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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鶼神 ： 推进中Ｓ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关健词

潘 雯

【提 要 】 从文艺批评与 理论研究者的视角 出 发
，
以文本与现 实参照的 方式分析 习 近平

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 与 《 中共 中 央 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 的 意见 》

的现实意义 与行动指向 ， 可发现
“

中 国精神
”

是 当前推进 中 国特 色 的社会主 义文 艺发展的

关键词 。 而 文艺理论批评所阐释与呈现的
“

中 国精神
”

， 是将概念化的
“

中 国精神
”

推至民

族审 美的文艺研究 范畴 ， 是
“

中 国精神
”

意义的深化 ＾
‘‘

中 国精神
”

落实于文艺批评 ， 是强

调批评精神 的 当下性
； 落实 于文艺理论 ， 是强调理论架构的 深刻性 。 只 有 当 下的 问题意识

与 深刻 的理论背景相结合 ， 文艺研究工作才 能 实现
“

运用 历 史的 、
人民的 、 艺 术的 、 美 学

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

。

【关键词 】 中 国精神 当 下性 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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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５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 认＆ 卜― —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 了重要讲话 。

—年后的
一

、 核
上

、价
，
与
Ｊ
化 自信 ： 当 則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１ ５ 日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国
，
重视文乙建设工作的

话》 （以下简称 《讲话》 ） 全文对社会公开 。 ２０１ ５时代背景

＾ ｉ 〇 ＾ ，

近－醉来 ， 党和政府对 国家文化建设与
义文艺 的雜 》 （ 以下简称 《意见 》 ） 。 《讲话 》

文艺王細能是有着賴醜实願的 。 习

￥ 《意见 》 傾线塊 謝
总书记在 《讲话》 中开篇明义地指 出 ：

“

为什么
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瞧潮 ＾ 笔者从文艺批评与

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 ？ 这个问题 ， 首先
理论研

要放在麵雜界发展大势中来賴。

”

今天 ，

？讲话》

、

与 《意见 》 的当下意义 ’ 分析其中所指 自我们进
一

步深入体会 《讲话 》 和 《意见 》 的
—

真髓 ， 正ｌ ｉ思考当下 国家文艺建设给出 的种种
‘
‘

巾 ０＿
”

’

课题时 ， 我们首先要麵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
“

＋顿序中谈论文艺 ， 是在什么样的 国 内 和 国际

靜Ｔ探讨文艺娜 、 Ｘ化触細族精神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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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的背景是迫切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 扬一再指出 的 ：

“

在当代 ， 文化霸权主义已成为

尤其是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的工程 。 改革国际霸权主义的
一

种新形态……是霸权主义 国

开放三十多年来 ，

一方面国 内的文化氛围越来家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新战略 。

”“

因此 ， 任何

越宽松多彩 ， 文艺活动从精英文化主导的单一 独立 自 主 的 国家 ， 都必须有能力有办法保护本

型格局渐渐转向 多元实践与多种话语共存的立国人民的价值观 、 行为方式 、 社会制度不受冲

体型格局 。 另
一

方面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也带来击 ， 有效防范文化霸权主义对本国文化的渗透

了社会审美趣味的低俗化与文艺创作的快餐化 、 和破坏 ，
不断增强文化的 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

机械化的 问题 。 习总书记的 《讲话 》 毫不讳言凝聚力 、 影响力 ，
不断增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

地指出 当前的思想和文化危机 ？

？

“

我 国社会正处文化识别力 、 抵制力 。

”② 近年来 ， 学界和社会

在思想大活跃 、 观念大碰撞 、 文化大交融 的时也在不断反省一些西方思潮对我 国文化建设的

代 ， 出现了不少 问题 。 其 中 比较突 出 的一个问 错误影响 ，
比如新 自 由主义思潮 、 历史虚无主

题就是
一

些人价值观缺失 ，
观念没有善恶 ， 行 义思潮等 。 面对文化霸权主义 ， 中 国需要建立

为没有底线 ， 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 ， 起 自 己的文化 自信和制度 自信 ， 自信于 自 己 民

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 ， 没有 国家观念 、 集体族的传统 、 价值与仓！ ］造能为 。

观念 、 家庭观念 ， 不讲对错 ， 不问是非 ， 不知正是基于这样 的国 内 与 国际时代背景 ， 习

美丑 ， 不辨香臭 ， 浑浑噩噩 ， 穷奢极欲 。 现在 总书记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和 《 中

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 。

”①

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
， 最

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
也需要强

为核心 的呼唤是两点 ：

一

是坚持以人 民为 中心
大的精神力量 ； 如果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

的创作导 向 ；
二是让

“

中 国精神
，，

成为社会主
丰富 、 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加强 ， 如果Ｓ

义文艺的灵魂 。 第—点是中 国共产党长期 以来
家的顶层设计者只重视物质生产 、 却任 由思想

的文艺
“
二为

，，

方 向 （ 即文艺为人民服务 、 为

社会主义服务 ） 在当下 的縣 重 串 与发扬 。

１
全地继续

，
展则

＾
在
＾
问 。 文艺

＾
作为

《讲话》 特别强调文艺创作和人民群众之间互为

Ｊ ５ 需要、 互相成就的关 系 ， 因为
“

关在象牙塔里

＾ ＾ ｚ？Ｊｉｓｆ？ ＾ 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
”

。

③ 人 民文
｜

艺论是中 国新时期指导性的 文艺理论
一

强调
有着

仆痛
文艺从群众 中来 ， 必翻群众 中 去 ； 人 民需要

文艺 ， 文艺也需要人民 ； 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

是人民的文艺 ，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
化的人侵问题在 《讲话 》 和 《意见 》 中并没有ｋ ｕ

被 明麵购縣 ， 辦它贿＃職細今 ｆｆ
天进行内生性文化重建不可不 知 、 不可不獅

一个维度 。 历史地看 ， 近代 以来线性进化论的
写 、 为人民抒情 、 为人民抒怀 ； 同时 ’

也明确

思想对第三世界民族 自 信和对西方文化在全球
指出要从制度改进人手 ’ 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范围内的优势传播地位的影响都是无可否认的 。

＂

ｉ

＊

仆帝固 丰 义县帝固 力暑亦
一

战结亩后ＨＰ八① 参见 《讲话 》 中第四个问题
“

中国精 神是社会主义文艺 的

１魂
”

。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１ ４ 年 １。

着经济帝国主义而推行的新的统治战略与方式 。月 １ ５ 日 ）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它以隐秘而安全的手段进行思想和文化的渗透 ，② 郑科扬 ： 《文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战略的新形态 》
，

《 中

去征服和控制其他国家人民 的头脑 ， 直接作用
ｉ ｓ０ 。

工ｈ令— 丨

、

汰 年 芩 咕 ａｎ ？士③ 参见 《讲话 ？ 中第三个问题
“

坚持 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
于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权力关系的配置 。 文向

， ，

。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 １４ 年 １０

化帝国主义必然通向文化霸权主义 ， 正如郑科月 １ ５ 日 ）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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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社会效益放在对文艺作品 的首要评价标准正是出 于对文艺理想与 文艺功能的笃信 ，

上 。 如果说 以人民为 中心 的创作导 向是党长期我们用
“

文艺的灵魂
”

来弘扬和践行
“

中 国精

的 、 明确的文艺发展 口号 ，

“

中 国精神
”

的提出神
”

。 习近平在 《讲话 》 里从文化对于
一

个民族

则是着眼当前的新形势而推 出的文艺工作的核的重要性出 发 ， 过渡到文艺作为一种领先的文

心理念 。化形态的重要性 ， 并在此基础上指 出文艺彰显

＿、 、
“

中国精神
”

的必要性 。 他首先指 出文化繁荣与
二 、 中国精神 ： 《讲话》 与酿昌盛之间的关系 ：

－

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

《意见》 观照下的社会大的物质力量 ，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 没有

主义文艺发展方向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 ， 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

当
“

中 国梦
，，

的概念在 ２０ １ ３ 年被创造性地
富 ’

国家 、

一个民族不可能屹乂于世界民族之林 。

”

巾ｍ
接着 ， 他指丨

“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 最能
神

”

也作为一个凝心聚力地呼唤被提出 ， 意在
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 ， 最能引领

一

个时代 的风
呼唤当

ｔ
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 习近平总书 ｉ己

气，＠ 文艺是最为领先的文化形态 ， 是社会精
指出 ， 头现中 国梦必须弘扬中 国精神 。 这就是

神风貌最具代雜的表征 。 目此 ， 文艺发展力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 ， 以改革创新力

量的缺乏与衰竭 ， 不仅是对文艺 自 身 的伤害 ，

核心的时代精神 。

”① “

中 国精神
”

的首要 内涵 ，

也是对社会精神的伤害 。

可从
“

民族精神
”

和
“

时代精神
”

两个维度来 《讲话 》 对
“

中 国精神
，，

的唤醒具有不容
界定和阐发 。 而

“

中国精神
”

体现在文艺创作 、 置疑的时代意义 。 中 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进人

批评和理论里 ， 还需要被持续深化为能 引领大 一个伟大的时代 ， 我们可 以 自 豪于我们的社会

众认知的 、 能迎接后全球化时代 的思想挑战 的 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 ， 也可以基于我们的经济

文艺研究范畴 ，
而不只是规约性 的概念 。 文艺 成就 ， 系统地发展出 阐释中 国道路的优势与特

研究者 ，
以及其他工作在社会思想前沿的人文色的 、 政治性的

“

中 国话语
”

。 但是我们 的文

科学 的工作者 ， 对
“

中 国 精神
”

的 理解和呈 化事业并没有交出 同样非凡的答卷 ， 我们的文

现 ， 不仅是基于当下的价值论 ， 更是出 自 于主 艺创作并没有在改革开放 以来东西方文化加速

体的建构性 ， 即他们需要从
“

中 国
”

的主体意交汇的有利语境里壮大 、 辉煌起来 。 文化是一

识出发 ， 以历史的 、 包容的 、 生动的 、 思辨的个国家 、

一

个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

方式与语言建立起大众对
“

中国
”

的深层精神特标志 ， 是在复杂的 国际 背景下保持民族精神

认同和情感结构 。 这里的
“

中 国
”

笼统说来包独立性和 民族生命力 的关键因素 。 ２ ０ １ ４ 年文艺

括三层指向 ： 既指 向 深陷于 当代政治 、 经济 、 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 ， 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广泛

文化和社会治理的话语 中 的 ， 作为
“

现代国家展开了对于文化品质缺失 问题的反思 ， 认为所

概念
”

的中 国 ；
也指 向那个作为世界文明与历谓

“

小时代
”

的浮躁心理与功利的哲学正在消

史 的重要构成部分的 ， 传统的
“

文 化的
”

中解经典作品的精神 ， 并产生
一

系列 文艺精气神

国
？

， 更指 向今天生动存在着的有血有肉 、 有情

感 、 有爱恨、 有梦想 、 也有 内心 的冲突 和挣扎① 习近平 ：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上的讲

的
“

人的
”

中 国 。 文艺 ， 尤其文学 ， 强调的是ＡＳ ｉ±
ｉ＿ ：

２ Ｃ） １ ３— ’￥ ４ ？ 。

ｚｍ／灿址祕办 、＊姐 士 、
、
，
② 参见 《讲话 》 中第三个问题

“

坚持以人 民为 中心 的创作导

那种 用现实 主义精神 和浪漫 主义情怀观照现向 ，，

。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 ２０１ ４ 年 １ ０

实生活 ， 用光明驱散黑暗 ， 用美善战胜丑恶 ，月 １５ 日 ）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让人们看到美好 、 看到希望 、 看到梦想就在前？ 参见 《讲话 》 中第
一个问题

“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牟庙＊ｎ ｖｔ士祕从 ＋
Ｗ＊ 、

丨 ｒ
＝ｔ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

。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方 的精神 ， 需要塑造有效的主体认同与情感话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曰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结构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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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表现 ： 如文艺创作只服务于感官快乐和健康发展 。

”③ 站在构建
“

中 国精 神
”

的 角度 ，

只迎合市场的
“

去思想化
”

、 隐藏立场与逃避过去一年多来 ， 学界对文艺批评的探讨主要存

责任的
“

去价值化
”

、 否定历史大义的
“

去历在这三方面问题 ： 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 国人 的

史化
”

、 自欺欺人的
“

去 中 国 化
”

、 以
“

多元
”

审美 、 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 文艺批评褒

为名却恰恰舍弃 了
“

多元
”

批评精 神 的
“

小贬藤别功能弱化 。

我
”

的
“

去主 流化
”

等 等 。

３５

扭转文艺风貌的这三种文艺批评 问题的 出现与我 国主要批

关键是要打造出 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思想助推力 ， 评力量的构成有关 。 以数量可观的大学或研究
“

中国精神
”

正是针对当代文艺流弊而开 出 的机构的学者和教师构成的学院批评是 目前文艺

药方。批评的主要力量 。 这种学院批评风格背后有着

二 、

．

批ｉ平的当下性 ：
文乙ｍ平响 、 崇古薄今的文化心理的沉积 、 实隨力 的

阐释
“

中 国精神
”

的不逮 。 麵过理论来说话可 以掩饰 自身文学和
Ｚ必由路径艺术修养的不足及批评者责任与勇气的缺乏 。

？

“

中 国精神
，
，

如何落实 到文艺创作上 ， 目
学院批评对现实 的 回避客观上把大众话语空间

前已经探讨得很多了 。 彳旦文艺评论如何￣
‘‘

中
ｉ±渡给了商业化的批评 ’ 致使商 成为

国精神
，，

相结合 ， 这方面 的对话才展开不久 。

獅驱动力 。 而 国家大量投入财力而培育起来

我们说培养更健細 民麵神 ， 赫风清气正

的文艺生态 ， 其核心是开雖康 的文艺评论 。

评形态上的不均衡
＾
展状况势

传统文艺批评栖方面的功能 ：

“

对外保护文
公信力 的下降 。 目前 ， 我们可以 看到 ， 为推进

艺 ， 为诗辩护 ， 鼓吹艺术地細提升 ； 对内 教
批评的有效性 ’ 学术评价机制 ６＊经出 现ＴＭ

导诗人和艺术家 ， 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

”②的调整 ， 鼓励批评走出之前的误区 。

—

从客观条件上看 ， 今天 中醜文艺批评无重要醜 ， 从去年对文艺解工作 的二方

论是成果数量 ， 还是从业人员规模 ， 都已超＠
面反思中 ’ 我们 可以清楚地发现 ’ 对文艺批

绝大多数历史时期 。 但是 ， 到底我们 的文艺ｆｔ
的反思与对文艺创作的反 沿着’的 向？

评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 ？ 到底文艺批评的从业
伸发出去

＾
義作一 我们的批评也存在

者们能不能够祕赚麵把文学所齡猶

代与民族精神挖掘出 来 ？ 对此批评界内 部
－

；ｔ
值褒贬和 别功能弱化的 问题 。 换言之 ’ 当前

都有检省的声音 。 但深人而广泛的 、 针对批评 文艺批评者对文艺创作者提出种种的批评 、 指

的批评 ， 还是与 《讲话 》 和 《意见 》 的引领作 导与建议 ， 完全可 以 向 内转为对其 自 身工作的

用密切相关的 。 习 总书记在 《讲话 》 中对批 ｉ平
反思和对 自 身问题的批评与建议Ｈ 具体

存在的问题的总结可谓切 中肯綮 ： 要高度重视


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① 董学文 ： 《 挣脱阻碍文艺健康发展 的思 想桎梏 》 ， 《 求是 》

２ ０ １５ 年第 １ ６期 〇

作的一面镜子 、

一

剂 良药 ， 是 弓 丨 导创作 、 多 出
② 髙建平 ： 《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 问题 》 ，

《 中 国文学批

精品 、 提高审美 、 弓 丨 领风尚 的重要力量 。 文艺评 》 ２ ０ １５ 年第 １ 期 。

批评要的就是批评 ，
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③ 参见 《讲话 》 中第五个＿

“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

＿
打 、士 士７ｔ

、人 士 的迪
领导

”

。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捧 、 阿谀奉承 ， 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 中 国月 １ ５ 日 ） 》 ， 《人民 日 报》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人的审美 ， 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④ 关于对产生文艺批评问题的原因的分析 ， 本文受以下文章

标准 ， 把文艺作品完全等 同 于普通商品 ， 信奉 ＳＰＭ ：＿赖 ９

斤ａ 向 由＝册 ｔ
、
ｔ 、人古

？

■＊：
，
士廿 ４Ｕ？

、

节 口
丨丨
期 。 张江等 ： 《当下的批评是不是学问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 １４

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 。 文艺批评褒贬ＭＳ别年 ８ 月 １ ５ 日 。 李艳丰 ： 《文学批评要站好 自 己的 岗 》 ， 《 中

功能弱化 ， 缺乏 战斗力 、 说服力 ， 不利于文艺国社会科学报 》 ２〇１ ５ 年 ６ 月 ８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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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雯 ： 中国精神 ： 推进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关键词


到文艺批评该如何抵达
“

中国精神
”

， 和创作一 西 。

” “

任何企图掩盖 、 粉饰和冲淡生活 中 的矛

样 ， 它也必须把作用 于现实 的 当下意义
——

即盾的倾向 ， 都是违背现实 的真实 ， 减低文学的
“

当下性
”

作为抵达的路径 。 培养
“

当下性
”

首思想战斗力 ， 削弱文学的积极作用的 。

”？ 面对

先必须纠正批评的
“

非当下化
”

问题 。 文艺批今天文艺批评力 量 的衰弱 ， 甚至有学者认为 ：

评的
“

非当下化
”

是指 ， 文艺批评或以 回避现
“

当前有些中 国 知识分子在精神 上 的退却和背

实矛盾的态度站在中 国当下生活 的复杂性和深叛 ， 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 。

”③ 当然 ，

刻性之外说话 ， 或 因 只承接国外理论和话语的这里必须补充
一

句 ， 有温度的 当下性批评 ， 不

影响而做出
“

食洋不化
”

的现实批评 。 文艺创是把情怀或政治态度作为批评的全部内容或第

作介入中 国 当下、 思考中 国 问题 ， 文艺批评也 一标准 。 我们
一

定要明确 ， 唯有真才实学是学

应当如此 。 综合 目 前国 内 学界众家之言 ， 培养术不可撼动的第
一

标准 。

文艺批评的
“

当下性
”

， 可 以从以下路径着手 ：

制造对话 、 拥抱生活 。四 、 理论的深刻性 ： 文艺

首先 ， 当下性需要批评者真正怀有 中 国 的理论Ｊ氐达
“

中国精神
”

文化立场和身份 ， 善于分析 、 阐释文学所讲述的必、由路径

的 中国故事 ， 从中发现能够吸引 学界响应或大＿

的
到

＝
贬

：
对话去作用于社会意识的建构 。 张永禄和王杰

论

曾撰文强调文艺批评对公共话语的引 领作用 ，

２

引

指出
“

文艺批评家并不要求
－定将艺术经验 ｆｎ

々 ， 作为文学丄解积累的结果 ，
既是

了
二批评

艺术参与赚倾測舰的拭雜細 ｔＢ齡果 ， 也是另 －能评誠导 。 《讲话 》 和

来 ， 但是 ， 文艺批评
４

但开风气不唯先
，

的轻
《意见 》 都彰显了党正确处理文化资源的方式 。

骑兵功能与 思想引导责任 意义同样重大 ，

〈〈讲话
“

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

其价值并不亚于艺术创作 。

， ，？ 从话语哲学的角
导 ，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 ，

度说 ， 话语 的力量来 自 它们是使用中 的语言 ，

流通中 的对话。 制造议题比如何谈论
－

个议题
‘

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 ’
运用历史的 、

更重要 。

一个议题制造出来 ， 不管它获得的反 人民的 、 艺术 的 、 美学 的观点 评判 和鉴 赏作

馈是赞同还是批判 ， 是正面的还是负麵 ， 它《意见 样 持以 马克思主义力

都已经是被认知和思考的对象了 。 文艺批评首 指导 ， 继承中 国传统文艺理论优秀遗产 ， 批判

先要发挥的作用是打破言说困难与沉默 。借鉴外 国文艺理论 ， 弘扬创新 中华美学精神 ，

其次 ，
当下性的批评应该是有温度的 、 拥 展现中国 当代审美风范 。

抱时代和生活 的批评 ， 而不是以概念化和公式有学者总结 ， 在 ２０ １ ５ 年 ， 中 国文学理论研

化的方法使用文艺理论 ， 进行先验的 、 理论预 究界的主要思想进程大致有 四点 ：

一是针对西

设下的批评操演 。 批评要求文学创作反映人心 、
方文论的根源进行本土性反思

；
二是呼 吁 回归

人性和人情 ， 那它 自 身也 同样不能远离生活 、



逃避时代 ， 不能回到学术的形式 自洽和 内 心的① 张永禄 、 王杰 ： 《文艺批评是公共话语的引领者 》 ， 《 中国文

安全中去 。 周扬 曾经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去冲破

油六吣” 科寸塋音 以 的 “出茌 由 Ｋ 县② 周扬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 》 ， 《周

无冲犬论 对文学意乂的阻碍 ： 生活 中 总是扬文集 》 第 ２ 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 ９ ８５ 年版 ， 第 １ ８８ 页 。

有前进的 、 新生 的东西和落后的 、 垂死 的东西③ 蔡炮 、 熊元义 ： 《 文艺批评与 学术创新 》 ， 《理论与 创作 》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 作家应 当深刻地去揭露生
④ 参见 《讲话 》 中第五个问题

“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
活中的矛盾 ， 清楚地看出现头发展的主导倾向 ，

领导
， ，

。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因而坚决地去拥护新的 东西 ，
而反对 旧 的东月 １ ５ 日 ） 》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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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
三是培养 出 由 民族 向世源的过程中 ， 深刻性既意味着对原初意义的还

界的视野高度 ；
四是找 回

“

文学
”

本身 ， 建构原也意味着对现实意义 的 引 申 ， 这是非常重要

文学学科 自 身 的精神深度 。

？ 这四点显然是对的转化品质 。 再看以跨语言 、 跨文化 、 跨民族

《讲话》 所 明示 的
“

历史 的 、 人民 的 、 艺术 的 、 为基本特质的 比较文学研究 ， 这一领域也提供

美学的观点
”

的呼应之举 。 对文艺理论的 中国了古今中外深刻对话 的可行路径 。 比较文学领

话语的呼唤绝不是今天才浮出水面
——

从 ２０００域里贯通 中西方诗学与哲学 的研究不胜枚举 ，

年左右对
“

失语症
”

的探讨开始 ， 中 国文论界尤其是海外华裔 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成果 ， 如

早已对外 国文学理论以平面化 、 不分时空序列高友工的 《 中 国叙事传统中 的抒情境界 》 、 孙康

的方式进人我们 的话语体系所带来的种种 问题宜的 《抒情与描写 ： 六朝诗歌概论 》 、 张隆溪的

．
进行揭示与批判 。 但是 《讲话 》 和 《 意见 》 中《道与逻各斯 》 等 。 他们在不同语际间整合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表述无疑将构成与话语的能力
——

比如把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运

决定性的转折点 ： 在强调重塑民族经验的 中 国用到对中 国文学的阅读中去 ， 以及他们所实现

性的同时 ， 文艺理论的深刻性也是它抵达
“

中的跨文化对话的深度 ， 应该可 以成为我们今天

国精神
”

的必由 之路 。 因为
“

历史的 、 人民的 、 进行更大规模的 、 系统化的 中 国学术与文化建

艺术的 、 美学的观点
”

有深度上的要求 。 理论设的借鉴 。

和批评不同 ， 如果说批评的主要功效在于它能
“

人民的
”

这
一

方向 ， 指 向对承接地气 的 、

轻快地掀起发现的
一角 ， 理论则往往依据历史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的审美资源的寻找 。 用作家

的沉淀来做统摄性的命题创造和系统性的思想架张抗抗的比喻 ， 无论是作家和艺术家 ，
还是批

构 。 而深刻性是理论建设必须追求的品质 。 这里评家和理论家 ， 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就是
“ ‘

人

不妨结合一些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建设的实例来民
’

这个群体 中 的 一滴水 、

一粒米 、

一片 叶

体会
“

历史的 、 人民的 、 艺术的 、 美学的观点
”

子
”

， 经历着人民的所见所闻 ， 体验着人民的所

落实于当今中国文化理论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痛所喜 。 因此 ， 如果
一

个作家
“
一

时
一

刻也没
“

历史的
”

首先关涉中 国古代文论 ， 以及中有离开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 ， 在创作 中 自

国哲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化问题 。 通观古代资源始至终坚持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理想 ， 而不

的现代性转化 ， 古典文学研究和 比较文学研究是出于个人物质利益
……以趋利避害之心去选

两个专业领域都 已有不少成果积累 。 新时期以择写什么怎么写……那么 ， 这应该是一个有人

来 ， 国 内 的
“

龙学
”

研究
——对刘勰及 《 文心民性 、 有 良心 的作家 。

”③ 理论家也应具有这样

雕龙 》 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拓展 。 根据的人民立场和批判意识 ， 否则怎么 能体会并升

陈士部教授对当代
“

龙学
”

研究的述评 ， 当今华文艺作品 中 的博大情怀？ 在这
一

方向上 ， 中

的
“

龙学
”

已 不是在
“

单质的文化语境 中恪守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是其题中之义。

校录辑注考据等传统学术旧路
”

， 而是以
“

回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论与审

原初语境
”

与
“

现代学术方法
”

和
“

中西跨文美论两脉的重建与统
一

。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化比较
”

之间互现互补的方式 ， 将 《文心雕龙 》出发 ， 我们系统地发展出将文学作为社会精神

放人更深度的思想对话中 ： 书 中 的风与 骨 、 文现象和意识形态来看待的理论 ， 从而赋予文学

与质 、 情与采 、 意 与辞 、 奇与正和繁与 约等概作品更深刻的意义和更科学的说明 ， 指 引 大众

念被纳入当代的文学作品 的形式与 内容的辩证

法 中 ； 书中 的诗性审美和思维方式具有和西方 ① 冯庆 ： 《

“

中国时势
”

： 文艺理论研究突破ｍ ，
《 中国社会科

文艺审美精神对话的本钱 ； 刘勰的综合
“

言志
”
学报 》 ２０１ ６ 年 １ 月 ４ 曰 。

与
“

缘情
，，

的 主体意识和他 的
“

乘一 总万
”

、

② 陈士部 ： 《 新时期国内
“

龙学
”

研究与中 国文论的现代性诉

龙 》《

＂

４

＊

举研弈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２ 期
“

唯务折衷
”

的方法论等 ’ 都有深远的阐释空间
③ 张江等 ： 《文艺家何以先觉 、 先行 、 先倡 》 ， 《人民 日 报 》

和丰富的现代价值 。

② 因此 ， 在转化古代思想资２ 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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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雯 ： 中国精神 ： 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关键词


思考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权力问题 ， 进而推动最也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时代宣告 的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实现 。意义 。 至此 ，

“

中 国精神
”

作为一个民族的核心

正如前文所提到 的 ， 本文所思考的
“

中 国价值理念渐渐被赋形于大众文化语境 。 它进入

精神
”

， 是上升至 民族审美的文艺理论范畴的书本 、 网络和街谈 ， 凝聚起社会话语的力量 。

“

中国精神
”

。

“

艺术的
”

和
“

美学的
”

阐释能力围绕它的语言是多样纷呈 、 和谐与抵牾并存的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 内核但是 ， 对于它作为话语起点 的提出 ， 我们 的认

与学科本质 。 如何发现这个时代和 民族的经典 ， 识必须统
一

， 那就是
“

中 国精神
”

体现了进人

需要批评家和理论家博大精深的品读能力 。 而２ １ 世纪新时期后国家对于其文化安全战略的调

且
，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 、 大众阅读已 成为唾手整和对于其文明传承使命的坚守 。 它的提出是

可得之事的数字时代 ， 文艺理论与批评如何以正确的 、 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 面对当下 中 国社

创新的角度和冲击性的力度去引领时代之先声 ； 会复杂深刻的变革和转型 ， 优秀 的批评家会饱

不但能够辨识和揭示文艺作 品 的内 涵 ，
还能够受思想的困惑 、 心灵的煎熬与精神的撞击 。 但

发现以文学和艺术方式精心包裹出 的
“

无名之也唯有如此 ， 批评家们才可能贴近世道人心、

实
”

， 这些挑战变得 日 益困难 。 为 了迎接挑战 ， 洞穿时代迷雾 ， 生产 出智慧的思想 ， 并有效地

理论家除 了需要具备时代意识外 ， 还必须扎根参与到时代精神的建构中去 。

中外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 ， 把握时空变迁 中 的

现象与规律 ， 以形成具有
“

中 国精神
”

的美学本文作者 ： 文学博士 ， 浙江省委党校外语

风格 ， 探索民族文化的优势与独特性所在 。教研部 副教授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马 克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和 《 中共中主义学院 ２０ １ ５ 级博士研究生

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 不仅对责任编辑 ： 左杨

文化事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意义 ， 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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