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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文艺批评。回首中国源远流长的

文艺史，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直到五四时期的文艺论争，文艺批评对于文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

是，近年来，文艺批评生态却似乎有些“失衡”：变学术论争为攻击与谩骂者有之；“红包批评”、“广

告式批评”有之；“老虎屁股摸不得”者有之，假话、空话、甜话、套话，玩弄概念者有之……虽只是个

别现象，却终究令人忧心。如何优化文艺批评的生态，引起了创作界与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创作界：文艺与批评应健康互动 

  在日前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个小镜头被记者看在眼中：广东作家吕雷初见陕西评论家李星，自我介

绍之后诚恳地说：“我看到了您在某报上对我作品的批评，对我很有启发。”李星非常感慨：“那篇评论

其实挺尖锐地指出了作品的一些不足，却万想不到作家如此地诚恳与坦荡！”  

  其实，这并不是吕雷第一次向批评家表达自己的感谢。他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反映广东经济发展

中的问题，后来一位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体现了资本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他才恍然大悟，原

来自己是不自觉地写到了资本的力量。他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批评产生的力量，作家喜欢这样的批评。作

为作家，创作时容易深陷“文章是自己的好”的误区，缺乏批评家从具体抽象出创作趋势、并加以正确引

导的眼光。但真正的评论家应有三条原则：独立，即使尖锐也无所谓；高度，而不是就碗说碗、就碟说

碟；从文学出发。吕雷认为，现在文学批评有一点趋于庸俗化，成为吹捧式、广告式批评，批评家成了作

家的托儿，对于催生成熟、优秀作品毫无帮助。怎样在市场化运作下保持健康心态，将是批评家面临的一

个重要问题。“俄罗斯创作的繁荣，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位大批评家的功绩是

分不开的。评论家是作品的医生，他指引作品怎样保持、恢复健康。”吕雷如是说。  

  有很多作家如吕雷一样，是呼唤、欢迎作为“良医”的批评家的。作家刘醒龙曾在一次访谈中说：

“我居住的城市里，有一些了不起的学者。武汉大学的陈美兰、华中师大的王先霈等，他们的批评时常一

针见血，一剑封喉，让我闻之脸红，非得闭门思索许久，才敢重出江湖。”果然，刘醒龙闭门多年后的新

作，获得了极大好评。  

  老作家邓友梅谈起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深有感触。他说，在他还是一位年轻作家时，作家

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很好：批评家尊重作家的创作，有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作家也认可批评家的理

论水平，经过批评家的分析，对自己作品的优缺点看得更明白。批评家与作家是友好地携手前进。虽然那

时的批评也常有政治化、概念化倾向，但对文学分析的出发点还都是从作品的社会效益出发，就文论文。

但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了，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有一部分评论家受市场、名利驱动，炒作宣

传，这是对社会、读者不负责的态度。而有些创作者对外界批评反应过激，也没有体现应有的风度。邓友

梅认为，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文学风气，而且也是不良社会风气在写作群中的表现。他认为，要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呼唤整个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评论界：如何解决文艺批评生态“失衡”  

  一位老作家曾感慨：现在人家一让我写序我就很紧张，把朋友解剖一遍，把腥的、不好的扒拉一边，

优化文艺批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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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写好的。这种“牢骚”从某个角度，也正反映了一些文艺批评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文艺批评生态

“失衡”的问题呢？  

  评论家何西来认为，这一问题事关文艺界和谐大局，这里的“和谐”不是说不要争论碰撞、大家一团

和气，而是一种本质的、健康的“和谐”。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之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

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批评流派的介绍和引进，当代文艺批评形成了语言学、美学等各种方法多元互补、老

中青三代结合的格局，推动了创作健康发展。但是，在当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批评

家来说，要提倡严肃认真，从与人为善出发；要尊重文艺家的劳动，尊重文艺家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

所从事的文艺事业。从文艺家来说，也要有一种胸怀，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要有容纳、接受批评家

意见的气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包括“批”、也包括“评”，只说好不说坏，对本人、对整个文艺

事业都无好处。鲁迅曾把批评和创作比喻成厨师和食客的关系，如果食客说菜味道不好，厨师不能赌气说

你做一个看看，而是要把批评家看作一般读者中的特殊群体，保持平和心态。总之，建立良好的文艺批评

环境，需要文艺家与批评家之间互相尊重，善意、对话式地平等交换意见，以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大局为

重，不要动不动兵戎相见、法庭相见。  

  评论家王干认为，文艺与批评之间的不和谐，也不能简单归于素质、道德，还由于在社会、文化转型

过程中出现了某种不对称，具体表现有三：评论家知识结构和学养与当前文学作品本身的信息量、知识结

构不对称；评论家审美预设与作品的实际不对称；市场需求与作家写作能力不对称。正是这三种不对称导

致了作品常出现“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甚至一部平庸的作品有很多人煞有介事地叫好。要想改变

这种不对称，王干认为，如是知识素质问题，评论家本身应加强学习，建造对称的知识结构。而如是道德

素质、职业素质问题，应该像别的产品一样设立“市场不准入”的制度。另外，作为评论的载体，媒体也

应担当责任，评论家与媒体应设立监督机制，两者一起努力解决文艺批评种种问题，才能净化文艺批评的

环境。  

  有感于文艺批评的生态“失衡”，青年学者谭旭东在一部学术近著中，特地以《今天我们如何做批

评》为引言。他认为，今天的文艺批评一方面非常热闹，另一方面，批评家的知识和眼光面临新的挑战。

文学批评不是拆解和贬低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不是充当文学创作的吹鼓手，更不是以话语霸权来

强暴文本，而是要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他认为，文学批评应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寻美还是求

疵？在求疵中寻美的批评是对历史负责的批评，除了要坚持历史的维度外，还要坚持价值的维度、伦理的

维度。其次，是独白还是对话？批评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批评的理想并不是

使读者瞠目结舌、自惭形秽和对作者推崇备至的权威性论断，而应该意识到：他所进行的对话不过是系列

链条中的一个链节。第三：是片面的还是系统的？文学的审美批评和文学的文化批评互相补充与有机统一

的“系统批评”有助于深化对文学的理解。总之，文学批评是真理的追寻，是文学真相的发现，如果批评

失去其应有的建设作用，那么就只能推进文学的无效化。  

  评论家们同时也强调：批评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法官，每一个批评家都可能拥有独特性的错误，这种

错误不是伤害文学的因素，而是使批评生动活泼并且值得一代接一代去做的理由。何西来说：“批评家之

后，还有千万读者，一部作品最终是由读者来检验的。”“文学的正常生态得以建立，一边是作家，一边

是有道德的、有修养的、有耐心的批评家与读者，没有健康而具有活力的文学批评，就没有温暖、幸福而

美感的文学家园。”谭旭东如是说。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