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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文讯八方文讯

《诗刊》第十五届“青春回眸”诗会举行

11月28日至29日，《诗刊》社第十五届“青春回眸”诗会

暨首届霍童溪诗会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举行。诗会由《诗

刊》社、中国诗歌网、福建省文联、宁德市委宣传部和蕉城区委

区政府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福建省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黄文辉，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胡占凡，《诗刊》主编李

少君，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第十五届“青

春回眸”诗会诗人叶玉琳、金铃子、黄斌、薄暮、慕白、娜仁琪琪

格、胡金华、川木、脂痕、刘海潮等参加诗会。

开幕式上，“新时代闽派诗歌繁荣计划”启动。“首届霍童

溪诗会”作品征集活动同期颁奖，获奖诗人代表谢宜兴、林典

铇、林莉、慕白登台领奖。中国诗歌学会授予蕉城霍童溪“中国

最美诗空间”称号，《诗刊》社授予九都镇云气村“中国诗歌创

作基地”称号，并现场授牌。

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三都澳、霍童溪、上汽集团宁德基

地等地参观采访，并围绕诗歌创作展开交流研讨，为打造“霍

童溪诗会”品牌建言献策。

广西举办河池作家群研讨会

近日，由河池学院、广西作协主办的“广西文学周·河池作

家群研讨会”在广西河池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广西

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河池市委书记秦春成，河池学

院党委书记韦安光，以及石一宁、宗仁发、何平、卓今、田瑛、钟

红明、潘灵等专家与会研讨。

河池历史悠久、文脉悠长，形成了以周钢鸣、包玉堂、潘

琦、蓝怀昌、东西、鬼子、凡一平、红日等为代表的河池作家群。

与会者认为，河池作家一直坚持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形成了

一支代际合理、多体裁创作同时发力的作家队伍。河池作家群

得益于河池多民族聚居的条件，在作品中彰显了多元一体的

民族文化。希望河池青年作家快速成长，推动河池文学创作再

创新辉煌。与会河池作家表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

步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彰显桂风

壮韵的优秀文学作品。

（吴 晨）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纪念馆揭牌

12月3日，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纪念馆揭牌仪式在浙江省德

清县东衡村举行。纪念馆由诗人贺敬之题写馆名。中国作协诗

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以视频形式对纪念馆揭牌表示祝贺。岳

宣义、峭岩、萨仁图娅、蔡宗周、绿岛、周孟贤等参加揭牌仪式。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由邹狄帆、犁青、洛夫等24位华文诗

人发起，于1993年4月在广东惠州成立。2023年12月，第24

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浙江东衡村举行。时隔一年，国际华文

诗人笔会纪念馆落户东衡村。纪念馆以宽敞典雅的环境，展示

了笔会自成立以来历经31个春秋的发展历程。展陈内容包括

历届笔会的足迹、历届获奖诗人的风采及奖杯证书，以及诗人

的手迹和图书、报刊资料等。

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浙颁奖

12月7日，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在郁达夫的故

乡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举行。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

颖杰，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富阳区人民政府区

长谢渐升，麦家、孙甘露、贺绍俊、艾伟等作家、评论家，以及获

奖作家和作品责编等相聚在郁达夫中学，共享文学的荣光。

郁达夫小说奖继承了郁达夫先生浪漫诗意的文学精神，

以其透明公平、包容开放的评选方式，成为华语中短篇小说创

作的重要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活动自2024年4月启动，

通过多渠道征集作品，并经过审读委和终评委两轮实名投票，

最终决出获奖名单。颁奖典礼上，中篇小说首奖得主杨方、短

篇小说首奖得主金仁顺，中篇小说奖获得者龚万莹、黎紫书、

韩松落，短篇小说奖获得者朱婧、牛健哲登台领奖，短篇小说

奖得主万玛才旦的儿子、青年导演久美成列代父亲领取荣誉。

活动现场，获奖作家和编辑们在校园内种下了象征荣誉

的纪念树。12月8日，获奖作家还与富阳当地读者进行面对面

交流，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 （刘鹏波）

《天工开物号》书写大国重器

12月8日，由中国作协创联部和陕西省作协联合主办的

张军少儿科幻《天工开物号》作品分享会在京举行。陕西省作

协主席贾平凹为活动致贺信。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鲁

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以及

尹传红、王卫英、张莉、姚利芬、崔昕平、李国平、李震、陈诗哥

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天工开物号》以中国科技创新成就为背景，通过少儿科

幻故事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展现国家科技进步的伟大成

就，引导少年儿童感受澎湃的中国力量。与会专家认为，《天工

开物号》展现了富有中国科技元素的大国重器成果和古都西

安的悠久历史文化特色，在超现实的宇宙背景下弘扬英雄主

义精神，传递出对未来的勇气与希望，是以科幻科普作品讲好

中国故事的一次成功实践。 （康春华）

第二十届北京文艺论坛举行

11月28日至29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

协会、北京市文艺研究与网络文艺发展中心承办的第二十届

北京文艺论坛在京举行。北京市政协党组成员、北京市文联主

席韩子荣，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主任徐粤春，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宁，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市文联党

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主持。

本届论坛以“新时代新北京：北京文艺的精品追求”为年度

主题，旨在聚焦精品创作，系统梳理新时代以来北京文艺呈现

的新特点、新景观和新趋势。谢冕、孟繁华、刘庆邦、解玺璋、于

平、陈履生、王一川等发表主旨演讲，近30位各领域专家学者围

绕“文学的跨界”“舞台艺术新方向”“艺术的国际传播”“主题创

作的新景观”“跨媒介时代的传统文化”5个主题单元展开圆桌

对话。论坛上，主办方还为北京文艺评论年度推优、北京网络文

艺评论优选汇获奖者和星火文丛出版资助作者颁奖。（王 觅）

第三届扬子江青年文学季在宁举办

11月 25日，第三届扬子江青年文学季开幕式暨第六届

“《钟山》之星”文学奖、首届“《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

颁奖典礼在江苏南京举行。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

一书记、副主席郑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

主席，《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丁帆、王彬彬、

张在健、陆梅、胡学文等作家、学者与获奖作家、批评家参加

活动。

扬子江青年文学季由《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联合打

造，自2022年首次举办以来，见证了一批青年作家、批评家的

成长。在第六届“《钟山》之星”文学奖评选中，三三、宥予获得

年度青年作家奖，史玥琦的《夜游神》、金晖的《云层深处》、周

于旸的《招摇过海》、顾文艳的《人工湖》、崔君的《有山有谷》等

作品获得年度青年佳作奖。今年新设立的“《扬子江文学评论》

青年学者奖”得到了全国17所重点高校的支持，展现了青年

学者们对文学研究的热情与创见。樊迎春、丁璐、刘媛、贺嘉

钰、宋喆获奖。

本届文学季期间，还举办了第十届《钟山》全国青年作家

笔会、第八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学术工作坊、青年作家与青年

批评家联席座谈会以及五场青年文学分享会等。（刘鹏波）

专家分享“网络文学中的‘她世界’”

11月23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主办

的“女性成长与浪漫重启——网络文学中的‘她世界’”交流活动

在京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

院长张莉、《十月》执行主编季亚娅，以及“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

丛书”作者高寒凝、薛静与会，一同探讨丛书中的“她世界”。

与会者谈到，薛静的《脂粉帝国：网络言情小说与女性话

语政治》梳理出网络言情小说更迭的过程，论述了网络文学时

代话语政治的表征和内涵，从言情小说到穿越文、甜宠文，多

种类型的作品不断构建女性认同的理想社会模式。高寒凝的

《罗曼蒂克2.0：“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以概念史为

研究路径，认为“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表现为“罗曼

蒂克2.0”的特征，其核心在于爱情故事中含有“角色配对”的

前置动作。该书阐释了读者对于亲密关系和情绪价值的理解

及想象。 （张昊月）

新编历史京剧《女史赋》再现班昭人生

由国家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女史赋》将于12月

21日在京首演。该剧由罗怀臻编剧，曹其敬执导，吕耀瑶、杜

喆、王越等主演，以《汉书》历经续编、修订直至最终完成为故

事主线，穿插女史班昭与两位师兄间细腻动人的情感故事作

为副线，再现了东汉才女班昭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错综复杂

的情感纠葛以及她笔耕不辍、严谨专注的治史历程。

今年正值京剧程派艺术创始人、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

诞辰120周年。《女史赋》特别起用国家京剧院程派新秀吕耀

瑶担纲主演，希望通过剧目的创排，为青年演员搭建更为广阔

的展示平台，助力其成长与历练，推动程派艺术的传承与繁荣

发展，让这一经典艺术流派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杨茹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文明发展

的宏观视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

伟大历程作出的重要观察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

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

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的

提出，为我们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相伴相生

的工业文学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述中

国工业文学所建构的社会空间、生活方式及审美情

趣，需要采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视野。

工业文明是基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产业体系所生

成的一种文明类型，它带来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

与精神世界，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提出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

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工业文学”正是对这部“书”的生活观照与审美解读。

具体地说，当农耕社会关于地缘、血缘、人情的观念被

打破，城市化、陌生化及劳资关系构造了全新的世界

面目和关系伦理，工业文学直接面对的正是这些新的

人物、关系、内在体验以及精神状况。在世界文学范畴

中，拜伦、雪莱、海涅使工人的生活出现在诗歌中，狄

更斯、巴尔扎克以辛辣、细腻的笔调将工业文明重构

的人类社会铺展在人们眼前，杰克·伦敦、德莱塞、黑

塞、茨威格、卡夫卡展现了人在磅礴呼啸的现代生活

中的困窘和脆弱，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现代叙事

和心灵现象学。

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同样有着自身的脉络与叙事

基调，它始终参与着社会整体的工业化进程与情感共

振。在历史维度上，工业化一直在民族独立、富强的总

体目标之中，但近代以来民族工业无法在内忧外患的

动荡中获得根本性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随

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劳工逐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从

五四新文化人以启蒙视角发现和书写工人，到左翼文

学对工人运动的关注和工业主体的历史想象，都成为

那一个文明转型期的工业文学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苦探索中，逐渐确立了门

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使中国以惊人的速

度和活力不断创造“中国奇迹”，成为全球领先、产业体

系完备的工业大国。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思维观

念、文学书写并没有充分跟上工业的发展实践。

其一是工业文明与奠基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文化

观念、伦理秩序尚未充分碰撞、融合以及再生长，中国

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始终携带着传统文化理念的倾向

和惯性。从概念史的角度看，“阶级兄弟”的历史语义、

“工厂大院”的生活空间、“家族企业”的组织架构，皆

是在工业化的语境中移植了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的

人际网络与情感结构，或者说是乡村秩序的工业化、

工厂化版本。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工业文明形

态的特征之一。而对文学来说，呈现工业文明与农业

文明深层次的杂糅，探究不同文明传统间在价值与行

为逻辑上的根本性差异，发掘人在多重文明并置的现

实处境中如何处理这种不期然的冲突与切换、隔膜与

留恋，便是中国故事所内生的创作题材与独特经验。

但在文学的经典叙事中，工业文明往往被作为可

视化的发展建设、进步尺度和公共议题，而其之于个

体生命的内在塑造和情感建构则较少得到深入挖掘。

《子夜》中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一进上海就去世了；

《创业史》中徐改霞进城后便不再被投放关注；《平凡

的世界》里孙少平来到铜城的煤矿，乡村生涯似乎只

是提供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而并无多少处于异质性

文明间的主体痛楚和挣扎。除了作者选择的叙事侧重

点之外，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讲，则包含了较为强烈的

价值立场和范畴意识。在“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框架

下，吴老太爷这样的乡绅往往被视为“腐朽”“没落”

“灭亡”的代称，于是他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便不

值得关注；在“农业合作化”主题与历史任务的统摄

下，徐改霞进城已超出了既定范畴，那么对她的命运

追踪似乎就偏离了题材的规定性；孙少平的道德完美

正是作者要为其竭力保住的品格，过多的内在冲突和

精神危机则会有高加林重现的危险。然而这种种主动

或被动的选择，都折射了我们对于自身文化血液中的

文明冲突与矛盾尚未投以足够的关切，而那些无法被

硬件景观与理论话语完全覆盖的心灵图景，却正是文

学方可照见的。

其二是工业文明与后工业社会的张力关系尚未

得到足够剖析。工业化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的一

环，从来不可孤立看待，其增长速度和占比反映着产

业结构状况，并直接关联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据统计，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首次超过

第二产业。这不仅标志着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意

味着从整体上我们正在从生产型、工业社会向消费

型、后工业社会转型，加之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呈现

出前工业、工业、后工业的文化逻辑并置的状态。而这

种交错、并置以何种方式重塑着当代人以及生活的日

常细节，则是文学应该触摸到的。上世纪50年代，草

明、周立波等人笔下的“火车头”“铁水奔流”，作为工

业化、现代化的标志性意象，不仅渲染着社会主义现

代化生产、建设的火热力量，也表达了人们对现代生

活的未来想象与激情。而对于成长在后工业社会的世

代来说，这些不再引起人们的兴奋和集体憧憬。这种

感知和审美态度上的转变，以及不同代际间的情感反

应，在文学中尚有待深入地描绘与追究。我们需要从

社会结构的变迁、信息化生存、工业文明的逻辑变化

等整体性视野加以关注。真正的工业文学，参与着当

代生活和现实悲喜，也关联着某种结构性的、触及文

明转型中人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刻故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工业化与工业文

明发展所表现出的压缩性、复合性、交错性特点。首

先，作为后发的、赶超型的工业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数

百年的自然交替的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我

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这本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独

特经验。然而其伴生的问题在于，在历史悠久的农耕

文明和发展迅疾的信息文明的双重夹击下，工业文明

以及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并未得到充分舒展和发挥，

也尚不及同积淀久远的中国文化充分融合、再生，相

对于“乡土中国”文化血脉，我们尚未形成整体性的中

国工业文明，以及成熟的工业社会文化。其次，在飞跃

性的发展速度与文明方式的沉淀、传承之间，生长着

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混合、并置的复杂形

态。它们共时性地存在，加之信息媒介的无孔不入，令

不同观念系统、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交锋或分众化地各

自为战，形成一种既彼此纠缠又“圈地自萌”的复合与

交错。而同时，如同文学思潮的集中涌现，反传统、再

启蒙与文化寻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出

现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空间，它们充满矛盾又并行不悖

地涤荡和激发着人们的思想活力，工业文明从一开始

就背负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记忆和历史期待进入

到现代社会，又以非凡的力量和速度展开信息技术及

后工业文明的社会议程，因此，“传统”与“现代”的二

元结构很难对动态、共生的中国形成有效诠释，而在

这样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中认识工业文明及其在

当代中国文明中的独特位置，也是我们追溯和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与此相应地，中国工业

文学所描述的也同样是丰富的、充满张力和生长性的

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

今日中国已逐渐摆脱了近代以来“落后-追赶”

的焦虑模式，正在同世界一道面对人类文明发展最前

沿的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命题的提出，体

现了一种包容性的历史态度和面向未来积极开创新

文明的开放心态。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一方面需要在

动态的现实中不断深入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内容，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以人类为对象必然包含着

对各民族国家文明的汲取与借鉴，以文明新形态为旨

归必然包含着对不同历史阶段文明的批判与超越。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下，对于文学来说，中国工

业文明的压缩性、复合性、交错性作为人类文明的独

特经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中国工业文学既记录

着工业文明内部的新经验、新现象与新问题，也关联

着工业文明、农耕文明、信息文明之间的杂糅状况。在

对不同价值体系的观照中，在对新的经验与情感的描

摹中，中国作家具有广阔的体验与观察空间。这种文

学要呈现出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的生存经验与精

神处境。这是不同于19至 20世纪西方式的现代经

验，这是21世纪中国的现代经验，也是新的人类经

验，我们期待新时代中国工业文学能够将这些新的经

验凝聚为新的经典、新的美学。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本文为北京市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21WXB005阶段性成果）

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之下，回望1980年代在全国有较大影

响的“笔耕组”文学批评活动，萃取其文化批评精神，对促进新时

代评论事业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1980年代初，一支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队伍——中国

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以下简称“笔耕组”）成

立，开始频繁地活跃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舞台上。“笔耕组”以马列

主义思想为指导，专注于文艺理论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特别关

注中国西部，尤其是陕西地区的文艺创作实际。“笔耕组”以其有

效且高频的文学活动引起了全国同行的关注，被誉为“集体的别

林斯基”。他们的文艺批评实践不局限于理论思考，而是以变革

现实的热情参与社会实践现场，力求通过文艺理论将文学理想

转化为社会实践。

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笔耕组”的文学批评精神。

一、秉笔直书，笔耕不辍。中国历史上的史家传统强调秉笔

直书，西汉时期司马迁将先秦时期的“书法不隐”和“据事直书”

的史书编纂原则发展为《史记》的“实录”精神。关中地区的秦人

承袭了先辈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这份弥足珍贵的遗产以集体

无意识层层积淀、渗透于秦人的心魂之中，锻造出秦人率真、刚

直的文化性格。

“笔耕组”怀持对文学负责的庄严心态，将文学视为神圣的

事业，采用“剜烂苹果”的批评方法，坦诚地指出作家文本中存在

的问题。例如，费秉勋指出贾平凹创作有“混沌抽象的弊病”，还

有人批评陈忠实“根本就不懂小说为何物”。这种严厉、尖锐、直

率的批评风格，却使陕西作家受益匪浅。在“笔耕组”的批评事业

中，批评家与作家既是挚友又是诤友，他们的批评出发点是希望

文学进步，批评家与作家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当时，“笔耕组”

成员正逢人生盛年，意气风发地活跃于文坛。他们的批评意见不

仅在会议上发表，还以文章的形式得以保存。1980年至1984年，

《延河》杂志刊出“笔耕组”批评陕西作家的文章 15篇，而《文艺

报》亦刊出“笔耕组”成员刘建军、肖云儒、胡采、李健民、李星、王愚等人批评陕西作

家作品的数篇文章。这些批评文章不仅承载着“笔耕组”的文学追求与理想，也展现

出他们对人民和时代的勇敢担当。

二、守正创新，服务时代。从1981年到1985年，“笔耕组”遵循全国文艺发展的

大方向，围绕文艺界的热点理论问题，结合陕西本地文学创作实际，有组织、有计划

地开展了四次主要活动：一是1981年3月有关文学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对路遥产生

了较大影响，《人生》可以说是这次真实性理论的文学产儿。二是1983年4月讨论现

实主义和现代派问题，会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西文艺发展比较、汉民族文化

美学精神、现实主义如何吸收现代主义因素多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三是1983年

持续9个月的“小说创作提高与突破笔谈”，讨论队伍阵容庞大，除了“笔耕组”成员

外，也有外地批评家缪俊杰、阎纲、何启治等。四是1984年至1985年中篇小说创作

研讨会。会议上，群贤毕至，共同为陕西文学的突破与发展献计献策。需要注意的

是，在“笔耕组”正式成立之前，胡采、王愚、畅广元、费秉勋、刘建军等人便以《延河》

编辑部为中心开展活动：包括1977年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短篇小说创

作座谈会、1979年小说和诗歌作者座谈会和文艺评论座谈会、1980年“太白会议”

等。这些会议的议题与时代、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批评家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鲜明

的人民意识和介入文学现场的情怀，守正创新，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复

兴与繁荣。这些活动可视为“笔耕组”的前期准备，从批评队伍的建设到理论储备，

为“笔耕组”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帮学传带，薪火不灭。为了推动本地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笔耕组”成员根

据个人兴趣和专业关注，与特定作家结成对子，就文学基本理论知识和作家创作中

的具体问题提供咨询和指导。例如，蒙万夫和刘建军指导柳青和陈忠实，费秉勋指

导贾平凹，李星指导路遥，薛瑞生指导京夫，肖云儒指导邹志安等。这种指导关系不

仅促进了作家的成长，也形成了批评家独特的研究方向，使得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陕西当代文学批评队伍中，胡采作为第一代批评

家，与王愚、李星、刘建军、畅广元、肖云儒等“笔耕组”成员第二代批评家，以及赵学

勇、韩鲁华、仵埂、李继凯、邢小利、李国平、段建军、李震、周燕芬等第三代批评家，

形成一个连续的批评传统。“笔耕组”如同一根红色的纽带，将三代文学批评家紧密

联系在一起，确保批评传统的赓续。在1981年至1985年“笔耕组”的活跃期，胡采和

王愚等前辈召集高校及其他文化部门人员展开文学活动。随着1985年1月《小说评

论》的创刊，陕西文学批评进入了后“笔耕组”时代（新闻发布不再以“笔耕组”名义

出现），第二代、第三代批评家在《小说评论》的平台上继续开展1980年代中后期的

文学活动。在陕西文学批评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代际传承，资

深批评家对年轻一代的指导和帮助，确保文学批评的圣火得以传递。例如，李国平

在1982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作协，跟随胡采、王愚、李星等前辈参与“笔耕组”的文化

活动，渐渐领悟文学的精髓，并在2005年担任《小说评论》主编，继续传承文艺批评

之薪火。在高校中，畅广元之于李西建、李震等学生的影响，以及刘建军、蒙万夫、费

秉勋之于段建军、周燕芬等学生的影响，都是这种师生传承的典型例子。这些关系

不仅促进了学术的传承，也保持了文学批评的活力和连续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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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的工业经验凝聚为新的美学
——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的考察

□张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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