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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文艺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王金双 楚 昆

  近年来，文艺创作的数量不断增长，而精品力作则相当匮乏。文艺创作的质量和数量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引起了普遍关
注。引导文艺创作从数量规模向量多质优转变，已是刻不容缓。

    文艺创作虽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精神劳动，很难进行量化管理，但是，文艺创作毕竟不完全是个人的

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对它进行规范和调节。比如可以帮助有些作家艺术家更好更快

地选准适合自己个性的创作目标，努力创作出优秀作品，而不是将才华稀释在平庸的创作上。同时，在

尊重作家艺术家创作个性和艺术探索的基础上，倡导他们充分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既反对“题材决定论”，也反对“题材无差别论”，创作出既符合时代需要又符合历史需要的作品。

    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是一对相当复杂的范畴。既不能从单一层面上认识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

系，也不能混淆不同层面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而应从多个层面上把握它，否则，就会割裂两

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作家艺术家的情况都很不相同，有些作家艺术家是捷才，创作

既多又好；有些作家艺术家是慢才，创作少而精。有些作家艺术家作品数量众多，既有精品力作，也有

平庸之作；有些作家艺术家非常勤奋，创作数量可观，但乏善可陈。同时，不能不看到，有些作家艺术

家之所以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平庸作品，不是因为出手过快过多，而是因为才能欠缺。

    文艺创作是以“少”为贵，还是以“多”取胜，恐怕不好一概而论。应该说，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

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地位决定于其文艺作品的数量（包括文艺作品的丰富和多样）。1935年12月，

朱光潜和鲁迅在把握中国诗人陶潜伟大之处时发生了分歧。朱光潜认为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

烈”，指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

穆’，所以他伟大”。而鲁迅则尖锐地指出，历来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

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陶潜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

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可见，鲁迅和朱光潜不仅在审美理想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全面认识陶潜

诗歌创作上也产生了分歧。鲁迅全面真实地把握了陶潜伟大之处，认为陶潜除“悠然见南山”之外，还

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显然，陶潜如果没有

创作的丰富多样，如果缺少“金刚怒目”式的诗歌创作，其成就可能大打折扣。

    作家艺术家多产的好坏不但取决于文艺创作有无质量，而且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特长。不同的作

家艺术家在文艺创作上是很不同的，有的作家艺术家写得既快又好，多产并不影响他们的创作质量。尤

其是一些天才的作家艺术家，拥有极大的生产力，虽然在他们的文艺作品中糟糕的并不比一般作家艺术

家少，但是，这很难说他们的文艺创作是“少”好，还是“多”好。莎士比亚写下了154首14行诗，有

的是杰出作品，有的则水平一般，跟同时代人的作品差不多，有的甚至还不尽如人意。恐怕不能因为这

些天才的作家艺术家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文艺作品就限制他们的创作，否则，就不但遏制了他们写出精

品力作的几率，而且压制了他们的艺术探索甚至冒险。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

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然而，如果没有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勤奋写作，那么，这种学与思就

很难深化和系统化。文艺创作的量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鼓励作家艺术家多创作。虽然这种量化管理

不能因人而异，颇遭诟病，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有些作家艺术家勤学勤思勤创作的作用。的

确，有些作家艺术家是响鼓不用重锤。例如，对于作家刘绍棠、路遥来说，任何量化指标都是多余的，

反而应该不断提醒他们注意劳逸结合。然而，对于那些不够勤奋又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一定的量

化指标是必要的。否则，他们就会将时间和才华浪费在旁门左道上。

    作家艺术家多产的好坏不但取决于文艺创作有无质量，而且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目的。马克思曾

经称赞英国诗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

并以此与“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做出了对比。马克思认为前者是非生产劳动者，后者则是生

产劳动者。这两种类型作家的根本区别就是他们创作目的不同。本来，文艺创作的多与好不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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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作家艺术家创作目的不纯，急功近利，非常浮躁，根本没有耐心反复修改润色，以至于文艺

作品“硬伤”频仍，错误不断，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用不好，在他们身上不幸出现了多与好的矛盾。19世

纪法国作家雨果就出现了这种多产而粗制滥造的现象。1831年12月1日，德国作家歌德在与艾克曼谈话

时指出，雨果过度多产对他的才能起了损害作用。歌德认为雨果“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

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而且他像是为挣得大批钱而工作。

我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的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多做些工作才

行”。在这个基础上，歌德进而指出：“才能较低的人对艺术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工作中除掉完工

后能赚多少报酬以外，什么也不想。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就决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

    对于一个时代的整体文艺创作来说，文艺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没有一定质量，也是不行的。这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即使数量庞大，

如果绝大多数都是质量平平的，也算不上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相反，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如果只有少

数几个样板存在，那也是荒凉的。因此，判断一个时代的文艺是否繁荣，既不能只看文艺作品的数量，

也不能只看文艺作品的质量，而是两者兼顾。从整个文艺创作来看，没有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产生，就

不可能产生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正如埃及金字塔，没有宽广的塔基，就没有高高的塔尖。因此，正确

地把握文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就是分别对待不同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创作，既要看到文艺世

界的差别即不同作家艺术家文艺创作的差别，也要看到文艺世界的联系即不同作家艺术家文艺创作的联

系。针对广大作家艺术家提出某种理想要求，与这些作家艺术家在实现这种理想要求时达到了什么程度

是两回事。绝不能因为广大作家艺术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点滴努力。这就是

说，要积极肯定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勤奋努力，也要敦促他们力争写出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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