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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1

序

多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对文化有了一定初浅认识。据专家考证：“文”

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文化”联用即“以

文化之”的意思，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被称作“大文化”和“小文化”。其实，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沉积，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

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文化的核心是人，是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思想和理论是文化的灵魂。美好和谐是文化的最高要求。

文化的力量不可低估。正如蔡毅所说：文化是有力量的，但是它的表现

形式不是风扫残云、摧枯拉朽的刚力，而是潜移默化、滴水石穿的柔力。文

化像气像水，于无声处显神威。天下最柔和的莫过于气，天清地宁之时，谁

也看不到它的存在，谁也不在乎它的作用，它却始终默默无闻地发挥着柔和

者的本能。天下最软弱的莫过于水，风和日丽之时，它行走山谷，居低就洼，

任人利用，它始终自然无争地发挥着软弱者的本能。水和气是再柔弱不过

的了，但是，天下万物的生存无不受它们的影响。不能想象一天没有水和气，

世界将会怎样！可见，文化的力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我要谈到文化

与文艺的关系、与文艺批评的关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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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是从狭义方面来讲的，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

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

各种制度等，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文化最生动的体现。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文学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

当然也就离不开文艺批评（或文艺评论）。因为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犹如

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人之双臂，缺一不可。

文艺评论作为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生产具有十

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当下文艺批评，所谓“缺席”、“失语”的指责曾经一度非

常刺耳。一方面，我们承认确实有许多作家、作品没有得到评论界及时的评

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指责实际上隐含着对于评论的某种误解和

乌托邦式的想象。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做得远远不够，文艺评论缺少对当

今文艺发展面临问题的研究和回答；缺少对文艺价值观的认真探讨和积极

引导；缺少抵制媚俗之风的勇气和批判精神。一些人片面认为文艺批评是

批评家个人思想的舞蹈，玩弄概念，故作高深，沉醉于所谓“纯评论”，热心于

所谓“私语化”，使原本应该生动活泼的文艺批评彻底地脱离了群众。一些

人使命意识淡薄，面对各种错误文艺现象，不辨美丑，不分良莠，对“躲避崇

高”、“零度写作”、 “下半身写作”等创作现象视而不见，对“游戏化”、“狂欢

化”等错误倾向无动于衷，对帝王将相、淫糜艳俗占据文艺舞台麻木不仁，完

全丧失了批评的精神。更有一些人低级庸俗，操守沦丧，热衷于“有偿评论”、

“圈子评论”、“人情评论”、“炒作评论”，甘心沦为卑琐的“文化掮客”。批评

家应该是作家、艺术家的先生，而不是“后声”。先生是能够帮助作家、艺术

家的创作实践。“后声”是跟在人家后面说三道四。目前看来，先生不多，为

人家摇旗呐喊、捧场增辉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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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态下，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显得尤为迫切。文艺批评工作者

应当努力提高审美修养和理论功底，有自己的独立批判精神，有科学的理性

思维，有宽广的胸怀和肚量，重拾评论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争取和善用话语

权，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我们呼唤有勇气的批评，呼唤有良知的批评，

呼唤有引导力的批评，为文艺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大声疾呼，鸣锣开道。只

要我们坚信文艺评论激浊扬清、明辨是非的力量，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坚持

客观、公正、健康、说理的评论风格，文艺评论繁荣发展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在本地的文艺期刊上，以前零散地读过署名“井岗”的文艺评论文章，觉

得写得很踏实，文笔也不错，有较高的水准。后来有了一些面对面的接触，

才知道这个勤于笔耕的人就近在眼前。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是在四川登

青城山的途中，我们边走边聊，他为人谦虚好学，知识涉猎较广，而且吃得苦

耐得劳，保持着农家子弟的勤恳朴素。我们一路谈文学艺术、谈生活，没想

到他对城市文化和民俗文化也有研究。

他当过新闻记者和文艺编辑，文字功底扎实，在工作之余，一直保持着

认真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上进心、爱学习的年轻人的良好

品质。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日积月累，写出了这本厚实的文艺评论专著，可

喜可贺。希望他继续认真阅读、勤奋写作，多出新作、多出精品。

我也写作，深知写文艺评论是件苦差事，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仔细

阅读，深入了解评论对象，理清写作思路，并连缀成文。从这一篇篇既有理

论深度又文采飞扬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在阅读文本上下足了工夫，并做了深

入思考，才能谈出这样的真知灼见。这本文艺评论集《艺海泛舟》文笔流畅、

立意新奇、思想深邃、论点精当，他的文章涉及面广，有对文艺批评内在规律

的纯熟驾驭，有对当下文艺评论现状的准确判断，有对具体文艺作品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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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游刃有余的分析，有对形式多样的文艺评论体例的具体介绍，以及文艺批

评方式的阐释。一些篇章透着浓浓的学者意味，有的又洋洋洒洒、激情澎湃，

见出了他的理论深度、笔力、才思、个性以及写作的良好潜质。

曲靖文艺界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创作繁荣而评论滞后的隐忧，他的这些

针对曲靖本土文艺家们的作品进行的鉴赏评论，无疑对促进本地文艺创作

和文化繁荣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时代正需要这样勤学、善思、能写的人才，

我为本部门有这样勤奋的青年人而倍感高兴，于是欣然命笔，为他写下上面

的文字，权为序。

 

2011 年 1 月 28 日

注：范利军系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产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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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艺评论的规律性认识　001

第一篇　文艺评论的规律性认识

文艺批评是当代中国文化最活跃和富有影响力的部分。郭沫若说：“文

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无之中创造出有，批评是砂之

中寻出金。” a虽然文艺批评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但其功能却不仅

仅限于对文艺创作的反思、调校、总结，还同时担当着思想启蒙、消解传统意

识形态、建构新的人文精神等使命。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之间关系密切，缺

一不可。评论是对作品价值的评断，是作品效应的体现，是对作品的阐释与

发现，是推动创作的动力。反过来，创作又为评论提供对象和客体，没有创作，

评论就失去了依托；对作品的认识、评估、见解，又成为评论产生的动因。总

之，评论与创作是亲密的伙伴，又是一个统一体内部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

一、文艺基本知识

文艺包括文学和艺术，有时也指文学或表演艺术。文学、美术、音乐、舞蹈、

影视剧、戏曲等都在文艺研究范畴之内。文艺是陶冶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载

体，是人心灵的养分，为人类的教育与发展不间断地提供参照。人类社会通过

对文艺的传承和提炼，不断地提升文明的高度。

鲁迅先生在《坟·论睁了眼看》中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b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



002　艺海泛舟

基本特点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总是个

别的，具体的，可以使欣赏者从感觉上把握它。由于作者创造形象时倾注了

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文艺作品不像科学论文那样仅是以理服人，而主要

是以情感人，欣赏者通常是在被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感动的同时，接受作品所

阐明的道理，从而得到启示和教育。

文艺包括的范围很广。根据塑造形象的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1、

文学，因为它是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所以也称之为“语言艺术”，又可分为

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体裁，每一类还有各种样式。2、表演艺术，

即通过表演塑造形象的艺术。由于具体的表演手段不同，其中还有各种区

别：通过旋律和节奏表演的是音乐，通过形体动作表演的是舞蹈，此外还有

曲艺、杂技等等。3、造型艺术（美术），其特点是通过造型、构图、色彩、线条

等手段塑造形象，可分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等。4、综合艺术，

泛指由几种艺术形式综合而成的艺术，主要是戏剧和电影。它们是由文学、

表演、音乐、美术、摄影等综合而成，兼有视觉和听觉感受的艺术。上述这几

大类还可以细分出许多品种和样式。

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也是日常生活

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其根本在于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借此宣泄内心的欲

望与情绪，属浓缩化和夸张化的生活。文艺领域的天地十分广阔，文学、绘

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任何可以表达美的行为或事物，皆

属艺术。文艺批评是对文艺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等等）

的认识和评价，是与欣赏有密切关系、并以欣赏为基础的一种科学活动。本

书重点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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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艺评论概述

通常所说的文艺评论，是指对各种文艺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探讨、评价

的一种理论性文体，又称文艺批评。文艺评论的直接对象包括作家、艺术家、

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流派、文艺理论、文艺运动、文艺史以及读者鉴赏

接受等一切文艺活动现象。其中具体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作品是文艺评

论的主要对象，因为它们是文艺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客体，所有的文艺活动

现象都是基于此而产生、发展的，可见文艺评论以自己特定的对象构筑起科

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文艺评论是一种审美活动过程，也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过程。文艺

评论者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迅捷的判断力。事实上，评论存在于读者对文

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之中，也存在于读者之间的交流之中。作为一个评论的

写作者，首先也是一个读者。读了某部作品以后，有话想说，形诸文字，便成

了评论文章。目前，评论相对于创作，总体显得薄弱。尤其是在某些领域（如

诗歌），由于失去了标准，评论也就失去了威信，甚至处于“失语”状态。这是

一个全民麦克风时代，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评论家。至于评论水平高低，则因

个体修养的差异而不同，那你的关注度和被认可性显然也不同。而专业化

的文艺评论有着较高的要求，其核心价值在于对某些文艺作品和文艺发展

趋势作准确而理性的分析、判断，并依此得出结论。这样的分析、判断与结

论，可以为公众欣赏文艺作品提供一条路径或者方式，便于大家对文艺作品

加深理解，提高审美能力。

三、文艺评论分类

文艺创作日新月异，文艺现象层出不穷。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文艺评

论可以划分出很多种类别。从对文艺作品的接受层次看，文艺评论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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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鉴赏和文艺批评；从评论客体看，文艺评论包括对创作主体、作品的评

价，对文艺思潮、流派评论，对文艺事件、文艺运动的评论；从评论对象的艺

术形式看，文艺评论可以分为文学评论、美术评论、音乐评论、舞蹈评论、影

视评论等几大类。在大类之下还可以分若干小类。如文学评论可分为小说

评论、诗歌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论等。它的基本形式是论文。

文艺评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简、札记、随笔、偶记、读后感、序

跋、短论等。这是对文艺评论文本形式的描述，由于这种描述、分类的依据

在于其文章的外部形式，这对文艺评论写作的指导意义不是很大。因此，最

好从表达方式方面对其进行分类，因为表达方式的背后是文章写作的表达

目的和写作思维特征、规律的问题。按主要运用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可以将

文艺评论分为抒情类、说明类、叙述类、论述类，每类中包括一种或多种文艺

评论的具体体式。

1、抒情类文艺评论。即主要以抒情文的笔调评说文艺作品的文章。其

中又有散文体和诗歌体两种形式。散文体包括随笔、书信、对话、杂文等；诗

歌体包括诗、赋。

2、叙述类文艺评论。主要以作家生平和作品历史的叙述进行文艺评论

的文章，例如述评、传记、评传等。

3、说明类文艺评论。主要以解说、介绍性的笔调对作品内容和自己的

感受进行说明的文艺评论文章，包括序跋、注释、札记、诗话、词话等体式。

4、论述类文艺评论。即以分析论证的笔调、文体进行文艺评论的文章，

主要包括专著、论文、评点等体式。

但是，这其中的有些体式，仅是只言片语的瞬间感悟或思想火花，并不

是真正意义的评论文章，即具有立意结构比较完整的深度评论。说明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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