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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在文艺多样化的发展中大有可为

【作者】何雁 熊元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批评在促进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引领多样化的文艺

的科学发展上却几近“失语”。要真正摆脱这种困境,就不但要正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

展规律,而且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大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科学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是包容多样、尊重 差异的多样化文艺,但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绝不意味

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这种多样化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

现异己的文艺。如果对这种多样化文艺放任自流,那么,这种多样化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会迷失

前进的方向。因此,我们在肯定当前中国文艺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应特别强调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进步文艺的引领作用。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在回答“中国为

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以及“中国怎样才能产生伟大作品”这些问题时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

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毛泽东认为,“中国近年来所以没

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有其客观的社会的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

了。……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2年版第15—20页)毛泽东70年前提出的衡量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三大标准,不但是过去,而且是今天

和明天产生无愧于民族、时代的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提出的要做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三

个条件也可以说是对进步文艺提出的要求。  

  进步文艺不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衡量其他当代中国文艺作品的标准。因此,当前

中国文艺批评首先要在多样化文艺发展中发现和把握这种进步文艺,然后努力找出当前中国文艺与这种

进步文艺的差距,并挖掘当前中国文艺所蕴涵的进步文艺成分。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文艺批评既不能只

看到当前有些中国文艺作品与进步文艺的差距,而看不到这些中国文艺作品所蕴涵的进步文艺成分,也

不能在多样化的文艺中无所适从,丧失应有的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甚至拒绝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

判断。而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的“酷评”或只看到当前有些中国文艺作品与进步文艺的差距,或否认这

种差距。  

  在纷纭复杂的多样化文艺中,当前中国真正的文艺批评首先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发现和把握进步

文艺。所谓历史的制高点,就是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然后自觉地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

列。其次,真正的文艺批评要大力增强进步文艺对其他文艺的引领作用。也就是说,真正的文艺批评要

辩证地把握进步文艺和其他文艺的复杂关系,不但要指出其他文艺和进步文艺的差距,而且要善于挖掘

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蕴含的进步文艺成分并促进一些优秀作家见贤思齐。  

  在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时,我们应积极肯定它对“新写实”小说的超越。也正是因为这种

超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最有生命力的文学。“新写实”小说就是以粗鄙实用

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活着”就是一切,这是人物的行为准则。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批判了这种

“现代意识”。它从三个方面同“新写实”小说区别开来。(一)在审美理想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审

美,即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开掘真、善、美,开掘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而“新写实”小说是审

丑,即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和物质精神的烦恼,揭露生活中的丑陋、畸形、堕落、变态,在“审丑”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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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生,但缺乏批判。(二)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写实”小说同是描写最底层的小人物,但是,前者没

有像后者那样描写在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中趴下的小人物,而是着力地描写了站起来的小人物。(三)在道

德追求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的小人物在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中尽管有挣扎,有妥协,但是是清醒

的。这些小人物是明知其恶,其不道德,不得已而为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这种生存的痛苦也是一种批

判,是自我否定。而“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小人物在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中是麻木的,是醉生梦死,是自

得其乐,这种乐在其中显然是对善、对道德的真正彻底的否定。面对这种创作倾向,我们的文艺批评只

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才能发现和把握进步文艺并正确区分当前中国文艺的主流与支流甚至浊流。  

  无疑,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上把握当前中国文艺,难以真正深入地把握当前中国文艺所反映的历史

内容,更不可能发现和把握进步文艺并正确区分当前中国文艺的主流与支流甚至浊流。有些人仅仅停留

在精神层面上把握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精神背叛,没有看到这种背叛的历史根源。其实,

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而这种社会背叛又是当

前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演变的产物,即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发生退却和背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

出了当前中国社会不少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有些作家仅仅只是把握在历史

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而不去挖掘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作家虽然积极地表现了一

些英雄人物,但是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是一些孤胆英雄。也就是说,他们的高尚动机不是从他们所处的历

史潮流中得来的,他们不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不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人们从这

些孤胆英雄的个人命运中是看不到历史的未来的。正是因为这些英雄人物大多都是孤胆英雄,所以,不

少这类文艺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大多是正不压邪的。这些文艺作品没有写出基层民众的斗争力量,没

有写出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没有写出他们在矛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其视野仍然局限在少数

个人的身上,而基层民众大多是无力自助,消极地屈服于命运,甚至放弃了任何自助的努力。显然,这些

作家只是把握了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而没有看到历史人物的真实动机,没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加

强文艺评论 促进文化繁荣 

  所谓中国文艺批评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发现和挖掘进步文艺,不是脱离现实生活抽象地提出和肯定

一些正面价值,而是要深入地把握当前一些正面价值的现实内容。有人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

其次‘最缺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今天的不少作品,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

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

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还有人在深刻地批判了当前中国严重缺失审

美向度的文学时认为,这种缺失审美向度的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美不在场,即单向度地挖掘和想象社

会黑暗和人性丑恶,而拒绝抒写真、善、美对假、恶、丑的抵抗和阳光对阴霾的驱逐。因此,脱离现实

生活抽象地提出和肯定一些正面价值,而不挖掘这些正面价值的时代内容,是难免空洞和虚幻的。可以

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

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  

【原载】 《光明日报》200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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