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网首页  

本网首页  

学术社团  

学术期刊  

文学所  

文学系  

博士后  

访问学者  

文学评论网络版  

文学遗产网络版  

文学年鉴网络版  

文学人类学通讯  

学界要闻  

原创天地  

比较文学  

域外汉学  

学者风采  

学人访谈  

论著评介  

学术争鸣  

专题研究  

诗文鉴赏  

古籍整理  

书目文献  

注册   会员中心   投稿指南    联系我们  

2010年6月28日 星期一  

用户: 密码: 登录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争鸣 

  生态环境的建立，是90年代文学批评与80年代文学批评的根本性区别。80年代缺少良性的文学生态环

境，因而它的批评形态比较单一，它的生存状态也是十分脆弱的。  

  讨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文学的关系，其实就是讨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问题。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是

与改革 开放三十年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前一个三十年依着于后一个三十年。把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提出

来，是想强调这三十年的历史具有一致性、一贯性、延续性。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三十年文学，就会感

觉到很难从这三十年看到历史的一体性，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断裂痕迹。我以为大体上可以把

这三十年的文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80年代”，一个部分是“90年代”。事实上人们也注意到了

这三十年之间的变化，并用不同的方式给这两个部分命名，如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

学”，或者叫做“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我比较认可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这不是一个时间上的

概念，它强调的是新时期文学到了90年代末期就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历史阶段的更迭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文学的转变也是建立在社会转型的

基础之上的。  

  90年代的文学批评看上去与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发生了严重的脱节，是80年代建立起来的文学秩序的反

动，并逐步建立起文学批评的新秩序，今天我们大致上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90年代文学批评的运行轨迹，

可以这样描述这个运行轨迹：它正在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大厦。因此90年代的文学批评并不是

简单地延伸过去的批评历史，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在这

个过程中学院派批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0年代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意义就在于它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批评生态环

境。1990年代主要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语境、文学格局、知识谱系、学科体制及知识生产的方式

都已经有了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

代，这个新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人们会感到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80年代文学批评缺少明显的承接关系。80

年代文学批评讲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和革命的元话语，但这种元话语是脆弱的，必须依赖于适宜的

政治土壤。80年代后期的文学批评已经积蕴起充分的创造力，但又受制于这种脆弱性。90年代初期文学批

评的沉寂是这种脆弱性的必然结局。但随之而起的中国社会转型，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契机。文学批评

便选择与过去断裂和错位，在市场经济提供的新地上逐步营造出比较良性的生态环境，为文学批评的发展

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生态环境的建立，是90年代文学批评与80年代文学批评的根本性区别。80年代

缺少良性的文学生态环境，因而它的批评形态比较单一，它的生存状态也是十分脆弱的。  

  若要对此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就需要将80年代的文学批评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就是

说，需要把80年代与五六十年代甚至40年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看，它们属于同一个知识谱系，构成一个

历史阶段。顺便说一下，从历史的合逻辑性来看，显然“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提法除了具有一种纪念性

的意义外，是无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历史的。那么，80年代文学批评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批评被完全政治

意识形态化的、单一制的文学环境，批评最终都得服膺于政治意识形态，就像是农业生产活动中，规定只

能种植一种农作物，所以它是缺乏生态性的。但是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彻底改变了这种单一制作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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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逐步营造出一种批评的生态环境，这种批评的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协调性、互文性、整体性的特

点。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基本上确

立了一个多元对话的批评场域，并逐步朝着一个自主的、自立的批评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分别从思想知识资源、批评制度、媒体社会、批评主体等几个方面来看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

生态化的趋势。从思想知识资源看，新旧资源并行不悖地获得了协调和整合，在丰富资源的基础上逐渐显

露出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可能性。从批评制度看，既包含一套行之有效的、共同遵守的批评规范，也包含

政治思想体制、社会法规对于批评活动的约定，文学批评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遵循着批评制度的约

定。1990年代的批评制度在对传统沿革的基础上发生了重要变化。进入到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

的建立，我们社会也基本形成为一个媒体社会，媒体是批评生态环境中重要的有机体，它影响着批评的进

程和走向，它对批评又起着放大和屏障的作用。同时，它也形成了“媒体批评”这一样式。网络这一新媒

体的兴起也对文学批评带来非同小可的影响。而从批评主体来看，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一支庞

大的队伍，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地域特征，使其各有自己的批评风格和批评姿态。下面不妨以媒体社会为

例，对生态化趋势做一些具体的展开。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派批评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建立在体

制化和概念化基础上的学院派明显有脱离实际的弊病，因此当代文学批评目前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问题

意识，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需要有理论的眼光，也需要有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

体验，如何把这二者整合起来，文学批评刊物就起到了衔接和沟通的作用，在批评家类型化越来越明显的

状态下，文学批评刊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我们目前有数十种公开发行的文学批评刊物（包括几份专业

性的批评报纸如文艺报、文学报），比较有影响的也有十余种之多。这些文学批评刊物不仅是当代文学的

宝贵财富，而且也是我们能够在一个全面市场化的的社会形态中坚守文学精神的一道屏障，更重要的是，

这些文学批评刊物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生产链条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许多问题都是由文学批评刊物最

先提出来的，问题意识也是文学批评刊物赖以生存发展的关节，一份文学批评刊物的质量水平往往就可以

从它有没有足够的问题意识衡量出来。因此，在媒体社会，各种类型的批评不仅分野明显，而且相互之间

也形成阻隔，正是文学批评刊物这种专业的媒体因其在文学生产链条中的特殊作用而为各种类型的批评提

供了一个相互沟通和牵制的生态环境。  

  我们在谈论90年代文学批评时，自然会想起文学批评屡屡遭遇到尖锐指责的处境。90年代的文学批评

可以说就是在指责和谩骂中走过来的。既然骂声不断，为什么还要如此充分肯定90年代的文学批评呢。其

实，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指责和谩骂并不可怕，指责和谩骂的存在，恰好证明批评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

在一个良好的批评生态环境中，各种声音构成了互补互动的作用。8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确充满了创造的激

情，充满了新鲜活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但是80年代又是脆弱的，它的创造激情经受不起一点点

打压，如果80年代的文学批评遭遇到90年代以来责骂，可能很快就会崩溃。  

  必须承认，尽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呈现出生态化的趋势，但并不能乐观地说，如今我

们的文学批评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学作为一种隐喻，它描述了文学内部的文本与文

本、文本与主体之间以及文学外部的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错综复杂的、互动的、对话的、

立体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批评生态环境也许还在不断的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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