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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坛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的简要概述和整部报告的详切描述中可以看出，文学在其稳步发展之中，一方面取得了不

小的实绩，一方面又显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整体来看，出现的这些问题，数量不少，大小不等，也五

花八门，各式各样；有的甚至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与文学所处于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从宏观的角度看，文学或文坛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不适应”。 

其一，观念不适应发展变化。 

面对当代文坛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动，人们有一个观察与认识的过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如

这个过程过于缓慢的话，就会出现观念滞后的问题，并因观念滞后看不清形势，摸不准问题，不适应

现状。 

这种情形在多个方面都普遍存在。比如主流文坛的年长一些的文学从业者，普遍有所谓“纯文

学”的观念，而且这种“纯文学”观念又带有着浓重的“80年代情结”（或“新时期文学情结”）。

由于坚守这样一种“过去时”的文学观念，90年代之后的产生的一些文学现象，就基本上不在他们的

视野之内。而在9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网络化“的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新人们，只注重文

学的个人表达，以及某些现实性功利，既在把握和运用文学时，表现出明显的偏狭，又对事实上存在

的主流文坛或传统文学不以为然，甚至视而不见。这样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学观念，经常发生小的牴龉

乃至大的冲撞，都是不难想见的。在文学批评方面，较为常见的是一些人面对活跃异常的文学创作，

都以80年代文学为坐标，总是以不变的文学观念来应万变，使得有关当下文坛“混乱不堪”，“创作

下滑”等似是而非的责怨不绝于耳。而对于那些生发于并寄身于如“网络”等媒介形式的新的文学现

象，他们不是根本不屑一顾，就是压根一无所知。 

观念滞后更为明显的，还是一些身居行业领导之位的管理者。我们有一些管理者，对于文学艺术

基本上是外行，而又带有浓重的在过去的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误以

为文坛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全然没有看到在这些行业领域之中，还有不少不在体制之内的从

业人员，而且人数在增多，力量在壮大，且他们熟悉市场，是文化产业队伍中既有经验和又有实力的

重要构成。因为胸中无数，导致了与现状隔膜，尤其是不可能与那些体制之外的文化、文学力量进行

必要的沟通与对话，也就谈不上对他们施以有效和积极的影响，使所谓的管理实际上处于半落空状

态。 

其二，体制不适应当下现状。 

当下的文学现状与传统形态的文学表现出种种不同，以及整体文坛越来越丰繁，越来越纷乱，寻

根究底，是文学/文化的生产体制与机制发生了变异，而且这种变异之巨大、之剧烈，实属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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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文学体制，主要由专门化的文联、作协组织和国家化的文学制度等基本构成。从1949

年延续而来的文联、作协的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个统一性又半官方的文学系统，这种状

态也可描述为作家组织的专门化，各类作家的体制化。这种以统一的体制主导文学和统摄文学的情

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文学体制方面，先是出现了一些民间形态

的文学社团，后又出现了更多的游离于文联、作协系统的文学写作者与文学从业者，他们借助于文化

市场的形成和文学空间的扩大，得以存身和发展，这事实上使文学体制开始打破单一性和统一性，走

向了多样化和多元性。而我们过去的文学生产机制，是以职业作家创作作品，文学期刊社和文学出版

社发表作品，文艺和文化领域的领导部门通过政策引导、批评影响和行政干预的方式。进行宏观的把

握与掌控。显而易见，这样的一个过程带有相当色彩的计划性特征。这种文学生产，由于商品经济的

确立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期刊社和出版社在面向市场之中开始拥有了更多和高大的自主权，他们把他

们的关注的重心和工作的中心，渐渐地由主要面向文学转而主要面向市场，由主要面对作家转而主要

面对读者，使得整个文学生产也以注重效益、注重读者由“计划性”向“市场性”大步过渡。”市场

“这只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文学的组织管理更充分也更有效地在文学生产中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与调节的作用。 

从刚刚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来看，“文化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要求”，“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

文化产业格局”，已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与重要任务。这样的文化建设趋向，不仅会影响到

文学生产与文学发展的走向，而且，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还必须适应这种文化建设的需要，在

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正向我们走来的文化现实，实际上也使文学生产的体制

与机制的变动与更新，成为一种需要，一种必然。 

但我们现在的文学生产和文学管理体制，仍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名为社会文化团体，实为国家文学

组织的公有体制和单一管理，这在管理的对象和方式等方面，涉及的多是已在体制之内的文学从业

者，而不在体制以内的文学从业者基本无法顾及。而这样的一个不在体制内的文学从业者的群体，不

仅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而且在超越于体制、游弋于市场的过程之中，逐渐成为能量很大

又不很稳定的文学、文化力量。 

其三，批评不适应创作现状。 

过去，我们常常是在评论作家作品，促进文学创作的意义上去认识文学批评的作用与意义的。其

实，文学批评的功用要比这大得多，重要得多。现在，就对应于主流文坛的文学创作而言，文学批评

因为缺少宏观考察和倾向追踪，已显出缺欠和薄弱来。而如“80后写作”这样影响甚大的文学现象，

因并不在主流文坛的视野以内，也基本上游弋在文学批评之外；而大量在网上发布和流传的文学作

品，更是没有文学批评的足迹予以光顾，实际上处于“无监管，无批评，无引导”的‘三无“状态。

这种状态也就是一种完全的自在、自发和自流状态，这势必造成这些新的文学文化现象的芜杂、低

俗，以及在低水平层次的徘徊不前，反过来又对文学文化环境构成一定的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可以

说，当下文坛的许多“乱象”，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按理说，创作愈是活跃，作品愈是繁杂，越是需要文学批评的跟进，听到文学批评的声音，但现

在却是相反，文学批评在这些方面，步子明显滞后，声音相当微弱。其实，正常的文学批评，不只针

对创作发言，通过批评品评作家作品，它也可能针对出版者、经营者，通过批评影响文学出版和市场

经营；它还可能针对读者受众，通过批评以专门化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理念，引导读者的文学阅读。

在“市场化”规则愈来愈盛并逐步取代“行政化”管理的文化领域，好的文学批评也应是组织领导和

行政管理必予借重和通常运用的最好手段。事实证明，采用过于行政化的手段，往往事倍功半，效果

有限， 

因而，加强和改进文学批评，为势所必须，事所必然。这种加强与改进，需要文化文学的领导方

面重视批评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加强批评队伍的建立与建设，提升批评队伍的应对能力，引领批评的

主要导向，还有批评自身也需要强化战斗力，增强感染力，扩大影响力，以及利用报纸、网络、电视

等大众化媒体与阵地，使批评从学院走向大众，从提高走向普及。目下，切实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批

评新人，已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文学批评界，以出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批评者居多，70年代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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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而出生于80年代的基本没有。如果文学新人中多是从事创作的，少有从事批评的，文学批评的队

伍势必后继乏人，青黄不接。这样的一个危险，已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原载】 《中国文情报告（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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