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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作家评论她当时代的另一个作家的话。
90年后再读仍然怦然心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同样可以借用来言说评论。
“不惜代价来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何尝不是这6O年来中国文学评论走过的历程？
！
而这一点，或多或少，会被我们时光中大量的阅读所漠视不见。
文学评论是针对于文学作品、作家创作、文学流脉乃至文化现象的一种极具文学创造性的说理活动。
无疑，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应该成为它言说的当是时的一种思想标准。
但是往往，我们在成长中，只看到了说理、思想或者标准，却独独会忽视掉那个“文学创造性”，忽
视掉那个由内心发出的“火焰的闪光”，由于这个遗漏，造成了对于评论的误读，以为它就是一些个
条条框框，就是一些“坚硬的道理”，而无缘亦无关个人的性情。
当60这个概念，也如30年一样，渐渐热起来，当对于60年的文学评论所经历的争议与疑义，随着时间
的回看而有梳理的需求之时，我的内心也并不是没有一丝犹豫，当然不能不说最终打消了这犹豫的是
南帆文中的那句引文，穿越90年的光阴，它摇曳而来，点亮了我内心的火焰。
从学理上看，时间的断代，从来不曾严谨，60年的概念，对于此书编选，文化的意义仍为主体。
这一文化进步的长路，我们共同经历。
60年，文学评论浩如烟海，本书所选取和能够呈现的是这漫漫长路中的思想解放的主线，在对历史中
的文字选择中，我要求自己尊从于这一主线，也就是说，我想选择能够代表这60年来中国文学评论领
域不断解放思想而又在各个时期反映、呼应和引领文学与文化乃至思想进步的文论，辑在一起的这一
部书，因有了这条主线，和在思想解放中不遗余力、不惜代价的说理的文字与充满创造力的个人，文
学评论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
或者可以说，文学与人，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
文学与思想的各个进程，评论参与其中，比如“人学”之说，比如“现代派”之正名，比如“向内转
”之内视，比如“寻根”之回头看，比如“全球化”之剖析，“本土”之解辩，处处都是文化思想的
渗透，社会语境的浸染，上下，左右，文学在60年各个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风貌，都需各个时期的评
论家做出及时的判断，于此间，评论家的艺术水准、人格修炼，与文学一样，也同样经历着时间的考
验。
但是对于当代文学评论，不少文学中人仍有误读，就说是思想解放，许多后来者也会偏激或片面地认
为，文学评论的思想解放在新时期的三十年，无疑，这三十年，确是文学和文学评论发展较快、思想
解放程度较高、各种思潮碰撞相对激烈的三十年，越来越多的专业者加入其中，无论学理上，还是评
论形式的创新中都有历史的一份不可低估的贡献。
但同样，我以为，若从历史上看，1949至1979年的这三十年的文学评论，在思想解放方面仍有可圈可
点之处，评论家的勇气与个人对真理发见的创新，每每读来使人感念，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
，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均写于1957年，这两篇“论”的论证与结论虽在今天已成理论共识
，但在当是时的语境中提出，不能不教人看重评论家的锐气，对于“人”的建设，还在严家炎的对“
梁三老汉”的形象读解上，有关“中间人物”要不要写、怎么写、人物与时代所呈现的关系一点，我
们今天也已有历史的结论，然而当时却是引发论争的焦点，于焦点、于火力之中，仍有人能够不讳真
言、条分缕辨，揭示内心的火焰，其言可嘉，当然如此做者，也都付出了代价，就是现在看，个人的
代价较之时间中思想的前进而言，孰重孰轻，我不好代人断言，但我尊重和敬仰这一种文字的诞生和
存在，也正是它们，证明了在文学寻索本体的过程中，文学评论曾为之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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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王蒙担任主编、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选编的《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由《中篇小说精选》、《短篇
小说精选》、《小小说精选》、《诗歌精选》、《散文精选》、《散文诗精选》、《报告文学精选》
、《儿童文学精选》和《文学评论精选》等分卷册组成，囊括了建国60年以来文学领域中一流作家的
代表作以及各个体裁的经典篇章，系统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
建国60年是我国当代文学从初步发展，到短暂的沉寂，再到大发展、大繁荣的60年，各种体裁的佳作
破土而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评论精选>>

书籍目录

前言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论人情/巴人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淡《创业史》中梁三老汉
的形象/严家炎《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
/陈荒煤三次伟人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关问题/朱光潜在新的崛起
面前/谢冕“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阎纲文学和真实的思考/王元化现代化与现代派/徐迟最瑰丽和最宝
贵的/冯牧“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黄子平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刘再复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
游/蔡翔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滕云文学的“根”，韩少功所罗门的瓶子/王晓明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鲁枢元灵性激活历史/雷达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王蒙文学：人格的投影/何向阳物的挤压/李洁
非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朱向前共名与无名/陈思和激情与叙事，曹文轩东方风情与生活寓言/孟繁华“
伦敦天空的发明者”，阎晶明现实主义沉思录/吴秉杰十部作品，五个问题/谢有顺全球化语境与文学
理论的前景/钱中文在怀疑与诘难中前行/吴义勤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陈晓明现代主义：本土的话语/
南帆拯救散文伦理/李敬泽小说八条/胡平王安忆与文学史/程光炜再论《百合花》/李建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评论精选>>

章节摘录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在学术问题的研究上，有意见应该说出来，如果
说错了，可以衬托出别人正确的意见来；只要多少有一点道理，就可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就是
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
我想以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来谈一谈教条主义对于我们的束缚。
一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
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
它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的态度和方法。
这所谓根本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指人们的世界观（虽然它被世界观所影响所制约），而是指：人们在
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
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大前提。
现实主义的一切其他的具体原则，都应该是紧紧地依据这一前提来产生。
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性质的前提去考虑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则所谓现实主义，所谓创作方法，它的意
义就含糊了，狭小了。
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
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
它给了作家们多么广阔的发挥创造性的天地啊！
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局限性的话，如果说它对于作家们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现实本身、艺
术本身和作家们的才能所允许达到的程度。
当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它自身的衡量标准。
不过，我们在寻求这种标准的时候，同样地也不应该忘记了前面所说的，现实主义的那个基本的大前
提。
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掌握它的评判标准，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当它
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
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但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仅仅根据上述那个基本的大前提就已经够了吗？
虽然你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尊重现实和依据现实的，是以现实生活为你的创作源泉的，是追求艺术的真
实性的，但是，正因为客观现实是太广阔太复杂了，而艺术的创造性的途径也是太广阔太复杂了，所
以作家在认识现实和表现现实时就要碰到很多困难。
怎样才算是真实的艺术的呢？
怎样才可以达到真实的艺术的和高度的思想性呢？
怎样才能够分辨各个作品和各个作家所达到的不同程度呢？
这也就是说，所谓真实性和艺术性这一目标，其本身仍然过分空阔，不够具体，难以把握。
古往今来有多少作家用其毕生的精力探索过这种现实主义的具体途径啊！
他们有不少人成功了——找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路径，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不朽的杰作。
因此，必须从他们的经验里给现实主义提炼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律和原理来。
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作了许多有名的阐述。
恩格斯有几句简明扼要的话：“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性格”——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内，这其所以是有名的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是根据
现实主义是以现实生活为土壤、为目的而又不是生活的翻版这一大前提发生出来的；其次，而且它确
定了怎样把现实生活集中地表现在作品里的最合理的艺术的途径（或者说是“方法”）；因而它也最
充分地阐明了、同时也是最充分地适合于艺术的特点。
也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一原则给艺术性和真实性规定了一个最确切的途径，它不但没有缩小现实主义
文学发挥其艺术的创造性的范围，相反地，它给作家指明了一条充分地发挥其创造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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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世的人们却并不以已经总结出来了的这些原则原理为满足。
因为，在整个文学事业的领域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找到门径。
例如：如何去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生活呢？
如何才能“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呢？
怎样才算是典型的怎样才算是不典型的呢？
当历史、当现实生活已经起了空前的变化的时候，文学的现实主义本身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发展，或者
，对于现实主义的一些具体原则是不是应该重新加以规定呢？
当人们检阅某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情况而发现了什么问题时，很自然地就要提出一些新的论点，怎样提
法才是对的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避免地应该被提出来的。
正因为这样，人们才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而且，人们在不断的探索和斗争中，确实也曾经找到过一些正确的、或比较以前进了一步的答案。
不过是，这些答案有的是从现实主义本身，有的是从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方向，有的是从文学与现实
的关系，有的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提出来的。
提出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都有意义的。
例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提高作家们认识生活的能力——这一点现在大概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了吧？
那些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也就反对了世界观对于现实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也就
是反对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现实的现实主义原则。
又例如，应该把文学事业从资产阶级的金钱、名誉以及所谓艺术至上主义等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
便作家们真正能够自由地进行创作，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创造性，使得文学能够更加充分发挥其认识现
实和影响现实的作用，——这大概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吧？
又例如，当劳动人民基本上已经成了自觉的历史的创造者，时代的主人翁，正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
进行巨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之时，而我国的文学事业，我们的作家，却长期地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
点，即没有很好地与政治结合起来，与群众结合起来，因而妨害了作家们创造性地表现历史的真实，
妨害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针，难道
不是对文学事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吗？
而且，无疑的，它的基本精神今后将仍然要在我们的文学事业里起着异常深刻的影响。
此外，在整个文艺问题上，还有多少重要的论述，对于解决一系列的美学问题，以及如何去分析一个
作家或一部作品，如何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的能动性，都有其重大的意义。
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去回忆一下，就可以发现，在最近若干年来，在许多有益的工作的同时，我们
新的文学事业里确实也存在着以下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或者是，有关现实主义的新的原则被提出来
了，却是不够科学，意义很含混；或者是，对于一些正确的原则作了不恰当的引申和片面性的解释，
使得真理越过了与实践的生动的关系，而变成了僵硬的套子；或者是，在一定的时候提出了不很确切
的口号，而解释它的人们又把它进一步引申到了绝对化的地步上去⋯⋯总之，在提出这些问题、解释
这些问题、作出这些规定之时，本来应该是为了使得对于现实主义的遵循途径更加具体明确，实际上
却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大前提，因而反倒形成了对于现实主义的束缚和误解，给文学事业造成了很多教
条主义的清规戒律，因而妨害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发挥，妨害了作家的创造性的发挥。
二我想首先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谈起。
如果说这一定义的提出有其历史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一个更清醒更自觉的时期；它提醒作家应该用自觉的社会主义的眼光去看取新的现实生活，以
便能够更好地把握真实和表现真实。
但是，自从这一定义在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上被确立以后，正如西蒙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在苏联出现了不少的庸俗论者对它作了错误的解释。
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相反，它“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而不同时是批判的现
实主义。
西蒙诺夫说，这就是无冲突论的发源地。
此外，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规定了文学的风格本身，也就是它只允许一种文学风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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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60年文学评论精选》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评论精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