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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无奈

【作者】刘士杰

最近，我为一位农民诗人写评论，在肯定他作品成就的同时，也恳切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这本是文学批评中极为正常的现象。 

但那位农民诗人打电话来，一方面诚恳地接受我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恳求我删去那些批评的文

字。 

我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多年，还从未遇见过此类事。我毫不掩饰我的不快。后来我了解到，他本处

境困厄，是传媒报道了他，当地领导发现并扶植了他，他才有今天。他的成功，已不仅是他个人的成

功，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地领导慧眼识人的成功，是当地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政绩。倘若发表了那些批

评，等于骂这些领导们有眼无珠，看错了人。 

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他直说：“刘老师，你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那些地方上的领导千万得

罪不得。他能一手提拔你，也能一手把你打下去。要是惹恼了他们，他们便会迁怒于我。”我听了，

不禁打了个寒战！真是可怕！我没有想到，我手中的笔竟会与一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于是，我答应

他删去这段文字，可心中不是滋味。 

文学批评旨在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是一项严肃而科学的工作。 

实事求是、公正无私理应成为文学批评的基本的原则。我们曾痛心地揭露和批评某些所谓的评论

家，为了钱，可以昧着良心指鹿为马，点铁成金。但是，当我们拒绝、抵御金钱的诱惑之后，面对权

力的霸权，评论家们却显得十分无奈。我既同情那位农民诗人，又对那些施加权力霸权的地方官感到

愤怒。最终还是不得不屈从，我感到可悲。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批评在一个时期存在弱化现象是一种自然趋势。但问题在于，当代批评相对

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学术门类的发展势头而言，九十年代长进不多。所谓长进不多，不只是表现在有深

度的理论文章不多见，而且还表现在现有的批评人才流失，新进的批评人才从自身的文化素质来讲，

很难说是同龄人中最出色的。就当代文化人才而言，最优秀的人才恐怕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主要积集

于文学批评领域，而是流向了经济、外语、历史、哲学等领域。既便是文学研究中，也很难讲从事当

代批评的人才是较为出色的。文化积累的单薄，批评家自身素养的先天不足，使得我们很难对当代批

评前景抱乐观态度。所以，有些探讨当代批评衰落原因的文章，尽管从社会方面、批评家个人思想方

面作了多种探讨，我想，批评人才自身素质的下降，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照现在这样的文化

素养来看，当代批评尽管还可以有很多争论，也可以有不少文章制造出来，但不可能指望有优秀人才

的涌现，也不可能有堪与历史上那些经典的理论作品相媲美的作品诞生。现在批评界有不少人喜欢谈

“批评失语症”问题，我以为，主要症结还在于批评家自身的文化素养。所谓的“批评失语症”患

者，往往不在于照搬外国的东西太多，而在于对外国的批评理论本身，也缺乏深入的理解。如果真正

对国外批评理论有深入的了解，能够向国内批评界进行介绍，那倒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但我们见到

过这样的论著，这样的理论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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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于2003年9

月设立，其前身为1977年秋建立

的安庆师范学院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渊源

有自，基础厚实，发展强劲，特

色鲜明。前有梁宗岱、王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