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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变迁与文艺批评发展

【作者】彭松乔

  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正成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重要的“软实

力”，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文化生态环境也因为当今社会剧烈变革中多

元文化相互激荡而处于不断解构和建构的变迁状态。很显然，今天的中国文化生态环境同改革开放前

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与1980年代、1990年代的状况有着很大不同，甚至和几年以前也存在

显著区别。如果说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化生态由于超常稳定显得过于僵化、缺乏活力的话，那

么今天的中国文化生态则由于多元因素相互角力而显得异常活跃、难以指认了。因此，正确把握其中

的核心文化因素对于文艺批评的影响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它们主导着今日中国文化生态变迁的基

本格局，决定了中国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趋势。就此而言，市场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三

大因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所谓市场文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依托而形成的一种现代商业文化。它以市场价值为基本理

念，遵循资本效益最大化原则，相信价值规律在市场调节中的普遍作用。市场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

面以市场机制彰显富国富民的无限生机，另一面则以利益驱动无情地撕裂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铠

甲。随着文艺领域的进一步市场化，文艺的商品属性正在被日渐放大，“版权”、“发行量”、“排

行榜”、“码洋”越来越成为衡量艺术家及其作品艺术地位的标竿。市场文化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仅以长篇小说创作而言，现在每年公开出版的就有1000多部，这与上个世纪

80年代每年几十部、上百部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市场文化也为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言说空间，

在美术界、文学界、戏剧界、电影电视界以及音乐舞蹈界，多数作品面世时都会伴随着或多或少或褒

或贬的评论，以扩大它的市场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市场文化也为“捧角”式批评、“树碑立传”式

批评、“作秀”批评、“红包”批评、广告批评、人情批评、圈子批评、空头批评、媚评、酷评的产

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因为它符合市场化运作的规律，符合商业赚钱的逻辑。在市场文化语境下，那

种以文艺本体为观照对象，从作家、作品和创作规律、创作方式出发开展的“独立文艺批评”“纯文

学批评”，因为缺乏市场需要的元素，几乎很难在社会公共领域找到发出这类声音的话语空间。  

  大众消费文化，本是20世纪兴起于西方后福特主义时期的一种文化潮流，是指由于生产相对过

剩、消费相对不足，为了刺激人们扩大消费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大众消费文化实质上是市场

文化的延伸。在大众消费文化的导向下，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真正的生活需要，而是突出地表现

为企业家为追逐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制造的虚幻消费景观。它引导大众把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完全寄托在

商品消费之中，最终导致异化消费。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社会的控制强迫人们被

高度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所支配，必须麻木不仁地去干已非真正之所必须的工作，必须去缓和和延长

这种麻木不仁状态和娱乐方式。”如果我们不讳言本国实情的话，应该说今天的中国也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大众消费文化症候。在大众消费文化驱动下，文艺自身成了被消费的对象，因而如何刺激人们的

文艺消费行为，拉动文学艺术的消费市场就成为文艺批评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关键问题。有关文学艺

术的休闲、娱乐和宣泄功能被突出地强调出来，而传统的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艺术文本维度悄悄退

隐了。借助于流行文化，文艺活动中“戏说历史影视热”、“80后青春小说热”、“身体写作热”、

“原生态歌舞热”、“青年歌手大奖赛”等各种热点现象弥漫开来，受到大众和媒体的极力追捧。一

些知名批评家或在“百家讲坛”开讲，或借各种文艺赛事亮相。文艺批评中“排行榜”、“评分”、

“打星”等大众易于接受的流行方式大行其道，什么“中国现代十大诗人排行榜”、“最新小说销量

龙虎榜”纷纷出笼……通过这类批评，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扩大了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但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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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类批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正在受到普遍的质疑。  

  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及其互联网为依托而存在和传播的一种媒介文化。它以数字化技术为媒

介载体，以赛博空间的虚拟真实为对话场域，以“比特化”的超文本、多媒体叙事为自由空间，是一

种能够即时表达大众情怀和民间趣味的文化。作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文化，网络文化无疑对今日

中国文化生态变迁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正与日俱增。

有人认为，网络文化对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在“体制重建”方面，实现了“原点解构的谱系性转

换”，这基本上是可以采信的。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在写作中，网上就开始流传和评论；

李安的《色·戒》还没有公映，网上就开始了有关床戏和版本的讨论；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刚

一出版，有关作者的非议举世皆知……网络极大地降低了人们了解世界，发表作品、见解和思想的门

坎。互联网改变了文艺作品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文艺批评的格局。过去，依赖传统媒介的稀缺性而

获得话语垄断权的专业文艺批评，在今天虽然还不能说被海量的“业余”批评声音所淹没，但其影响

力大打折扣是确定无疑的。互联网及其BBS、博客让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媒介，而稍具名气的门户

网站首页链接的博客文章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带来成千上万的点击量，何况某些网络书迷、影迷、电视

迷、戏剧迷、舞蹈迷所撰写的批评文章在文笔和体验方面，在信息量传播方面也还有专业批评家所不

曾涉及或不敢涉及的内容，因而有时显得更加鲜活、生动和犀利。这样一来，从前那种由重量级批评

家“一语定乾坤”、“一锤定音”的定性批评再也难以找到自信的根据了。  

  正是由于市场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三大核心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才奠定了今日中

国文化生态变迁的基本格局，带来了文艺批评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也由于它们的作用，一些次生

文化如“青年亚文化”、“女性亚文化”、“后现代文化”、“打工文化”等也相应地繁荣起来，并

伴生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夸大文艺批评的成就还是把

批评现状描绘得一片黯然都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与不合时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着眼于文艺批评的发

展，深刻揭示文化生态变迁带给文艺批评的正面与负面效应，从积极方面推进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由此观之，文化生态变迁带给文艺批评的效应应该是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互具，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并存的。任何简单的肯定，或是简单的否定都是脱离当前文艺批评实际的。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要当好好先生，遮蔽文艺批评中业已存在的问题，而是要从这些问题出发努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

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营造良好氛围。”这为我们今天推进中国文艺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既

然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文艺批评来营造良好氛围，那么搞好文艺批评自身的建设就显得相当重要。

因此，文艺批评如何在文化生态变迁的新形势下，调整自身的不适应状态，提升在文化建构中的话语

权，进而引领多样化文艺的健康发展，是值得广大批评工作者认真思考的一大紧迫课题。这里面涉及

的内容十分丰富，目前尤为紧迫的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应文化生态变迁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开展文艺批评。如前所述，当今中国社会包括

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大河改道式的巨大变化。面对如此陌生而复杂的文化和

文艺现状，文艺批评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跟进时代潮流，而是依据原有的价值尺度、批评方法和理论

语汇开展批评工作，那么，理论失效、思想瘫痪，乃至严重失语等批评颓败情况的出现，也就在所难

免了。因为这样的文艺批评是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的。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

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

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这不仅对文艺创作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文艺批评来说同样也是如

此。  

  第二，尊重艺术家的劳动成果，从文本细读中架设创作与批评之间的桥梁。谁也不会否认，文艺

批评的前提是充分尊重艺术家的劳动成果，认真感受和研究其艺术文本。但是，如今的中国文艺批评

界，由于受到市场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负面影响，浮躁之风四处弥漫。许多批评者不愿意静下心来

仔细研究艺术文本，就到处发表“高见”，导致文艺创作与批评之间严重脱节。而今，写者自写，读

者自读，评者自评的互不相涉、漠不相关现象相当普遍。一些重要的创作成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评

论，一些带有典型性的创作难题也得不到有效指导，即使有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由于作者没有认真

细读文本，也是隔靴搔痒。因此，从文本细读中架设创作与批评之间的桥梁显得格外重要，它体现了

对艺术家的劳动成果的充分尊重。  

  第三，加强批评家队伍建设，提升文艺批评的文化建构水平。当今在中国文艺界，批评的公信力

和权威性受到严重破坏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又与批评者的人格缺失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要

重振中国文艺批评事业，建设一支适应文化生态变迁的时代要求而又具备较高的艺术感受力和道德情

操的德艺双馨的评论家队伍显得十分迫切。新的批评家，既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资源和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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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始终保持自身的文化操守和艺术品位。一方面他应该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的专业知识、敏

锐的判断能力以及与时俱进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他又应该具有宽广的艺术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

这样他才能在文化生态变迁的语境下对各种文艺现象作出高质量的、令人信服的独立评论，从而提升

文艺批评参与文化建构的水平。  

  第四，包容多样而有差异的批评，用进步的文艺观引领多样化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前文已经提

到，由于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批评自身的生态也随之发生了许多改变。而今，像学院批

评、职业批评、电视批评、网络批评、精英批评、草根批评、主流批评、大众批评等不同的批评形态

经常会发生碰撞，因而如何对待不同的批评声音，是我们正确把握中国文艺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变

量。这就需要我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事业出发，既包容多样而有差异的批评，同时

又不放任自流，让那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批评各行其是，我们必须用进步文艺观引领

多样化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进步文艺事业的内在追求。 

【原载】 《文艺报》20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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