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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

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

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

要力量。”自《讲话》发表十年来，广大文艺评论工

作者深入学习和领会讲话精神，在反思批评的危

机和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体系方面用力甚勤、

贡献良多。单以影响而论，这段时期内文学批评

的历史化转向最是引人瞩目：评论界“以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通过“继承创新中国古代

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将朴学传统和实证精

神引入文学研究，在以史代论、论从史出的方法

论变革中，逐步克服了早年文学批评中常见的过

度阐释和强制阐释现象。与此同时，为避免文学

批评历史化转向所导致的对“文学性”研究的损

害，评论界近年来又持续开展理论反思，力求在

历史化批评中保持审美感觉，以期能让批评真正

发挥“引导创作”的现实功用。

不过理论构想与批评实践之间总是存有差

距。尽管评论界通过多年努力，已大大改善了文

学批评的整体状况，但批评的危机却依然存在。

一个典型症候是，批评家因缺少自觉的对话意识

而习惯于自说自话，封闭私密的阅读感受既不能

实现与作家读者的有效交流，同时也无法借此

“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于是批评的独语就很难

构建起以“对话”为标志的公共空间。问题的关键

是，文学批评为什么一定要有对话意识？它对文

学批评的思想方式和话语风格又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

文学批评要有对话意识

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学批评的论述中，

“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虽然言简意赅，但它既是

评论界改变批评困境的指导性思想，同时也是一

种可以付诸实践的方法论武器。前者无需多言，

批评若不能追求真理，仅仅止步于“表扬和自我

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

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而追求真理的方法正是

辩论，辩论即对话。更具体地说，批评家为明辨是

非、激浊扬清，就必须以对话一方的身份，谋求与

不同对象之间的深度交流。这些对象既包括一般

意义上的作家与读者，也包括常见的创作定式和

思想偏见。简言之，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最忌无

的放矢。可是在当代批评史上，批评家要么执持

于观念神话，以研究对象为依据去佐证某种文学

理论的正确性，要么耽溺于历史崇拜，巨细无遗

地搜罗外围史料以示博学。如此这般，很容易遮

蔽文学作品这一批评对象。当然会有一些人认为

文无定法，以作品为引子，批评家尽可思接千载、

心游万仞，“六经注我”式的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

一种艺术创作？不过主张打破批评与随笔文体界

限的看法虽无不妥，有时甚至还会激活批评的生

命力，但如果批评家不以分析作品为本位，不以

提高创作为旨归，那么这样的文学批评就不具备

现实功用。而文学批评一旦不能引导创作，则新

时代文学理论的构建也将缺失重要一环。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具有对话意识的文学

批评如何付诸实践？一般而言，批评家主要以作

家为对话对象，他们从作家创作谈和作品内容中

寻找话题，以虚拟对话的形式展开理论思辨、逻

辑推演和审美鉴赏，尤其擅用文本意图比对作者

意图，借此总结成败得失，引导创作实践。不过这

种对话形式较为隐秘，通常是批评家主导辩论走

向，比如他们会预设立场，以一己之见对作家创

作谈和作品内容进行创造性阐释，由此展开的对

话也就容易遮蔽作家的声音。有鉴于此，为保证

对话双方的平等，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开始转向访

谈式的对话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对话批评

古已有之——从《论语》到苏格拉底对话，再到巴

赫金和托多洛夫等人的对话美学，对话批评一直

葆有旺盛的生命力。虽说因受限于现代学术学科

建制的形式规范，对话批评也曾一度式微，但近

年来随着当代文学批评对话意识的回归，这一古

老的批评方式又重新趋于兴盛。

不过更进一步看，以上两种具有对话意识的

文学批评仍有不少问题：首先是遮蔽作家声音的

虚拟式对话徒有交流之名，却依旧克服不了批评

家自说自话的毛病；其次是访谈式对话批评尽管

在问答形式上保证了批评家与作家的身份平等，

但总体上仍有一种“机锋不可触”的封闭感。明明

是最需要理解批评家和作家对话深意的读者，却

经常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样，始终徘徊于批评文

本的迷宫之外而无法一窥堂奥。这说明访谈式对

话批评有时也不能实现对话的敞开。问题就在

于，如果访谈式对话仅仅是文人雅士之间的知音

唱和，容纳不了广大读者进入对话语境的话，那

么批评的人民性也将无从谈起。也许会有人说，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或在读者自身，知识储备

不足、相关经验匮乏，还有理解方式固化等等，

都有可能使读者无法融入对话语境。但批评的

要旨不就在于“敞开”一词吗？批评家解读作品，

应该是为了向读者敞开其中的思想要义和美学

旨趣。访谈作家，更是为了敞开他们的创作心理

和创作情境，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作品。这些

事项，哪一样不是批评家的责任之所在？就此而

言，批评家与其要求读者提升阅读与批评文本

的能力，倒不如反思自己怎样才能做到批评的

敞开。

说书传统与批评空间的敞开

其实只需深入观察，就可发现为何很多批评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说自话问题。一个主要原因

是，批评家尽管具备了对话意识，却总是要为对

话场域设定准入门槛。他们通常以读者熟悉作

品、同时又具备相关理论知识为前提，对话过程

中无视读者参与，一味沉湎于和作家的精神交

流。于是这样的批评文本就让那些没有读过作

品，同时对作家经历与经验又不甚了了的读者如

雾里看花般无所适从。更致命的是，很多批评家

还有一种偏见，即认为自己是作品的评判者，价

值判断要高于事实陈述，因此介绍作品故事情

节、交代人物命运起伏等基础性工作就难入批评

家法眼。从写作心理上说，跟着作家亦步亦趋地

重述作品内容，又怎能和精深高妙的理论思辨相

提并论？批评家这种潜在的傲慢，实际上已让文

学批评沦为了少数人的精神生活。那么，究竟该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在我看来，文学批评要想发

挥“引领风尚”的作用，完全可以借鉴中国文学的

说书传统，让批评家以说书人角色进入对话场

域，通过革新话语风格和借鉴新媒介传播方式，

在复述作品情节的基础上追求批评的人民性价

值。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才有可能在敞开自身的

同时另辟新途。为阐明这一观点，兹简要从说书

传统谈起。

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讲故事伎艺，说书兴起

于宋元时期，在勾栏瓦舍间流传甚广、绵延不绝。

说书人摇扇拍桌，一句“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不知可以唤醒多少国人的民族记忆。它是民间伦

理的艺术载体，借助述史和演义，说书传统既反

映历史亦传承文化。受其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

说由于“‘模拟’或‘保持’的口头文学诸特征，以

至文学史上一直用其形式特征称呼之：‘平话’，

‘话本’，‘拟话本’或‘说部’”。有学者认为，“这么

一种说书人的外衣，脱了几百年没脱下，到了清

代吴敬梓、曹雪芹创作《儒林外史》《红楼梦》，应

当说已是相当书面化的小说，可还是保留了说书

人腔调及其相应的一批叙事技巧。”换言之，说书

传统从宋元话本形成，经由文人拟话本和明清章

回小说的继承和发展，直到清末民初受外来小说

的冲击才逐渐消解。从1990年代开始，说书传统

开始在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领域全面复兴，莫

言、金宇澄、贾平凹、苏童、王安忆、叶兆言、格非、

刘震云、叶舟、李修文等人都有意以说书人姿态

创造性地发展传统文化与文学。时至今日，当代

小说与说书传统已经变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这一现象不难理解，作家作为讲故事的人，写小

说自然离不开说书技艺，但为什么文学批评也要

重视这一传统？

如前所述，要想真正做到批评的敞开，批评

家就应降低对话场域的准入门槛，他有责任向对

话双方之外的读者交代话题背景。如果讨论的是

一部文学作品，那么批评家理当复述故事、简介

人物和概括主题。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

普及作家创作——虽然通过批评向更多读者介

绍作品本就是批评家的一项职责，但它更重要的

功能是为了敞开对话场域，让读者明白对话双方

是基于何种论据展开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批

评中的复述环节就成为了对话的前提。然而，如

何复述又是一门艺术，高明的复述者从不照本宣

科、按部就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定而后动：

从原作哪里捡起叙述话头，如何瞻前顾后、左右

逢源，又怎样千里伏脉、细节连缀。凡此种种，皆

可反映复述艺术的本质就是以布局剪裁之法重

写原作。其间自有误读乱谈之处，但如何复述、怎

样重写，却能反映批评家作为读者的理解方式。

“讲故事”让作家批评受欢迎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近年来持续繁荣的

作家批评，他们借由说书传统复述研究对象的方

法，或可真正敞开批评的对话空间。

有关作家批评的缘起、发展和特征，学界已

多有讨论，其中作家驻校制度的推广最为关键。

当作家化身为文学教师跨界批评之时，他们在课

堂现场的批评实践便大体上还原了说书情境。与

专任文学教师相比，驻校作家授课多以讲座形式

进行，而讲座本质上就是一个现代说书场。主讲

者立于台前，为吸引观众尽显神通：面对原作，他

们或是制造悬念重述情节，或是攫取片段细读深

究，抑或是讲到紧要处另起话头，以“闲中着色、

无事生非”之法提振听众兴味……种种叙事的紧

凑、中断或延宕，皆是说书技艺的临场发挥。在这

样的文学课上，作家批评以复述经典作品故事情

节的方式，取代了传统批评的理论阐释。这当然

是作家在跨界批评时，仍然念兹在兹的一种说书

本能。借由这样的复述艺术，作家批评庶几敞开

了文学经典的文本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批

评家代入说书人角色，那么他就会无时无刻不考

虑听众的感受。虽然这一关怀在说书传统中主要

是基于商业考量，但只要眼中有听众、心中有读

者，那么批评就能真正地具备对话意识。再进一

步看，批评家作为说书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

为了照顾听众（读者），批评话语必须通俗易懂。

由此，“话体批评”的复兴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话体批评”起于宋代，由诗话创体，继之以

词话、小说话、文话等形式流传。其表现形态为笔

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

等均或用之，其题名多缀以“话”“说”“谈”“记”等

字，所谓“即目散评”者是也。由于“话”的意思就

是“故事”，因此话体批评“体兼说部”，是说理与

叙事杂糅的研究方法。而作家批评尤其擅长运

用“话体批评”知人论世和谈艺说理，其文体形

式有突出的“话性”（故事性）特征。这也是为什

么较之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的受众面总是要

更为广泛——毕竟听故事远比接受理论规训更

让读者有参与感。对擅长讲故事的作家而言，文

学课的“故事”往往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家

以说书人身份演讲文学经典，复述名著本身的

故事内容；其二是作家讲述个人的阅读史故事，

交代在何种境况下与经典相遇，文学又如何影

响了自己的人生。这种以阅读经典为起始，返诸

自身又推己及人的方式，实足以感奋听众，尽显

文学批评“熏浸刺提”的教育功能。而话体批评

犹如说话聊天的句式、语气和腔调，既通俗易懂

又饶有趣味，因此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作为一

种有效的文学普及方式，作家批评显然有助于

学院派批评进行自我反思和不断完善。两者之

间的取长补短和兼容共生，或许是振兴文学批

评的重要途径。

“学术规范”和媒介变革的影响

不过提倡文学批评的对话意识和说书传统，

还必须面对一个批评体式的变革问题。传统的文

学批评主要以文章著述为载体，尤其是随着现代

学术学科建制的完备，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即意味

着撰写批评文章。受体例、篇幅和发表刊物等各

种因素的影响，批评家要想在一篇文章内既复述

原作又展开对话显然不太现实，甚至是漫谈闲聊

的话体风格也会受到“学术规范”的排斥。在此状

况下，文学批评其实大可不必拘囿于批评体式。

批评家应该明白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远不是发

表的成果数量和刊物级别，而是他的批评实践是

否能够引发作家和读者的思考，能否真正引导创

作。这就意味着繁荣文学批评还必须打破唯论文

和唯著述的怪圈。批评家只有超拔于绩效优先的

学术神话，重视批评体式的多样性，文学批评才

能真正实现对话的敞开。目前来看，虽然学院派

批评在这方面还有待进步，但作家批评备受欢迎

的讲座和文学课形式，业已昭示了批评体式的变

革前景。

与此同时，新媒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也越来

越值得重视。近年来，文学视频的崛起十分引人

瞩目。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方式，文学视频是依

托网络平台，通过融媒介视频载体，以解说诗词

和小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批评。它继承了宋代以

来的说书传统和话体批评，在引领大众走进文学

世界的同时，重新搭建起文学文本与普通观众之

间的桥梁。整体来看，文学视频是文、图、影、音相

结合的融媒介说书形式，媒介的多样性及其情景

融合效果，不仅制造了更深的沉浸体验和更大的

思想空间，而且也真正实现了对话的敞开。一个

简短的文学视频，既有视频博主的情节解析和价

值判断，也有观众不计其数的弹幕和评论。作为

一种内嵌于视频之中流动的表达受众感受的文

字，B站等视频网站上的“弹幕”很接近中国文学

的评点之法，它同时也是生成复调效果的个体声

音，足以让文学视频呈现“众声喧哗”的效果。观

众的深度参与，已经让文学视频成为了一种人人

皆可在场的文学生活——批评也由此在走向大

众的同时具备了人民性品格。尽管有学者担忧这

种来自民间的批评话语形式，有可能会在大众趣

味的更迭中失去可持续性和成长性，但新生事物

对传统批评体式的强劲冲击，却一再证明了文学

批评总有绝处逢生的蓬勃之力。

综上所述，如果评论界能够真正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真理越

辩越明”中体察批评的对话价值，那么就有可能

在赓续说书传统和话体批评的批评实践中，进一

步发挥文学批评引导创作的现实功用，继而为繁

荣社会主义文艺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批评的对话意识与说书传统
□叶立文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批评家为明辨是非批评家为明辨是非、、激浊扬清激浊扬清，，就必须以对话一方的身份就必须以对话一方的身份，，谋求与不谋求与不

同对象之间的深度交流同对象之间的深度交流。。这些对象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与读者这些对象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与读者，，也也

包括常见的创作定式和思想偏见包括常见的创作定式和思想偏见

文学批评要想发挥文学批评要想发挥““引领风尚引领风尚””的作用的作用，，完全可以借鉴中国文学的说完全可以借鉴中国文学的说

书传统书传统，，让批评家以说书人角色进入对话场域让批评家以说书人角色进入对话场域，，通过革新话语风格和借鉴通过革新话语风格和借鉴

新媒介传播方式新媒介传播方式，，在复述作品情节的基础上追求批评的人民性价值在复述作品情节的基础上追求批评的人民性价值

本报讯 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

会青少年文化交流工作委员会受聘仪

式日前在京举行。中国文促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王建国、中国视协编剧专业

委员会会长王海平、中国文联电视艺

术中心副主任魏宁、中国书画院院长

墨海以及来自相关单位部门的负责同

志、艺术家、学者等70余人参加活动。

仪式上宣读了《中国文化艺术发

展促进会青少年文化交流工作委员会

成立决定》，并向青工委主任兼秘书长

应小曼，副主任侯旻、周智广、王朝君，

副秘书长黄贤兴、迟美慧、侯剑、曹琦、

王亚鸽、葛坤琨以及20余位专家、顾

问、委员颁发聘书。

王建国在致辞中谈到，青少年是

国家的未来与希望，促进青少年发展

是为国为民的崇高事业，青工委的成

立标志着青少年文化交流工作迈入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中国文促会

将勇担使命，构建中国文艺的人才高

地、创新前沿、产业联盟与交流平台，

助力实现文化强国目标。

受聘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启动

了“未来金声”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

年全国青少年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活

动，以及“多彩画未来”喜迎澳门回归

祖国 25周年青少年艺术交流活动。

两个项目的负责人分别对活动进行介

绍说明，与会者就活动的具体实施方

案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杨茹涵）

本报讯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之际，日前，山东省

青年作协、莒县县委组织部在山东莒县招贤镇大罗

庄村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举行专题活动，山

东省青年作协文学创作基地同期落户该馆。莒县

县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陈长虎，山东省青年作

协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兵，山东省

青年作协副主席姜成娟、吴永强、魏思孝等30余人

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与会者就新时代语境下青年作家如

何践行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文学如何参与社会生

活、如何打造党建品牌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大家

表示，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中、在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里认识新时代文学，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亲身参与到历

史实践中。要在今后的创作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不断从生活中吸收营养、萃取题材，用火热篇章呈现

历史大势、发出时代先声，书写时代景观、诠释时代

精神。

据介绍，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是全国唯

一一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为展陈

主体的红色场馆。主办方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青年

作家用好该馆资源，增强文学参与社会实践、服务人

民生活的意识，走出书斋，获得更宽阔的创作天地。

山东青年作家研讨新时代文学创作

本报讯 8月24日，由《江南》杂志社主办、杭州

市富阳区协办的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在

浙江杭州举行。经过审读委专家实名投票，最终确定

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备选作品。石一枫的《逍遥

仙儿》、王苏辛的《远大前程》、须一瓜的《去云那边》、

计文君的《花问》、黎紫书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

15篇中篇小说，朱婧的《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黄咏

梅的《昙花现》、金仁顺的《白色猛虎》、李宏伟的《云彩

剪辑师》、弋舟的《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等15篇

短篇小说入围。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4月启动作品征集活

动，评奖办公室依据评奖条例，从众多参评作品中

遴选出30篇中篇小说和31篇短篇小说，提交审读

委成员阅读。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13位专家认真

阅读候选作品，并在全国媒体的见证下实名投票，

遴选出备选作品。

据悉，今年10月中下旬，终评委将对备选作

品进行投票决选，最终产生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首奖各1篇，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各3篇。12

月7日，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将在杭州市富阳区

举行。

（刘鹏波）

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备选作品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4日，2024

中美诗歌节暨第七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

礼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本届中坤国际

诗歌奖设中国诗人奖与外国诗人奖两个奖

项，中国诗人灰娃、美国诗人珍·赫什菲尔德

分别获奖。来自中美两国的数十位诗人、诗

歌评论家及出版界、艺术界人士参加活动。

本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评审委员会由谢

冕担任名誉主席，吴思敬、陈晓明、张清华、

西川、张桃洲、孙晓娅、姜涛、黄怒波、石江山

等学者、批评家担任评委。评委会认为，灰

娃在年近半百之际开始诗歌创作，她的诗歌

融汇了对自然的感悟、对历史的思考，包含

了深沉的智慧。她在98岁高龄时仍坚持写

诗，其诗歌语言简洁精准，富有浪漫气息，将

艺术与情思熔为一炉，铸造出独特的诗歌语

调和神秘瑰奇的生命境界。珍·赫什菲尔德

的作品是现代英语中将情境融为一体的典

范，阅读她的诗，读者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其

艺术技巧带来的愉悦，更是植根于我们与世

界、与他人、与自己之间的深切情感。

2024中美诗歌节分为颁奖典礼、诗歌

对话、文化考察、诗歌朗诵四大板块，分别

在北京和陕西吴堡两地举行。在当天举行

的中美诗歌对话上，与会者围绕“诗歌的当

代性、公共性及内在边界”这一主题展开交

流探讨。活动期间，中美诗人还前往陕西

吴堡参观考察，开展诗歌朗诵活动，相互交

流学习，共话诗歌之美。

此次活动由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主办，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俄克拉荷马大学国际研究

学院美中关系研究所学术支持，北京大学

教育基金会支持。

本报讯 近日，由江西省安远县委宣传

部、《诗刊》社主办，安远县文联、《中华辞赋》

杂志社等承办的首届安远“三百山”杯全国

赋诗词楹联征集大赛启动。

据介绍，本届大赛以安远三百山及其脐

橙经济为主题，要求参赛作品聚焦安远县的

深厚历史和发展新变，展现当地人民奋力谱

写发展新篇章的生动景象。大赛分设赋、诗

词、对联三类体裁接受投稿，将于今年9月

底截稿。主办方将邀请专家进行初评、复

评，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优秀作品

将择优在《中华辞赋》《诗刊》刊出。

“三百山”杯赋诗词楹联征集启动

第七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中
国
文
促
会
青
工
委
受
聘
仪
式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