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 尤其是对当下盛行的媒体批评精神层面的要求。现

代社会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 不能取代文学业已

存在的固有价值体系, 媒体批评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一种

样态, 不能脱离批评而存在。文学批评可以借助传媒的

力量扩大受众面, 并根据媒体的导向, 取舍批评话题,

使批评不再高高在上 、 遥不可及, 而能为普通读者所接

受。同时, 媒体也从文学批评的繁荣中获益, 重要的是

文学批评不能成为媒体借以炒作的工具, 也不能为了追

求名利效应而失去文学批评自身主体精神。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批评都是一种立足文本的个性

化体验活动, 批评家不是停留在对文本所表现的个人化

生存经验的复述与再现上, 而是要从自身对文本的独特

体验出发, 发掘文本潜藏的深刻寓意。批评家的这种独

特感性认识, 不仅对传统学院式批评来说至关重要, 对

媒体批评更是如此。尤其在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的文化市

场上, 是否集可读性与理论化于一身是批评能否长期良

性发展的关键, “媒体竞争的深化必然给媒体批评与学

院批评的协作和学院派批评家介入媒体批评提供广阔的

前景……文艺批评的深度和厚度, 完全有可能成为下一

轮媒体竞争的据点。” ①随着大众传媒与文化消费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 大众传媒与理论批评界要共同面对以何种

心态与方式来使媒体批评成为一种合理化的精神文化象

征, 而不是将媒体批评仅仅停留在文化消费方面, 或是

一味地对其持有批判 、 否定态度, 是要更多地将视线转

向如何完善媒体批评, 弥补媒体批评自身学理化不足的

缺陷, 提升媒体批评的品质。这不仅是对大众传媒影响

下文化消费档次的提升, 更为文学批评在新世纪如何担

负起批评职责和维护学科价值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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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Media Age

Han Wei

Abstract:As a new criticism sty le, the lite rary criticism in the media age began in the 1990s.From its first

e xistence, it ha s caused lots o f doubts about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 f its ex istence from academic circles o f

lite rature.How eve r, the media criticism is a new criticism categ ory , emerging w 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 f

the info rmation society, therefo re the opinions both negativ e and affirmative a re well w or thy of a ttention and

considera tion among the litera ry c ritic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make an academic definition fo r “media criti-

cism” , and analyze its value in-depth by putting it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te xt.

Key words:the media age;literary criticism;media criticism

观点选萃

在后危机时代语境中省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贺方彬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研究生贺方彬在 《后危机时代语境解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一文中指出:

在后危机时代语境中省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

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 更是时代变化和实践新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不仅是立足于中国当代实际, 破解中

国发展问题, 创新中国发展理论, 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中国现实运动, 更是跨越国家 、 民族界限, 深入时代深处,

揭示时代逻辑, 解答时代问题, 反映时代潮流, 创新世界发展理论, 站在时代浪尖上引领时代潮流的世界性运动。

在后危机时代语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不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获得宏阔的时代背景, 而且更能凸显出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质和深层意蕴, 并从这个侧面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创造力和感召力。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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