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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批评家面临的时代问题
李云雷

新一代评论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文艺作品做出具体的分析与评判，还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主

要包括：我们为什么要评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评论，评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一系列的问

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是时代语境变化的结果，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面对批评本身运营的机制，及

其所遭遇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作出让自己信服的回答，批评自身的发展便会

缺乏内在的动力，缺乏生机与活力，也无法负担起时代所赋予批评的使命。新一代评论家只有将这些问

题纳入自己的问题意识之中，并加以探索，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

　　回顾五四以来的文艺批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批评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即是公共空间的开拓，在

五四之前，以评点、诗话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艺批评，更注重对文艺作品的鉴赏品评，更多的是三五好

友“奇书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五四以来，文艺批评的社会职能与面对的对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伴随着现代报纸刊物等新兴媒介的发展，批评成了一个公共事物，不再面向私人，而是面向社会公众，

批评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任何读者，只要有兴趣和能力，都可以进入，这个空间也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既向作家与知识界敞开，也向社会公众敞开。应该说公共空间的开拓，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这既是五四知识分子社会与文学整体理想的一部分，也是其重要载体。20世纪中国的“新文

学”，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传播发展，并在历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则

是这一公共空间的萎缩。萎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在文化与社会整体领域位置的变

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在一个泛娱乐化与消费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得到突显，

而其认识启迪功能则大为弱化，文学尚且如此，批评的位置便显得更加尴尬。在这样的情境下，严肃的

讨论与争鸣很难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也很难发挥其社会功用，我们为什么要评论、评论能够起到什么

样的作用，等等问题便突显出来。当然在这里，也存在批评自身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院体

制的建立及其规范化，文学批评也被纳入学科建设之中，更多地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不再直接面

对读者、公众与当代社会及其精神问题，更多地在理论层面展开论述，而较少涉及到当代的作家作品，

文风也更加晦涩难懂，普通读者很难进入，这些都让文学批评从公共空间中退出，而成为一种专业领域

的研究。

　　在这样的情境下，青年批评家要想在批评领域有所作为，不仅要对当代作家作品发声，而且要致力

于重建文学批评的公共空间，让文学批评走出专业领域，在文学批评与当代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

连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借鉴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文学批评的运行机制，

及其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在我看来，五四以后文学批评运行机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文学批评构建

了一个公共平台，在其中提出并讨论重要的文学、思想与社会问题，而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鸣、讨论与

商榷中，共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可以说这是一个更为开阔而又宏大的视野，文学批评所关注和评论

的不只是文学，而是包括思想、艺术、社会等问题在内的一个时代的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只需看看

鲁迅、陈独秀、胡适、茅盾、周作人等五四时代的批评家，他们虽然讨论文学问题，但文学问题只是他

们整体问题意识的一部分，他们身处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中，以其思想的力量承担起知识分

子的使命，为中国文学开拓出新的境界与命运。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态度并不相同，比

如陈独秀谈的是“文学革命论”，胡适谈的是“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谈的则是“人的文学”与“平

民的文学”，但就整体而言，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却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话语场，一个公共性的文化空间。

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时代最为核心的精神命题，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不只五四时期如此，可以

说从五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都走在时代最前沿，提出并回应时代提出的文学、思想与社会

问题，在整个社会中也处于重要位置。

　　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问题意识，缺少严肃的思想与艺术争鸣，我们并不缺乏

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在这方面毋宁说是“过剩”的，但大多却是就文学谈文学，缺少一种更加宏观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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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而对于新一代评论家来说，缺乏问题意识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尚没有将个人所遇到的问题学术化

与历史化，让之成为其文学批评的一部分，或者说不少人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师长一辈的问题意识，并未

将新一代人的经验、情感与思考带入到研究之中，从而提出新时代青年所面临的新问题，这可以说是新

一代评论家所面临的瓶颈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或许不仅仅是读书治学，而是从学院中走出

来，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有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同时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相对化”、“历史

化”，将之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学批评充满生机与活力。评论应该有感而发，而

在有感而发的背后，则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以及我们的文学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文

学批评所面对的对象不只是作品，也是整个世界，或者说评论家是带着对整个世界的理解进入作品的，

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及物的，才能不断为我们带来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

　　青年批评家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仅仅是文艺批评及其语境的变化问题，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承

担起时代所赋予文学批评的使命，或者说如何以文学批评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变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发现自己的问题，或者发现时代的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在文学批评史的视野中，我

们可以看到，伴随一代评论家成长起来的，是他们所倡导的新的美学原则，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

新经验以及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在1980年代，当时评论家所面对的是“文革文学”的问题，他们也正是

在反思中重建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1990年代，当时的评论家所面对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当时的评论

家集中讨论的便是市场经济、人文精神、日常生活、个人经验等重要命题。那么，对于新一代评论家来

说，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既涉及到个人问题，也涉及到时代问题，既涉及到经验问题，也涉及

到美学问题。如果就具体的文学评论来说，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

品，第二是我们如何理解作品产生的文艺环境，第三是我们如何认识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也即我们

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这三个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只有将一部作品置于更加宏阔的背景中，并结

合当代中国社会与精神的重要命题加以讨论，才能对一部作品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才能让潜隐于时代无

意识的问题得以显影，为读者与社会公众所认识、了解并参与。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才能

真正形成。新世纪以来，围绕“底层文学”、“非虚构”、“中国故事”、“80后”等命题所发生的讨

论、商榷与争鸣，波及甚广，在文学界与社会领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也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评论

家介入文学、介入实践、介入现场的姿态，虽然围绕着这些命题的争论尚不充分，理论建设也不足，但

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无疑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也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评论家

只有站在时代前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才能重建新的公共空间，才能让文学问题与当代中国问题紧密

联系在一起，并在积极探索与相互争鸣中，发掘新经验，创造新美学，与当代中国与当代文学共同成

长，开拓出新的空间与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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