于楼宇之外的“飞

鸟”；张秋寒《粉黛》（《江南》2024年第3期）中来自县城的普通女孩在QQ群中结

成联盟，以珍贵的姐妹情谊对抗都市的冷漠与残酷；《湖南文学》2024年第5期的

“望远镜青年小辑”汇集一批青年作者，以“去个人化的写作”拓展文学写作的内部

空间，在历史感与时代性的碰撞中尝试构筑起属于青年一代的“文学性”。

无论是对历史时间的追索、时间缝隙“彷徨者”的打捞还是当下经验的关切，

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共时性的时代语境中，捕捉与留存某种超时间的

经验。关于时间与经验的关系，李浩、弋舟《阿革诺耳之梦或者牧羊人的忏悔》

（《山花》2024年第6期）有着精妙的读解。小说借阿革诺耳之口道出：“三种时

间，其实都是现在，它们是过去了的现在、正在经历着的现在和将要到来的现

在，不能成为现在的就一定不会进入到时间的里面”。“现在”不仅意味着“当

下”这一时间节点，更是一种流动性的经验，它超越了单纯的线性时间范畴，为

受全球化、碎片化冲击的社会提供一种连续性。小说在恢宏的神话、奇幻的时空、

琐细的现实三者之间，创造了一个古典与现代、崇高和世俗、东方与西方相融通

的经验世界。

小说创作对于时间的多样态书写，展现出当下文坛众声喧哗的生机与活力。

作家们出入于纷繁的历史与现实，完成对时间的测绘，对于身处时间之流的个人

存在予以深切的关注，以丰富的创作实绩彰显具有时代性的当下经验，这也恰恰

印证了保罗·科利的名言：“时间以叙述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才成为人类的时间，而

叙述成为时间存在的状况才具有完整的意义。”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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