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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段崇轩的评论随笔集《边缘的求索——文坛的态势及走向），我感到格外
高兴！
为作者，为山西文坛。
这是作者评论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山西文学的一份可喜收获。
　　崇轩投身评论已有30余年，他的研究方向涉及当代乡村小说、短篇小说以及山西文学创作等多个
领域。
这部《边缘的求索——文坛的态势及走向》则集中在对当下文坛、文学以及文化等诸多问题和“病象
”的揭示与批评上，是他全部评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全书共分四辑。
第一辑“观察”，以宏观视野，着重解剖了当前文学乃至文化界中一些带有体制、机制性的深层问题
与根源。
如文学评奖、专业作家体制、文学批评、文学期刊以及教育上的“读经热潮”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二辑“反思”，则深入到现实文学的内部，论述了文学的种种隐患。
如文学同大众的脱离、作家的思想匮乏、人物形象的淡化、鲁迅和赵树理精神的失落等等。
第三辑“探索”，转而切入一些具体的、紧要的文学理论课题上，作了深入的透视与评论。
如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如何表现当下的农村和农民、青年作家怎样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等一系列
问题。
第四辑“对话”，是作者同一些作家、评论家的自由讨论，涉及乡村小说的发展、文学批评的困境、
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等许多主题。
四个方面，涵盖了文坛和文学的内部、外部，宏观、微观等各个层面和侧面的一些焦点问题及热点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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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些年来，我的写作评论领域在逐渐扩展，但属于当代文学评论。
如果从写作形态上看，则可分成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两部分，关于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以及短篇小说艺
术的探索，可以算作学术研究。
关于当下文坛、文学以至文化现象的及时评论，则可称为文学批评。
这本小书，收集的主要是后一类批评文章，它们不那么严谨，规范，但对文坛、读者，或许还有一点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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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崇轩 1952年出生于山西原平．历任山西大学中文系教师、《五台山》编辑、《山西文学》主编。
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山西文学院一级作家。
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学评论400多篇、散文随笔100余篇，共200余万字。
著有长篇传记《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永驻的厚土》．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
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等。
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及省内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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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观察　文学评奖的功与过　“专业作家体制”面面观　“文坛”不等于“市场”　文学批评
的“三分天下”及内在缺失　扶植底层作者的深层意义　文学期刊忧思录　少一点门户之见　京城的
“躁气”　是学术平台，还是“私家花园”　语文教学中的“技术”与“艺术”　职称之痛．　且说
“国家级论文” 　“读经热”的冷思考　警惕时尚读物  　短论三则　⋯⋯第二辑　反思第三辑　探
索第四辑　对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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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热衷于研究大问题，制造新话题，命名新现象，在文化、文学界造出一个个响动，他们也因
此成为理论“明星”。
但对这些问题、话题、现象的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学理基础上的深思熟虑，而是对庞杂现实的一种表
层感受和感觉，或者三五同仁对话时撞击出的思想火花。
譬如他们所乐道的“精神叙事”“消费意识形态”“殖民、后殖民文化”等等，我至今不得要领。
许多年来，他们制造出那么多新概念、新名词、新理论，但又有多少落地生根，被人们广泛接受了的
呢？
而对那些文化、文学的基本理论、深层理论、微观理论等等，他们却不屑于涉猎和探讨，成为一个个
待填的“空白”。
他们白天穿梭于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讲台，晚上熬夜读书写作。
在文化圈里常常看到他们匆忙的身影，在各种媒体常常读到他们应急的文章，但却难得静下心来读一
读经典著作，想一些较深入的理论。
他们拥有话语权力和广阔的学术平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全国的文化、文学走向，但他们自己
也深感疲于奔命，干的常常是一些无奈而违心的活儿。
我为他们的精神和辛劳感动，觉得中国学界和文坛不能没有他们，但对他们这样的治学和活法真有点
怀疑、担心。
　　在北京，常和同学们去逛书店，买到不少授课老师的学术著作，静心细读，你会发现，书中的许
多思想如出一辙，甚至论述语言也那样相似。
十几年前写的东西，其观点已经显得陈旧而苍白，甚至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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