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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转型为表扬家？文学批评，你还有多少力量？

[ 作者 ] 钟晓毅;吴爱萍;许翼心 

[ 单位 ]  

[ 摘要 ] 主持人语：诗人里尔克的“挺住就是一切”曾经被许多人提及，人们在千变万化的生活当中期盼能够葆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能

力，文学在此发挥着相当的作用。作家铁凝说：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那么，文学批评呢？ 

[ 关键词 ] 羊城晚报;文学批评;“三文治”;钟晓毅;媒体批评

       主持人语：诗人里尔克的“挺住就是一切”曾经被许多人提及，人们在千变万化的生活当中期盼能够葆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能力，

文学在此发挥着相当的作用。作家铁凝说：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那么，文学批评呢？寻找文学批评的线

路图钟晓毅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毋庸讳言，很长时间以来，传统的见解还程度不同地把文学批评的旨归等同于文学创作的旨归，这无疑对

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生长发育有很大的阻碍。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其历史并不短于创作。文学批评的欲望、动机虽然

可能因创作而激起，但在精神实质上则远远不限于此，它背后有人类整个文明史支撑着。它不是只能围绕着创作所开辟的话题说出一些貌

似新鲜的见解来，或者替创作作理论注脚。凡是作品所提供的一望即知的那些，并不再需要批评家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批评的真正使

命是提供为常规鉴赏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它的最高显现不是隐喻，不是象征，不是下意识的梦魇，而是和创作一起，即使不承担审判人类

的义务，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却始终要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有勇气和具魅力地去不断地表达对世界

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求，有能力有觉悟去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精神的安顿……因此再不能按老眼光把批评看成是创作的附庸或

创作的指导。只是，我们做到了多少？学科完成的三个客观条件在广东文坛，批评的自觉自主意识是有的。但我们也清楚地明白，有了概

念的提出还不是学科的完成，作为同创作思维方式相颉颃的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滋养着批评的不单单是创作，也不再仅仅是艺术家的

传记、轶事、风流典故、真诚的或故作姿态的自白，而更重要的是要受科学思维和新世纪学术思潮的滋养，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

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做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这样，它才有充分的条件和实力耸立于学科

之林。它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大约有以下三个：第一是研究对象，即我们这个地区，这个环境有没有独立的颇具研究价值的作品；第二是我

们作为批评家所能把握的理论和方法，即能否建构具有与这些作品的对象特征相洽的理论和方法；第三是批评的空间，包括机构、刊物、

研讨会议等等，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进行多元对话的批评空间。广东批评中的“水性”特质广东文化的穿堂风现象已让学界深思，广东批评

中的“水性”特质也该让我们沉吟。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择去处。但说到为文，积淀、传承却是非常重要的，广东批评界缺

的就是这个。我们往往走了第一步，却没有耐心和恒心去走第二步、第三步，于是很多话题便被其他省份的有心人“中途拦截”。如此一

来，批评的平台就显出了逼仄，在逼仄的平台上，我们缺少富于启发性、具有自身研究特征并能激发理论研究深入和再生的学术话题，缺

少话题的困窘，连带着对话机制也难以确立。没有话题，也就没有话说，不能对话，便只有自言自语。缺少呼应，便显出自己的狭隘和无

力，又如何让研究深入理论升华？批评家集体转型为表扬家媚俗的呼应当然有，作品研讨会此起彼伏，但不少的作品讨论会基本上都是一

场“胜利的大会”，现在的批评家几乎集体转型为表扬家———批评就是请客吃饭，只是表扬家的颂歌迟早会变成葬歌。这不是危言耸

听。由于缺乏对话题的开拓与对话机制的建立完善，无疑会使我们的批评变成其他学科和理论的消费者和打工者，在当代人文学术的理论

体系和文化场域中将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丧失了阅读期待和影响力，所谓“批评”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当下文学批评中的“三

文治”现象吴爱萍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英国人发明的“三文治”可以是“用两块面包夹起来的东西”的统称，即使中间没有任何调料而只

有两片面包夹着空气。忽然想起，“三文治”这东西，跟当下文学批评似乎颇有关联。如今，文坛流行着三种说法，即“批评的失语”、

“批评的缺席”、“批评的商业化”。或者说，批评已经成为批评家们所钟爱的“三文治”，一种仅仅用于承载他们自言自语和智力游戏

的简便的、可以随心所欲运用的文体工具。广东文学批评的三个聚集地而当下，广东文学批评的三个聚集地，也散发着各种“三文治”的



香味。在大学院校的高墙内，以大学教师、研究生为主导的批评者群体是批评的重镇。繁重的教研、学习任务，使他们难以广泛阅读作

品。学院生活方式使他们始终与现实社会存在隔离，但在“全球化”语境下，他们又可很方便地接触到世界性的丰富批评理论资源。因

而，缺乏大量的期刊阅读，欠缺个案的细读，专注于批评的思想深度，便构成学院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他们的实践中，批评成为了理

论的自我诠释和佐证，理论轻而易举地取代文学创作进而成为批评的本身。与此同时，近年来高校普遍采用的学术论文规范、学术量化考

评，则是此类批评陷入困境的另一致命因素。按现行学术论文的规范，开首得有“论文摘要”、“关键词”，然后是“概念的明确”、

“问题的提出、论证”之类，到达“结论”则必跟一大堆注解。批评者们为了学位、职称，臣服于所谓的“学术”模式，文章起承流转、

语言趣识逐趋枯燥无味，离审美远甚，成为一堆只有少数几个同行阅读、然后束之高阁的“斋三文治”。各式各样的评奖首发式或研讨

会，是文学批评的另一块催产地。相对于前一种批评“曲高和寡”的生涩，这类批评常有“贴近世俗”的甜蜜。这常常表现为：各种主办

部门联手炒作，众声喧哗，收买评委……研讨会上，与作者相识或不相识的评论家的任务往往是“拿一个红包，说一堆好话”……在这

里，面子问题和“请评”利益使评论者对作家的具体作品（特别是刚出版的作品）进行评论时，大都众口一词，“好评如潮”中，对不足

便只言片语。甜蜜的批评还常常表现为：故作惊人之语，停留在玩味一些似是而非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干系的玄思妙想上，对一些

抽象的问题高谈阔论、旁征博引、才华横溢，但唯独没有和文本发生任何关系；或者热衷于三二成群的“圈子”内的对话、讨论、争鸣、

商榷，表面看起来非常热烈，实际却做作、虚假，把批评引向一种狭隘的“沙龙”事务，批评因而染上空谈、闲谈、清谈的贵族风气和闲

适情调，不再承担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的承诺，不再承担判断、阐释和交流、沟通的义务，批评渐渐退化成为一种以“话语”为本体的趣

味式文字，一种体现文人、学者、批评家身份的语言行为。广东“媒体批评”的兴起生涩与甜蜜的间隙中，“媒体批评”的兴起是现今广

东批评力量中颇引人注目之处。在这个大众化媒体日渐兴盛的时代，文学批评正扮演着越来越复杂的角色。文学批评要借助传媒得到大众

有效传播，大众传媒要倚靠文学批评提升自我品位。于是乎，媒体编辑记者不时地客串批评主角，左右着批评的导向，充当了批评家的角

色……媒体批评不具有专业批评那样严谨的学术性，却具有从众性，极具对大众的捕获力和煽惑力。在消费主义时代，有利于调整作家、

创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关系，但也可能导致某些媒体和作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味迎合读者口味，甚至和出版发行部门携手，不负

责任地进行商业化炒作，如前段时期的“木子美现象”正是明证。此风日盛，文学批评便不可避免地参与“捧杀”、“棒杀”，助长批评

的庸俗化倾向，削弱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和批判力度。———这些速生的概念化“三文治”，使文学批评承受了更多的商业化指控。坚守

批评家的独立品格许翼心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作为消费品的大众文化大肆泛滥，严肃的文学艺术日益边缘化，文艺批评就更成为

边缘的边缘了。然而，文艺批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文学艺术创作的提高和发展离不开文艺批评的推动，广大读者和受众也需要文艺批评

的指引；另一方面，企望获取名利的出版发行商和某些创作人员，也希望文艺批评能成为廉价的广告宣传。近年来研讨会盛行。由作者拉

赞助，或者出版商出资，开个新书首发式或者作品座谈会，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和深入探讨，也称研讨会；而且规格越来越高，上大酒

店，甚而进人民大会堂。还一定要请领导、名家出席捧场，目的当然是说好话。这时候，批评家和记者编辑便成了香饽饽，盛宴入口、红

包入袋之前，能否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是对批评家的一大考验。有的名家还没有阅读文本，或者只翻看了一下内容简介、序言编后，便

侃侃而谈，言不及文；有的单挑其中一个小节，发挥一通，算是交差；有的则昧着学术良心，瞎吹一气，把三流捧成一流；而公开说出自

己的真实观点和客观的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者，却往往处于不受欢迎的尴尬境地。一个真正的文艺批评家，应当具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人情财物的影响，不出卖自己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良心。当然，批评家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人，依我看，

酒菜照吃，就名正言顺地当它是工作午餐，红包照拿，就当它是阅稿费，知识有价嘛。但是，作为批评家，还是要尽自己的责任，实事求

是，有话照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当然，语气可以婉转些，使作者易于接受）。其实批评家和作家不是冤家对头，而应当成为朋友、

知己、诤友。我与港台海外作家接触不少，他们对于祖国内地一些评论家的廉价吹捧十分反感，认为无助于创作的提高，因而对这样的评

论家表面上感谢，内心中都很是鄙视。而对于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有的虽然一时接受不了，过后却十分感谢。总之，只有坚守批

评家的独立品格，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文艺批评。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