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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艺评论建设
推动沈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唐  明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文艺

评论队伍建设，不断促进我市文艺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在中共

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联举办沈阳市文艺创作评论培训班的

基础上，这部凝聚着沈阳文艺创作评论培训班成果和广大文艺理

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成果的《沈阳文艺评论集》即将结集出版，

这对于加强我市文艺评论建设，改变我市文艺创作评论相对滞后

的状况，使我市文艺评论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需要，更好地促进

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评论工作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文

艺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创作评论工

作，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加强文艺

创作研究和理论建设都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过明确要求。今

天，我们正处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努力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新局面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文艺发

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文艺批评担负起正确引导文艺创作和提升

审美趣味的光荣使命；迫切需要加强文艺评论建设，用积极健康的

文艺评论，推动沈阳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直以来，我市文艺工作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持“二

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一手抓文艺精品创

作，一手抓文艺评论队伍建设，用文艺评论促进创作的健康发

展，用文艺创作重构评论的价值体系，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

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文艺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市现阶段文艺评论

（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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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党中央、省市委的要求，与蓬勃发展的文艺创作形势的需

要还有很大距离。综观理论、实践等诸多方面，都要求我们在新

形势下，不断加强对文艺评论人才的培养、文艺阵地的建设和文

艺创作批评的引领。这就要求我们从事文艺管理和文艺评论的工

作者，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充分认识到创作评论工作的重要性。要把抓文艺评论工

作与抓创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充分重视和发挥评论的引导作

用，以更加主动自觉的意识，抓好文艺评论工作，不断探索加强

文艺评论工作的新途径，努力通过及时有力的评论工作，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的文艺鉴赏水平，为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贡献

力量。

二是继续增强自身业务素质和知识储备。要做一名合格的文

艺评论工作者，就要努力学习各门类文艺知识，时时关注新的文

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只有不断积累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学

养，才能站在更高的位置，用更远的视觉，对文艺作品和现象作

出精辟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

三是不断提高分析批评各类文艺问题的能力。我们的文艺批评

是党领导下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评论工作要始终扎根于

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之中，不能搞学院式的空洞评论，只有结合各

自创作实际，才能使理论批评的真知灼见在引领文艺创作、引导人

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了我市文艺评论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

的问题；展望未来，我们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希望文

艺工作者努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繁荣我市文艺创作和评论工作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建设文化强市的目标上来，为推

动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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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随笔三题
高海涛

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近年来，或者更早，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有关文

学批评存在危机的话语就没有停息过。先是“批评的缺席”，后是

“批评的失语”，既像是发自内部的自我反思，也像是来自外部的

攒眉千度，一句话，批评及其不满，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与文

化的特殊语境和现象。

但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危机？迄今为止，

我们的批评界，或所谓的“批评理论”界，却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大量的、警句般的、彼此重复的“危机话语”，基本上还是停留在

现象学描述的层面。诸如批评的炒作和自我炒作，批评的传媒化、

商品化、媚俗化，学院派批评生产的格式化、标准化、非批评化，

批评越来越走向边缘，批评的独立品格无处落实，批评的阐释能力

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等等。这些话语，我总觉得，其本身就与所

描述和揭示的现象之间缺乏应有的张力，或者说，这些话语本身也

不无炒作、不无媚俗之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显露出愤世嫉俗的虚

无主义气质。因此，主流批评家们对这些话语的不屑一顾或激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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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是这些话语的制造者显然还没有历史化的能

力，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触及任何深度和本质；二是从更大的现象

看，难道我们的批评不是一直面对文学而在场、而言说吗？难道我

们的批评不是空前的繁盛吗？批评家及其所发表和出版的文本不是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吗？至少，我们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

人关注（“危机话语”的不断提出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正是

一种文化内部精神活力积极生长和蓄势待发的体现。

综观上述有关批评的两种不同话语，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呈现着一种悖论式的辩证景观，一方面是批评的萎缩与滥觞，一方

面是批评的繁盛与发展；一方面是批评的无力与溃败，一方面是批

评的坚忍与承担。强烈的危机感，可能正是文化需求的觉醒；而普

遍的不满，当然也意味着一种呼唤。时代和文化发展，读者和文学

本身，都在呼唤真正的批评。关键是首先要正视危机，只有正视危

机，把握根源和本质，才能有真正的批评理论的建构和批评实践的

自觉。

也许，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形象就如同文化传说中艰辛的攀山者

或虔诚的行路人，每走一段就要停下来，它需要等待自己的灵魂。

近期或当下文学批评危机的本质，我认为主要是批评的主导资

源和主导方法问题。所谓批评的缺席，缺席的并不是批评本身，而

是批评的灵魂和根基。正因为这种缺席，如同许多人指出的那样，

文学批评“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重大问题的能力”。文学批评对

文学所拥有的话语权，并不等于它对社会和时代的话语权，而对社

会和时代基本上没有话语权的文学批评，其对文学自身的话语权也

是十分有限和值得怀疑的。这从而又构成了某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精

神退却：对于无力也无法言说的一切，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当代文学批评并不缺乏理论资源，但矛盾和悖论在

于，尽管新时期以来，我们引进了大量的理论话语，从结构主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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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新批评到文化研究，从女

权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从符号学到叙事学，可谓“各种理论满天

飞”，但这种“理论过剩”的结果却是让我们最终不无尴尬地面对

“理论饥荒”。根本原因就是这些理论没有主导，没有统摄，众声

喧哗，却无宏大旋律；时尚过后，思潮仅余回响。没有主导的理论

立场，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没有深切的理论关怀，这几乎是当下

批评家共有的本源性匮乏。在此情况下，要让批评体现出独立品格

和批判功能，显然是太难了，不过类似某种“神话怀乡病”。从批

评方法上看也是这样，八十年代以来，和各种时尚的理论思潮相对

应，我们经历过五花八门的批评实验，如新启蒙批评、问题批评、

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文化诗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

等等，但大多都流于译介加感悟，往往言不及义，使人看不到立足

中国文学经验的精神底蕴和揭示现实的力量。最后也都是文本烟云

过眼，仅留观念存照。

面对这种缺失主导精神和文化风骨，外部失语、内部失范的文学

理论批评现状，从九十年代中期，就有一些批评家提出，需要建立我

们自己的批评理论，即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学。我认

为这是非常具有洞见性和前瞻性的理论吁求，即使不从意识形态和国

情的角度去考虑，仅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实践性、历史叙事的宏

大性、价值取向的包容性上看，也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唯有马克思主

义批评，才最有资格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灵魂与根基。

首先，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种总体性批评，而我们当下文学批

评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以唯物史观为真正基础的总体性视野。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也是指全面把握现实的方法。

总体性要求把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总体加以考察，不仅要

把握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要把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及其

发展趋势。从批评的角度说，坚持总体性，就是坚持文学真实性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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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原则，就是坚持综合、辩证、创造性地考察作品的思想艺术价

值及其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关联。这样的批评视野，在社

会转型纷纭复杂的新形势下，无论是面对包括文学艺术、大众文化

在内的文化总体现象，还是面对包括现代性、后现代性在内的社会

总体现象，都尤为不可或缺。卢卡奇说：“人应该渴望总体性。”

在此意义上，所谓批评的危机，其实可以理解为总体性的危机，人

们对批评的失望也许正是表达了对总体性的强烈渴望。文学批评和

文学本身都有责任向人们提供总体性的思考。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批判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霍克

海默尔所作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批判性”是统一

的，而作为“辩证的批判理论”，它的精神实质和批评在传统上所

具有的独立品格无疑是相通的。德里达说，批评是和欧洲的大学一

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应该是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批评精神也就是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的萎缩、批

判功能的弱化，正是当前文学批评面临危机的突出表现。

其三，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宏观开放和价值趋向多元化，

这是它能以充分的主导地位，作为当代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支撑的重

要条件。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标

准，也是被批评史证明是最具建构力与整合力的批评方法。随着时

代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学本身的多元化呈现，马克思主义批评面向现

实的开放多维性，从理论到实践，都不仅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也

预示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与活力。恰因如此，在当今世界的文化

景观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和解构批评成了两大主潮，而后者又主要

是以前者为思想资源和背景的。

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批评学，首先就应该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批评，也就是要有相当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当我们的大

学讲堂和社科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作为重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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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事体制内循环式的“知识生产”的时候，不会有人想到，马

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其实是更为实际也更为紧迫的任务。因

为，批评不是理论，不是文艺学、美学本身，即使是批评理论，也

要以大量的批评实践为基础。而且，如果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家虽然自说自话，门庭冷落，还毕竟不乏其人的话，那么，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却几乎堪称鲜见。在当前大众传媒和大众

文化覆盖并引导文化消费的情况下，寻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家，可能要比寻找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剧作家还难。何处寻找马

克思主义批评家？

批评家们并非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批评视角，“历

史—美学批评”也曾是大家共同看重的批评方法，但时风所至，人

们大都不屑或不愿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为标记，当然更无力对马克思

主义批评作出任何创新性的贡献。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一种历史心

结的逆反，用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话说：大陆知识分子的问题之一，

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评价太低。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近似反讽的批

评界图像，大家都不厌其烦地引证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伊格

尔顿等国外大批评家的片言只语，以此作为站在学术前沿的证明，

但却绝少提及这些大批评家共同的思想渊源，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从未间断过，近年来似

更集中于批评领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葛兰西、

马尔库塞、阿多诺到后现代思想家、批评家们的理论建构和批评轨

迹，都应该对我们深有启示。近读美国批评家杰姆逊的《文集》，

其中的一些提法很出人意料。比如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萨

特”，说“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可以作马克思主义的解

读”。这些提法可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许多在我们看来好像同马

克思已经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的现代哲学家、思想大师，他们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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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杰姆逊本人更是如

此，他的批评心路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批判性，同时

对新的哲学与批评方法进行独具个性的思想整合，从而卓然成家，以

最富思想张力的批评风格影响了世界文坛与公众。毫无疑问，像杰姆

逊这样的批评影响，是中国当代批评家所根本不能企及的，这除了文

化中心与边缘的客观因素，在主观上也是由于像他那样始终如一、着

眼宏大的理论立场、理论关怀是我们不能企及的。

坚持总体性，注重整合性，是杰姆逊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也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批评学的基本要义。但我们同时还要坚持中国

特色的理论建构。我们所需要的批评，是扎根于中国现实的马克思

主义批评，我们所需要的批评家，则是立足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

义批评家。1994年，李泽厚先生和杰姆逊在美国杜克大学有一次对

话，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当李泽厚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认为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杰姆逊

立刻就提出质疑，说他不明白“这一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西

方、对世界有哪些价值。杰姆逊毕竟是西方经验和价值的阐述者，

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会使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

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经验的一部分。而正因为如此，发展有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不

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逻辑的，是重大的时代课题。

伟大如康德也不该漠视人民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一条河。他的同胞诗

人海涅说：“康德是哲学河流的重要源头之一，后来者们都是吸纳

了他才变得伟大起来。”康德也是一座桥，俄罗斯学者戈洛索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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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说：“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与走向何

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 

总之，康德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成就了伟大，也把伟大引

入了哲学与世界。

康德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有趣的是，这个曾经显

要的城市也恰好有一条河，河中心有两个小岛，小岛与河的两岸有

七座桥连接。于是有哲人提出了问题：在所有桥都只能走一遍的前

提下，如何才能把两个小岛都走遍？这就是所谓的“哥尼斯堡七桥

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孜孜不倦地尝试去解析，最后发展成了数学

中的图论。

康德毕生都没有离开这个城市，死后就安葬在哥尼斯堡。在那

里，他不仅留下了他的哲学著作，还留下了关于人与时间的神话。

据说康德非常恪守时间，在哥尼斯堡大学，他每天的起床、上课、

进餐和散步，都能准时到分秒不差。因此有人说：“哥尼斯堡的主

妇们总是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正钟表。”

但恪守时间的康德却没有想到时间的沧桑变化，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哥尼斯堡被归入苏联版图，更名为加里宁格勒，现属俄罗

斯。如今，唯有以康德名义雕制的一座铜碑，被安放在哥尼斯堡的

城头，铜碑上镌刻的铭文，是从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摘出的一

段话：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就越是对它

们发出赞叹并心怀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

律。”

这段话的原文应该是德文，后来就有了标准的英文版、法文

版、俄文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版，也包括中文版。这段话作

为康德的名言，可能比康德本身还要有名，或者说，这段话和它所

言说的那两种东西一样，让人越是思考，就越是发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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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正是康德，他从哲学高度上，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引入

了星空之思，也引入了心灵之思。根据《圣经》，星空是上帝创造

的，但星空的精神价值，却是由康德赋予的，至少自康德开始，星

空才真正成了一种精神主题。有一次读到有人盛赞某国学大师语，

概言星空将颓，万民奔号，而此时先生出，将星空整布如新，众人

遂安（大意如此）。赞语固然神妙，但任何国学大师，我想都未必

能当得起，莫若移赞康德，才似恰如其分。

其实康德的功绩，不仅在于整布星空，更在于以星空来统摄

道德人心。对康德而言，也许星空就是宇宙的道德律，而道德律就

是人内在的星空，二者是相映生辉，同等绚丽壮美的。俄罗斯哲学

家别尔嘉耶夫对此独有领会，他说：“人是星空的微观形式，人身

上隐藏着神秘的宇宙力量。”这种宇宙力量我们在中外艺术经典中

随处可见，仅就诗歌而论，从密尔顿到惠特曼，从叶芝到里尔克，

从雨果到曼德尔施塔姆，莫不是降星空于人心，以人心观宇宙。绘

画有凡·高的《星月夜》，还有美国画家麦克斯菲尔德·帕里斯的

《望星空》——画中那位坐在海边的少女，她心里该盛着多少星

光，有人说这也同时表现了美国精神，那就是因信仰而自信，因自

信而沉静，因沉静而美丽浩瀚。

有时候，人心里的星光甚至会溢出，恰如鲁迅所描述的古琴之

音：“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

2006年11月，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有个讲话，在

讲话中，温总理就引用了康德的这句名言，赢得了全体代表经久不

息的掌声。当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会赢得掌声，而且是多次

的掌声，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一瞬间的掌声不仅是热烈的，而且是

别样的，其中包含着特殊的感动，感动于国家的领袖，以及我们自

己，对一位德国古典哲人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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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康德所呼吁的那种与天地之大美密切相关的内在道德秩

序，对于我们这片古老的，现如今市场喧嚣、法制初兴、渴求经济

发展、瞩望文化复兴的神州大地，又该是何等的重要。想起另一位

德国哲人叔本华的感叹：“我们头上的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

其实康德的这段话，在汉语中还有一种文言的译法，我更喜

欢：“位我上者，灿烂之星空，居我心者，道德之律令。”给道德

律加一个字，变成道德律令，不仅语气上显得更加迫切、庄严，不

可抗拒，而且因为对仗押韵，也被赋予了五千年古老汉语所独具的

审美意味，那就是工稳和隽永。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康德言说了“律令”，他的言说本身却并

非什么“律令”。正如在解构主义看来，一切话语都可以被质疑、

消解一样，康德的这句哲学圭臬般的名言也不是不可以被挑战的。    

近读刘再复先生论《红楼梦》，他说曹雪芹有“女儿本体论”

思想，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极致的女性主义，进而引证康德的名言，

说曹雪芹与康德不同，曹氏所最艳羡的，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地

上的女儿。这是戏拟，但很恰当。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有位朋友驾车

伴我出行，在笔直的高速路上，他突然颇有感慨地说了一句：“康

德说了，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路上的交通法规。”

戏拟接近挑战，同时也接近赞美。真正对康德构成挑战和质疑

的，我认为是美国诗人艾德温·马克海姆（Edwin Markham）的一首

很短的小诗，题目叫《第三奇观》（ The Third  Wonder），译成汉

语，只有朴素的五行：

 

有两件事，康德说，会撼动我们的灵魂，

 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道德的精神。

而我知道还有件事，虽然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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