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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走过60年历程之际，许多人也在梳理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经验与启示。一些评论家认

为，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将其置于更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背景，加以理性把握，这样会有

利于文学向未来更好地进发。 

  雷达认为，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或自身对时代最敏感的问题。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当代文学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

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它是与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

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主线索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

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延伸的。它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

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它将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地深化下

去。雷达还进一步谈到，在思索近30年文学精神的构成时，我们还不可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

就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和文学靠近和学习。这种学习是全面的，影响是重大的，从哲学观念到艺术技巧，从

把握世界的角度到价值取向。中国的文学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一道，融入了世界之林。看待中国文学的发

展，还必须加入世界眼光。 

  学界时常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并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贺绍俊认为，这其实表明了两者具

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

然和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其实就是

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

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及其与现实

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同时也先天注定了现当代文学的走向和局限。如

果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

语——文言文而言的。这两种书面语言的关系不是一种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

代文学之间缺乏一个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当代文学之中来就出现了严

重的“水土不服”。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新的语言对传统文学带来冲击，其中网络语言尤其突出。而中国

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

认真总结经验，思考一下如何接续起长久积淀起来的古代汉语的典雅性、深刻性和精神深度、文化厚度，

并加以更好地开发。这确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课题。 

  王兆胜谈到，可以有多种角度看待60年来的文学发展，例如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也可以放在百年文

学或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可能得到的结论都不一样。自由与现实也是一种参照。60年的文学非常丰富，

也十分复杂、充满变数。作家在获得更多创作自由的同时，是否也应考虑有个界限，就是天地的境界。

“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一直都在追求突破，为了自由要闯出一些禁区，到后来人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强

大。古人常讲天地之道，如果人的欲望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天地没有了敬畏之心，这样的创作就是

异化的。现在许多作品读后之所以不能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作家的内心是坚硬的，没有温暖、仁慈和爱。

作家写作时如果仅用一些概念、知识，而没有对世界的关爱，没有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没有自己的话语体

系，也没有内心的修炼，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狭窄。创作自由不能没有节制，不能越来越放任自流，要

在更深广的背景下观照中国当代文学 
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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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静默，内心才会有智慧。有的作家创作量大，没创作时也要在博客上表达自己。如此反复表达，文字

就会滑了、淡了。要相信厚积才能薄发，才能写出美的、精致的、有质感的作品。静默的修炼、有节制的

表达，才可能有所发挥、创新和突破。 

  孟繁华说，我们在评价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时，常常用到两个尺度，也就是评价现代文学时用的是现

代文学的高端成就，而评价当代文学时更多注意到良莠相间的复杂状态。其实现代文学中也是泥沙俱下，

不乏红尘滚滚物欲横流，但有了鲁迅等一批文坛巨匠，就可以建构起伟大的现代文学史。如果指认当代文

学时更多注意到大众文学的末流，就会使对当代文学的认识构成一个不及物的关系。现在写作者在语言、

文体、结构等方面起点非常高，但在国民性的认识和塑造上，没有脱离启蒙主义的思路，也没有超越现代

文学。此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持久关注的耐心，缺乏宏大叙事能力等，都会制约文学向深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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