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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作协七届三次全委会上，如何进一步提升文学批评公信力、影响力成为与会者最热烈的

议题和呼声之一。记者注意到，《中国作协2008年工作要点》中，“积极开展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被单列出来。 

“不是金子的在发出刺眼的光芒” 

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在开幕式讲话中，着重提到了当前文艺批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相对于当下文

艺创作的现状，部分批评在价值取向上存在误导，不少批评将西方的文艺评判标准照搬照套，显得不适

应、不协调。同时有偿评论、人情评论的泛滥，使评论家失去应有的威信，而评论报酬过低、人身基本权

益得不到保障等因素，也使得一些评论家不愿意参与正常的文学批评活动。 

欧阳坚的讲话在与会作家中产生强烈共鸣。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最

大的问题是没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何立伟说，好作品需要好评论的推荐，在他登

上文坛的80年代，有许多好作家是被评论家发掘出来的，他们认真读作品、写评论，而如今这样的评论家

不多。北京市作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李青批评媒体刊登的文艺批评大多是“忽悠”式、炒作式，只

追求吸引眼球效应。文学批评人才匮乏，总是那么几个人在转场。 

有作家认为，相对于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而言，现在文学评论的稿费的确不高，但文艺评论的其他领域，

例如绘画评论，稿费已达到一字百元，对比之下，令人感慨。江西省文联、作协主席陈世旭说，这是一个

非常矛盾的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稿费过低造成红包评论，人情评论泛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

许多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探究。 

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在业内有“雷评论”之称的雷达在分组讨论现场掏出手机，给与会者念了个短

信，来信内容是请他为一位老作家的新作写评论，言辞恳切请他对这位老先生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

雷达说，如今文学作品每年产量非常大，能进入批评家视野的作品比例并不高，大量作品出版后没有任何

声音就被掩盖了、埋没了，这是所有作家最为苦恼、恐慌的事。而作为一个评论家，他现在最大的苦恼

是，想看的书看不了，不想看的书看不完。 

雷达表示，目前的文艺批评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现象，需要加强研究。大家都在议论“研讨会现象”，

官员要政绩、出版社要推销新书、作家要受关注，批评也要发声音，研讨会就应运而生。“以前说，是金

子总会闪光。现在的问题，不是金子的在发出刺眼的光芒。”在他看来，阅读与评论都是劳动，评论者获

得报酬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评论必须实事求是，引导读者正确阅读。 

评论家贺绍俊表示，如今对文学评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的缺席或失语，一是批评没有

立场，一味说好话。这些批评有道理但不全面。在实际中一直有两种批评:一种是热闹的，往往和媒体和

出版市场有关。还有一种是静悄悄的负责任的批评，现在这一部分批评被忽视了。他表示，“研讨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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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现象，如何使之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需要研究。他认为，即使批评家拿

了审读费，也要对作品说负责任的话，否则，批评家的声誉会受损。另外，批评不仅仅是“骂”，建设性

的意见也是批评。 

文学环境变化带来新问题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文联主席、评论家南帆在大会发言中，着重探讨了文学环

境的变化对今天文学评论理论工作的影响。他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大多由文学杂志发起，而进入

90年代，许多学者进入高校，高校取代文学杂志成为大多数文学活动的发起者，这种现象被称为“思想淡

出，学术崛起”。侧重研究的学院派批评的介入，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特殊的理论视野。但学院派批评不太

关心当代文学，他们侧重于分析已确认了的经典作品，推崇“硬知识”，当代文学评论甚至被认为不具有

学术性，不计入工作量。这种观念落实到制度层面就出现了问题:学院派批评无法对当代重大文学文化问

题发出声音，也没法确立自己的经典。但反过来说，没有理论规划，又容易各说各的，所以文学批评的这

两种模式各有短长。 

南帆认为，文学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文学生产也在发生变化。当下的文学处在一个大众传媒时代，互联

网、影视等都在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这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大众文化强势崛起。“大众”这

个词本身也在变化。现在从市场角度说，大众就是消费者，收视率、发行量，也因此成为硬标准。对市场

而言，产品的周期越短越好，但这不是精品的生产周期。那么，当那些能代表民族文化、想象力高度的作

品不被大众接受时，谁来支持它们，又如何支持，成了今天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

的很多复杂问题，譬如个人主义、游戏精神的变异，批评家如果不研究不理解这类文化，就没办法解释一

些文学作品。 

加强文艺批评引导作用 

与会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讨论，引起中国作协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

席陈建功在代表中国作协书记处做大会总结时表示，今年，中国作协在加强文学理论评论工作方面已有一

系列设想，包括:和全国文联共同起草《加强当前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意见》；开展文学理论批评队伍的

情况调查；举行全国性创研工作会议；定期开展文学情况的调研，撰写调查报告；及时搜集当下文学思潮

动态，编辑每年的文论选；举行“理论家批评家座谈会”、举办一到二期文学理论批评培训班等。他同时

表示，许多与会者提出的具体意见，将在讨论后予以采纳。 

原载：《文学报》2008-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