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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人对当下文学批评提出质疑,这种质疑最主要的还不是担心批评人才的缺失和批评话语的

减少,问题的焦点更多地指向批评的诚信和力量的丧失。说到底,批评的有效性成为大家担忧的重点所在。  

  当代批评不缺少专业人才,在高校、社科研究界和文学界,专业的批评人才比起上世纪80年代更显人才

济济,当代批评也 不缺少话语机会,学报、媒体及各类专业性杂志,为批评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然而这并

没有使批评的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反而常常听到诟病之声。批评的有效性于是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失

效的批评被指责为以下几种:一、过度的吹捧只为吹捧对象独自受用,读者并不认账,而且这背后的动力常

常与利益相关,“红包批评”、“人情批评”腐蚀着批评的诚信。二、粗暴的酷评伤害着酷评对象的热情,

批评家很难因此换来“说真话”的名誉,反而受累于简单粗暴的指责。三、媒体“炒作”下的批评尴尬。

常常不是批评家,而是媒体制造一种热点现象,这些现象是文学又非文学,似有艺术的成分又与艺术无关,面

对这样一些现象,批评家的确常常处于“失语”状态,集体的沉默既让人觉得是一种冷漠和麻木,但也不无

对批评原则的坚守。四、批评的泛化淡化了批评的功能。今天的批评家已经不仅仅是文学的、艺术的批评

家,他们常常关注更多的领域,谈论更广泛的话题。批评家对文学艺术的专注程度大大降低了,这让人怀疑

批评家在职业精神上的诚信。  

  面对这样的困境,当代批评面临着环境建设和自身建设的双重任务。  

  有尊严的批评需要理解和支持的环境,批评家的劳动显然与市场相距最远,在文化产品与市场的关系越

来越紧密的今天,批评的传统功能在弱化,批评要么因之失效,要么就被市场因素利用。批评的“权威感”

很难确立,它的“实用性”却被强调。在文艺图书的封底或“腰封”上,批评家的只言片语赫然醒目地印在

上面,在一篇访谈或专题报道里,批评家对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大话”被引用,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批

评家责任感的丧失所致,这实在是批评被利用、引诱并被“豪取强夺”的结果,批评在强大的文化市场面前

显得无奈而又无辜。就此而言,批评家还缺少专业的、纯粹的话语空间,批评家的劳动需要实质性的理解与

支持。批评家要想不被文化市场左右和利用,他们的劳动需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支持。这样的意识正在得

到强化,加强文艺评论的要求和呼声,正是批评重塑形象的机会。  

  批评的自身建设是批评家的本职。批评家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确立尊严、自信和力量。真正的

批评是充满难点的批评,是自身不断反思的过程,是与批评对象对话和互动的过程。  

  批评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批评是一门科学,哲学背景、理论功底是批评家的必备课,批评家手中的笔应

有“手术刀”的功能,能够理性地面对感性的艺术,条分缕析地对作家作品作缜密的分析。这种分析的过

程,既要显示批评家独有的理论视野,还要将科学的公正性寓于其中,使批评成为一种令人信服、启人思智

的活动。正如李健吾先生所说:“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那种

直抵灵魂深处的批评,那种科学分析能力的批评,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批评。但同时,批评又是一门艺术,是

“第九个缪斯”。这是对批评家对艺术的感悟能力的考验,同时也要求批评家能用艺术的眼光、艺术的笔

法面对艺术创造本身。  

如何增强批评的有效性 

阎晶明 



  批评应是寓严肃于有趣之中的活动。批评是严肃的,它常常要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划定边界,和他们一

起探讨得失,在讲原则的问题上,批评家不能动摇自己的意志。但批评又必须是一项有趣的劳动,批评不能

刻板,更不应该板起面孔吓人。法官式的批评家是令人生厌的,审判式的批评不是批评的正途。批评是一种

阐释,一次批评活动,就是批评家与作家的真诚对话,这场对话中,批评家和作家地位平等,各有优势,他们应

当坦诚相见,成为艺术上的“诤友”。批评应在阐释、对话中确立尊严,“围炉夜话”是最高的批评境界。  

  具体到当下批评,我认为批评家最应做的事在于:  

  一、理论批评深化。新时期文学初中期,理论批评曾迎来一个热烈的时代,译介而来的各种批评理论被

批评家热衷,批评家特别愿意把自己理解的批评理论化、系统化。无论如何,那是一种热烈的场景,批评家

的知识和智慧令人羡慕。这种“理论热潮”现在严重弱化,没有理论武器的批评只能是散兵游勇式的冲

动。而理论建设的热情需要得到切实的支持方可保持和推进。  

  二、作家作品的综合研究。面对今天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批评家其实承担着从中“打捞”优秀者的

任务,“批评即选择”这句旧话的确很有道理,我们并不缺少对某一部作品的单纯讨论和评价,也不缺少对

某一类创作现象的“扫描”式的分析和综述。我们真正缺少的是批评家对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全方面的研

究和深入的论述,这种论述既能总结出作家的优长,又能发现他的缺失,而这种优长和缺失正如一枚硬币的

两面不可剥离,进而批评家发现作家的“矛盾”和难点,又进而指出艺术创作必然要面对的困境和解救之

道。  

  三、批评风格的确立。既然批评是科学也是艺术,批评家要和作家进行坦诚的对话,批评家的个性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