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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思 想

.——“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2009届年会”综述

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打破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精英文学的独霸局面，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文学与思想”的问题也

因而再次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关注，成为文艺批评界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2009年12月24日上午，“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

2009届年会”在四川省社科院学术讲演厅隆重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 “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 。与会专家学者就这一议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对当下的文学以及文艺批评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会议由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庆春（阿库乌雾）主持，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究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致辞并做最后总结发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苏宁研究员、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向宝云、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其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毛迅、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全京、四川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万生、宜宾学院副院长毛克强、西南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邓时忠教授、成都大学文新学院教授邓经

武、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希凡以及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丽蓉等分别做了主题发言，数十位来自于四川省各大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会成员出席了此次年会。这次年会以“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为议题，分别就明确“思想”与“思想

性”、影响文学思想性的诸多因素、如何正确对待和评价当下的大众文学以及文学应怎样表达思想、文学思想深刻性与个人情感体

验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碰撞出智性的火花，取得了以下重要学术成果。

一、    “思想”与“思想性”

与会专家学者首先明确了文学的“思想”与“思想性”、“政治性”、“党性”等的区别。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黎风教授批判了

把思想性片面化为党性、政治性的观点，认为党性原则退出文学标准将有利于营造宽松的文学环境和实现文学的进步，并提出：有

“思”的文学不一定就有“思想性”。四川师范大学曹万生教授从强调思想个人化的层面指出，有思想性的作品不一定有思想，比

如十七年文学，全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演绎，思想性大于艺术性，却没有思想。西华师范大学何希凡教授反思了当今思想退位、学

术飙升的现象，指出：对一个作家来说，一个民族所共同遵循的思想，叫做公共话语，不是作家自己的独特眼光的发现；生命景观

是丰富多彩的，作家的思想最危险地就是过多的赋予国家主流话语，作家的思想应在主流话语之外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不应是公共

性的话语。

西南民族大学徐其超教授指出：思想是文学的灵魂，文学创造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创造，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

思想文学的符号，没有思想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文学必须有思想，从文学必须具有更高的要求来说，文学必须站在思想的前沿，成

为引导人们攀登更高精神境界的旗帜。他强调了正确处理文学与思想的重要性，指出：处理得好，可以推进文学思想性、艺术性上

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就会拖文学的后腿，重走思想性压倒艺术性、吞噬艺术性的老路。成都大学文新学院邓经武教授认为，除非

是纯商业化的写手，只要想提起笔写，则不管是深层次的思还是浅层次的想，一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思想性的推行是不可行的，

作品太追求思想性，为突出思想性而祛除了生活的内容和体验，反而会使作品缺失价值。

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明泉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我们谈文学思想，实际上是谈文学的

本质需不需要思想的问题。一个民族需要能够代表民族思想的标杆、代表民族思考力的深度、代表民族想象力的自由度的文学作

品，因此我们说的思想，所指向的是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精神或者时代最高水准的、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因此我们所希望达

到的思想应具备独特性、深刻性、审美性、真理性、普世性的特点，要有真发现、真认识和真情感和真理性。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这一议题，有着强烈的当下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文学思想性的诸多因素

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全京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对当今文学现状做出尖锐的批评，并认为，商业化导致的“娱乐至死”分别从

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将当代文学挤入了“走钢丝”困境。他指出：第一，政党美学至今不同程度上的隐性的存在，影响了文学的思

想。战争状况下的政党文学依然存在，把文学作为了一个政党战斗的工具，用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主导着所谓的主流文

学，导致讲唯题材论、唯现实主义和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现象，严重的束缚了我们的思想。第二，商业文化影响下的“娱乐至死”

影响了文学的思想，对文化向何处去，没有来得及考虑。

成都大学文新学院邓经武教授提出，对出伟大作品的要求，要看作家所处的创作环境；并认为在当今商业化经济浪潮下，要多

一些宽容和理解，给作者以积累和酝酿的时间。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毛迅教授认为，对于文学自律性的单一关注以及娱乐化商业化话语过分的释放，在目前文学生态中造成了对

于文学本体中应有的“形而上质”、即思想深刻性的忽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向宝云认为，重点不只在于文学缺少了思想，而是整个思想界出了问题，知识分子失去了社会担

当。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丽蓉在发言中认为，当今社会知识分子面临如何确立自己地位的困惑。在文学自觉、自律和思想

性、艺术性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伦理立场问题，是个体与主流相辅相成、二元对立的两难选择问

题。

三、正确对待和评价当下的大众文学

与会各位专家虽然指出了当下所流行的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对于文学思想性的冲击，但对大众文学普遍持宽容理解甚至支持的

态度。

成都大学邓经武教授提出，不进入主流的、完全市场化的通俗文学不一定一概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如《三国演艺》《水浒

传》一样，随着评价标准的变化，通俗有可能成为经典，所以批评家不应把自己扮演成教师的角色，而应平等的面对作家，让作家

放开写。西南民族大学徐其超教授认为，八十年代精英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的人的文学轰动文坛是自然地，因其与当时的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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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长期以来致力于

中国文学的特色研究，致力于研究当代文

化特别是四川地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艺术

创造力，积极追踪当今文学艺术精品力

作。文学所在文艺美学研究、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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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契合，而当时的主流意识与主流的民众意志也是一致的、契合的，与改革开放的精神是契合的。到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

经济兴起而兴起的大众文学，通过个人化的叙事，表现和渲染人的欲望，特别是情欲、从自然人性的角度，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对

思想启蒙有不可轻视的作用，同时也有大众公众参与、享受的一种审美情趣，因此又有存在的合理性，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前

进。西南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邓时忠认为：“文学创作…迅速走向了对日常化经验的描写和私人生活的叙述…我们不能说

这些作品没有思想”；“希望文学回到过去那种宏大叙事的、为意识形态、为社会服务的状态，则是没有必要的，也无法做到

的”；“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多元、多彩的文学时代已经来临。面对思想开放、文化市场活跃，文学繁荣，我们没有理由感

到担忧或恐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向宝云处长指出：当下文学的苍白、软弱和粗糙，导致了对有深度、有力度、有纯度的文学的呼唤。但对文

学提出思想性的要求，则是一种精英的观念。文学已经走下了神坛，虽然可以不死，但也必然是边缘的，要求文学重返思想的中心

是一个幻觉，因而不需要赋予文学承担时代思考这样的重任。四川大学毛迅教授认为，基于对现实中某些状况的焦虑，提出文学思

想性的要求，显示出了批评家对文学本体的理想的、高端的要求，确有某种当下性和现实的针对性。但首先要明确的是，在现有格

局下提出文学思想性的诉求，只是要把文学的各种要素积极调动起来，各种要素之间不是对立的，否则则会重新陷入思想性压倒艺

术性的另一个极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黎风提出，在当今多元的文学生态中，要将“思想性”放到一个更宽的我们生存

的环境来考虑，对文学的“思想性”要求必须立足当下，立足现代人精神实际，立足于当前文学生态的变化和精神需求的多样性；

应回到文学生态所发生的变化中来认识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性，将对文学思想性的要求指向高端文学而非文学整体。

四、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

与会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对“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回答。

西南民族大学徐其超教授从思想是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思想是人生体验、文学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三个方面对“文学需要什么样

的思想”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指出文学必须站在思想的前沿，成为引导人们攀登更高精神境界的旗帜；文学作品作为对人的生命意

义、价值的关照，应是作者通过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人生整体的一种浓缩和概括，是对人生审美的、诗意的真实体验；文学思

想必须植根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的中华魂重树之中，寄寓民族的精髓，荟萃中国时代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用传统文化的积淀，结

合多元开放思维和批判怀疑精神的现代思维，与时俱进，塑造一种“平凡的新人”。他从三个具体层面对“文学的思想是人生体

验”这一观点给予了详细阐述：（1）文学作品的内容是人生关照，是对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关照（2）这种关照不是纯客观的记

录、镜子似的反射，而是作者的人生感悟，是作者通过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整体的一种浓缩和概括，是一种生命哲学（3）

文学的思想是审美的、诗化的思想，是栖居于诗情画意之中的人生哲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曹万生教授认为，文学思想需要对人心的新的发现和体验。第一，思想不是外在的，如果是外在的，有思

想性，但不一定有思想。第二，思想不是别人的，要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要有自身体验。第三，思想不是异体的，是包括在艺术里

的，包括着个人的情感、对生活带感性的认识、领悟和体验。第四，思想是发现的，大作家一般都有独到的人生哲学，不可重复。

他强调指出，“发现”一定是个人自己的独特的人生体验，一要有人生经历，二要有思想深度；思想一定是情感化、形式化了的；

作家品味要高，在处理历史冲突的时候，作家思想的质量情态、价值取向是和政治家、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感性的，要有自己的体

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苏宁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这个命题必然包含着文学怎样表达思想。从文学史

来看，文学史与哲学史、思想史的关系是成立的。就思想的表达来看，哲学史是一个体系，思想史是以一个个小的单元，而文学，

是一个个片段，但这些片段必须是有色彩的、有体温的，是作家融会贯通的，有血有肉的表达。她认为文学所表达的思想应是来自

于灵魂的、有个人体验的思想，伴着情感的，正如陆机《文赋》所说：“诗缘情而绮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表达的是不是自

己的思想，他有可能表达别人的思想，或一个时代的思想。比如莎士比亚表现的是文艺复兴的思想，托尔斯泰表现的宗教思想，伍

尔芙表现的弗洛伊德的思想、荣格的思想，巴金表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等等。我们也不以文学作品表达的思想是否深刻来评价其

高低优劣，文学思想也不应是思想的简单的记录，否则文学就失去了它的作用，这里涉及文学性问题。结合当今的语境，她进一步

提出，文学应当强烈地关注现实；文学所表达的思想应是个人来自于情感和灵魂的深刻体验。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黎风教授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应把是否有批判精神和怀疑意识作为判断文学是否具有思想性的重要标

准。西华师范大学何希凡教授认为，批判精神不一定损害审美性。就文学的真相来说，不仅要唱盛世的欢歌，还应更多的关注困顿

的生命，民族需要批判机制和反思精神。他从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传统人文资源文学的角度，指出，文学需要的思想有以下几点：

（1）平民化关怀和贵族化操作。文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盛宴。贵族化操作指的是文学的精神高度美学含义。（2）民族化进程与

现代化独创。传统是我们的根，但也要有现代的独创，不能完全依赖于古人和洋人。（3）大文学，指文学的生态不应画地为牢，应

在大文学、大文化的生态场景中发展文学、提升文学。文学不是反文化的表达，文学里什么都没有不是文学，什么都有也不一定就

是文学。最终还是要在文学的园地里耕种，还是要收获文学的果实。

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全京指出文学的思想性不可以单独来说，好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血肉相连。宜宾学院副院长毛克强

认为，当代文学只是关注对人情感、性格的刻画，视角是狭窄的，在创作方法上走向了狭隘的胡同。文学应回到人本、人文的角

度，从思想整体关注人，从人格高度和人性广度来塑造人，全面描写人、反映人。西南财经大学邓时忠教授从“真”“善”“美”

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认为“三者缺一不可，有了这三者，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是生态主

义还是绿色和平思想，无论是大众化思想还是精英化思想，都可以兼容并包，并行不悖。”

四川大学毛迅教授认为，对于“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进行梳理，必然会涉及“文学不需要怎样的思想”这一问题。他指

出，文学不需要禁锢的、狭隘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思想；不需要一元化意义上的思想的规定性；不需要简单的概念化的图解；

不需要简单的套用别人的思想；文学实际上需要的是个人真知灼见的个人化的思想。但个人的思想是千差万别的，没有统一的标

准，因此他又把这个问题再次转化到“文学需要怎样的思想姿态”这一问题上，即应在哪些“思想的原则”下思想的问题。他认

为，在大家都能认同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所产生的任何思想结果，都是合理的、文学所需要的思想；并指出，这些个人之间协调认同

的基本原则大致应包括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文化多元民主原则，文学性本身的各种原则和文学的超越性等等。他进一步指出，文

学的出现是“现实之不足，乃有文学来补充”，因此文学超越性的原则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可以有乌托邦式理

想呈现的、归隐的宗教的等各种方式的超越，但应尤其重视现实批判的超越方式。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丽蓉从“人道主义是文学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尊重多样性，多元化”和“文学是现代的，应有

创造性”两个方面对文学思想这一问题做了回答。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庆春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强调了思想与信仰以及

对语言的运用二者之间的关系。

李明泉研究员做最后总结发言，他说文学与思想的问题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前沿问题。当前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看似

欣欣向荣，繁荣兴旺，实则缺乏力量，缺乏温度，无法走进人心。我们很难看到震撼心灵，让我们终身难忘，塑造人格的作品。其

http://baike.baidu.com/view/45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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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的匮乏。他指出应在当今“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的社会大变

革背景之下观察文学的位置和生长环境。他从符合社会规律、顺应发展趋势、反映经济影响、站在时代制高点、透视生活真谛、弘

扬民族精神、揭示人性本质、表达伦理道德等八个方面，对“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这一问题做了阐释和归纳。他指出，虽然不

要求所有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体裁都要有这样的思想，但那些能够表达民族灵魂的精神境界的作品应该具备这些思想或者这些思想的

某些方面。

与会者表示，这次会议主题鲜明，学术见解深刻，内容丰富，专家学者激烈的思想交锋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可以说是享受了一次文

艺思想的盛宴。

上一篇：仁者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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