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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
韩　伟

【提　要】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样式,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 从其产生之初, 便引发

学界对其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质疑, 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但媒体批评是顺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

新兴的批评类别, 无论对其持否定意见还是肯定性的认可, 都值得当下文学批评家所关注并思考。文章试

图对 “媒体批评” 进行学术性界定, 并将其置于当下的文化语境中, 对其价值作了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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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何为 “媒体批评”

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出现打破了过去学院批评 “一

统天下” 的格局, 如今媒体批评异军突起, 使文学批评

由一元走向了多元, 这不仅是对传统学理化批评的挑

战, 也对其自身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媒体

批评的争论从未停歇, 学界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媒体

批评所传递的思想内涵能否承担起文学批评的职责问题

上。美国文艺理论家汤普森曾说过:“大众传播的技术

媒介的发展, 进一步拓宽了社会互动的空间和时间。大

众传播媒介扩展了符号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有效性,

但它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 即它容许生产者和

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中介性互动。” ① 在大众传

媒迅速扩张的时代, 媒体批评正是作为沟通文学生产者

与接受者之间的媒介而存在, 在当今有些浮躁的文坛

中, 文学批评自身亦面临诸多问题, 媒体批评的介入不

仅对文学产业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间接引发

批评界对文学批评价值坚守与批评家责任问题的重新

思考。

当下学者对于媒体批评的争论主要是由媒体批评的

自身性质所引发的, 对 “何为媒体批评” 的论述, 学界

看法大致相仿。陈晓明认为, “媒体批评, 主要是指发

表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学批

评。” ② 王一川更全面客观地评析了媒体批评的特点,

“媒体批评是指各种大众传播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文学动

态 、 名家轶事 、 公众议论等新闻 、 轶事与批评的杂糅形

态。它多出于媒体的编辑 、 记者或那些 `职业写手' 之

手, 往往专门投合普通公众的文学好奇心, 竭力追新求

异, 成为数量最广大的普通市民读者的日常文学 `收视

指南' 或 `阅读导向' 。它的直接目的很简单而又真实:

保障并扩大媒体的收视率或发行量, 并为此而竭尽全

力。” ③ 媒体批评确实具备传统学院式批评所不具备的优

势, 它从公众的视角出发, 关注当下文艺现象, 以当前

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 , 文风通俗易

懂 、 自由灵活, 崇尚新闻性 、 时效性, 其对现实的敏锐

把握, 以及极强的针对性和传播性都使传统文学批评望

尘莫及, 但淡化学理性 、 有时过于追求轰动效果的庸俗

性评论, 是制约媒体批评发展的病因之一。

当下, 我们对媒体批评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怀疑与否

定层面, 虽然争鸣之声不绝于耳, 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学者对媒体批评的质疑掩盖了缺乏对媒体批评研究的事

实, 一味地对媒体批评持否定意见 , 难免忽视对媒体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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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存在的合理性的思考, “ 2000 年 3 月 18 日, 《文汇报》

登载了艾春的 《传媒批评, 一种新的批评话语》 和洪兵

的 《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 , 这是学术界首次使用 `传

媒批评' 、 `媒体批评' 的概念, 它标志着社会开始关注

媒体文学批评。洪兵认为, 要建立健全媒体批评, 必须

要有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 而对于公众而言, 他们可能

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基础。艾春则更明确地指出, 传媒

批评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 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

规律, 而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批判能量, 取决于知识

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但遗憾的是, 目前

学术界对媒体文学批评的研究是不够的, 专门研究媒体

文学批评的理论性文章很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

指导实践, 媒体文学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

究, 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促使它由

`自发' 状态进入 `自觉' 状态 。批评界有责任为媒体

批评的合理化发展提供一个理论支持。” ① 而这种学理性

的支持, 首先应该建立在对媒体批评肯定性接受的层面

上, 我们知道传媒与大众文化一起造就了媒体批评的繁

荣局面, 大众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文化形态, 它以大

众传播媒介为载体, 通过模式化 、 平面化 、 批量化 、 普

适化的传播手段作用于大众的感官之上, 公众通过这种

类像化的传播媒介获取感性十足的文化讯息, 可以说

“媒介是我们感官的延伸, 它可以使我们超越自己感官

限制去看和听”, ② 媒体批评正是借助于大众文化与传播

媒介的这些特点, 建立起一个公众可以畅所欲言的立体

化的批评交流平台。仔细分析不难发现, 大众文化消费

价值的提升, 激发了整体文化消费能力的增长, 媒体批

评适时地抓住了公众对文化消费时尚化的推崇, 集体式

的消费狂欢为媒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先机。在消解文化

的同时, 文学批评传统的审美性与学理性亦在被消解,

从而使媒体批评进一步完成了文学批评的消费化转向。

在当今娱乐化 、 视觉化充斥文坛的现实背景下, 文学批

评也出现了主体泛化的现象, 一些编辑 、 作家 、 记者甚

至普通读者与网路写手都与专业批评家一起共同成为媒

体批评的主体, 使得文学批评自身也发生着转变, 由过

去专业化 、 精英化 、 权威化 、 学术化的特点转换为大众

共同参与的平民化色彩浓厚的文学交流。主体与精英意

识的泛化与转向, 使当代的大众文化也适时的在这种新

形势下确证自己的文化价值导向。因此, 大众传媒无意

于对文学深度进行挖掘, 它更注重阅读的广泛性与评论

效果的轰动性, 以此牢牢抓住受众的兴趣点, 这就很难

避免某些娱乐成分和急功近利的评论。

二 、 重识媒体批评的价值

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已经

建立起一种相互共生的关系, 大众传媒对文化产业的影

响可谓无孔不入, 文化产业也需要大众传媒的参与, 传

媒与文化的合作共生关系, 不仅刺激了公众的文化支

出, 更使媒体批评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公众的文化消

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众传媒所主导的媒体批评的影响,

大众传媒从自身利益及发展角度出发, 对当下流行的文

艺现象或文学作品作以考量, 并通过媒体批评的宣传和

影响, 成为左右大众文化消费的 “ 风向标” , 有大众传

媒参与的文化消费, 已不单纯是对文化本身的解读, 更

是商品经济时代对文化消费的一次很好的商业运作。贴

近日常生活的媒体批评毕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读本, 媒

体批评本身短小精悍 、 通俗易懂, 又不乏犀利的笔锋与

尖锐的批判精神, 正好符合了公众的阅读要求, “感性

化的传媒批评恰恰迎合了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文化语

境, 依凭着现代传播媒介的文化权力和读者对感性之

维 、 游牧文化的回归, 占据评坛中心要津而张扬十足的

话语霸权。” ③ 由此媒体批评能够轻而易举地占据文化消

费市场就不难理解了。它从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联姻

中获利, 同时二者又都需要借助媒体批评这一文学样式

来加大自身的宣传力度, 并直接影响公众的文化消费。

可以说, 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广泛席卷公众消费的各个领

域, 同时, 民众对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又尤为突出。他

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满足自身的感官享受上, 并不在

意文本所具有的学理性内涵, 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以

一种高深的学术姿态, 坚持纯理论化的学理性表达, 这

种过于专业化与理论化的学术风格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确实难以接受。而传统学院批评自身也进入了一个怪

圈, 他们的论述往往只是满足于学者的理解或者只限于

自我理解, 并不考虑公众的欣赏阅读水平, 这不仅局限

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传播力度与学术影响, 也使文学批评

与公众的距离渐行渐远。相反, 媒体批评相对通俗浅显

的文风, 能够紧跟当前文化消费市场的动态, 更能为广

大读者所接受并能使读者从中获取大量即时的文化信息

与消费指南。在市场化 、 网络化全面覆盖的今天, 媒体

批评虽然面临着质疑与挑战, 但它的影响力正逐渐取代

传统学院式批评而成为公众关注的主要文艺形式和最炙

手可热的批评样式。这有赖于当下大众传媒对文学批评

的消解与重构, 大众传媒想要营造的是全民娱乐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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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盛宴, 媒体批评恰恰作为带有娱乐狂欢色彩的文化自

由交流的媒介, 既彰显大众传媒主导公众文化生活的力

度, 又宣扬了媒体批评在当下的重要作用。

在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更迭变化中, 掌握了当下文

学批评的话语权就拥有了批评的主导地位。随着大众传

媒的介入, 使批评的话语权力被重新分配, 媒体批评在

其中的地位日渐突出。由于媒体批评的性质所致, 其直

接影响了读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 而文学实际

上就是满足文化需要的主要精神消费品。媒体批评作为

大众传媒与文化消费的文学中介, 对其批评家的责任意

识与学理性素养方面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也是引

发传统学院批评家对媒体批评产生质疑的问题所在。批

评界对媒体批评基本上是持批评意见的, 媒体批评被当

作异类当作他者, 只在确定传统文艺批评的权力疆界时

才有用;批评家们似乎在以训导者的口吻告诫世人, 媒

体批评不是文艺批评, 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是学院批

评。批评家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某些媒体批评的

确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媒体批评面临一个如何将学理

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挑战, 就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看法

而言, 主要涉及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的批评角度问题。

学院批评严谨的纯理论化专业高度, 使媒体批评自惭形

秽, 作为媒体批评, 其篇幅短小 、 疏于学理性的表达,

固然是其硬伤,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媒体批评的优势也

正在于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纯理论性批评晦涩难

懂 、 篇幅庸常的弊端, 扩大了读者群, 使批评不再只限

于专家学者之间的争鸣。这种淡化学术性, 降低批评门

槛的媒体批评读本, 更易于读者接受, 也在某种程度上

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拓宽了视阈与影响。当然, 媒体批评

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如果过分忽视批评的学理性原则,

只一味追求销量和名气, 媒体批评无疑是自毁前程。实

际上, 无论是所谓的主流批评还是传统的学院式批评,

与媒体批评并非矛盾对立关系, “ `主流批评' 和 `媒体

批评' 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对 `学院批评' 的理论品格有

所借鉴, 而在 `市场化' 转型过程中, `主流批评' 和

`学院批评' 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 `媒体化' 的倾

向。” ①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各种批评形式之间相互共

生 、 互相影响的现实。以学理性著称的传统学院式批评

不能将媒体批评拒斥千里, 在焦虑与不安的心理下纷纷

质疑甚至以激烈言辞声讨媒体批评, 也有辱文学批评畅

所欲言, 各抒己见的学术原则。由于批评角度与性质上

的差异, 我们不能拿学院批评的职能来衡量媒体批评的

价值。媒体批评的领域涉及到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 它

早已打破文学艺术的界限, 是在不违背文艺创作原则的

前提下对文本价值予以基本判断的一种雅俗共享的批评

样式, 其集新闻性 、 可读性 、 时效性于一身, 并有效指

导读者的文艺消费, 这些都是媒体批评值得肯定的优

势。“媒体批评虽然不具有专业批评那样严整的学理性,

但却具有从众性, 极具捕获力和煽惑力 。有人曾经说

过:一篇由新闻记者速成的消息或报道 (更不用说稍许

下功夫的文章了 ) , 远胜于由批评家苦心经营的批评文

章———这并非夸张。” ② 可见, 批评家苦心经营的批评文

章, 并非胜过新闻记者速写而成的所谓文学报道, 这正

体现了媒体的特点, 也说明媒体批评在商品社会中天然

拥有的高于传统批评的优势。因此 , 对媒体批评价值的

衡量, 若以学院式理论批评为标准并上升为学科建设的

高度, 确实对媒体批评未免苛求过度。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批评样式, 各自都面临如

何使批评更有效地指导文学阅读, 并在更大程度上满足

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问题。 对于传统文学批评而言,

文学批评价值的降低与批评家责任意识的缺失是不可回

避的现实问题, “比之蓬勃发展的文艺创作, 文艺评论

无论在力度上, 在人才的聚集上都显得不足。评论著作

出版困难, 评论队伍不断走失, 更使得文艺评论在进入

90 年代日益产生危机感。人们不满评论界的 `疲软' 和

`失语' , 感到评论著作太少。” ③ 同时, “ 20 世纪 90 年代

文艺批评始入了困境之时, 恰好是媒体批评兴起并渐露

峥嵘之日。不少批评家认为媒体惹了批评的祸, 于是展

开了对媒体批评的猛烈抨击, 以图拯救文艺批评于危难。

然而, 媒体批评依然势头强劲, 学院批评也未见东山再

起。在我看来, 说媒体惹了文艺批评的祸, 不过是一种

幻象;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之间的相互责骂, 不过是一

种权力游戏, 对拯救文艺批评于事无补。” ④ 透过上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评论著作数量上的减少和学理性的缺失,

反映出传统学院批评对理论深度的要求与受众阅读范围方

面的矛盾。如果一味指责是媒体批评异化了传统批评模式,

难免有失公允, 而进入新世纪批评家责任意识的缺失也使

我们重新审视文学批评自身出现的这些异化症候。

中国社会全面走向市场化, 体现在精神文化领域内

的媒体批评的影响力逐渐胜过传统学院式批评, 俨然已

成为主要的文化消费风向标, 《人民日报》 于 2005 年 1

月 20 日刊发的 《为 “媒体批评” 辨言》 , 可以说从官方

角度客观肯定了媒体批评对于文艺作品广为流布与传播

的功用。媒体批评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等同于媒体批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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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绝不能据此作为一概否定媒体批评的理由。媒体批

评的蓬勃发展, 不仅给传统批评带来了强烈冲击, 也为

传统批评重识自我价值提供了很好的反思机会。传统批

评如何在社会转型期走出困境, 如何肩负起自身的使命

和强烈的道德责任, 都是批评家必须面对并试图解决的

重要问题。

三 、 媒体批评的现代诉求

当今时代, 大众文化依靠传媒的力量迅速占据人们

日常文化消费的中心, 由文化理念的更替到消费观念的

转变, 大众文化完成了自身的文化建构, 这种影响波及

到文学批评领域, 正是媒体批评兴盛的原因。媒体批评

是学院批评在媒体领域内的延伸与改变, 在大众传媒影

响下深受自由文化熏陶的媒体批评已经脱离了固有的批

评样态, 媒体批评的视角已经延伸到文化生活的方方面

面, 有的学者指出, 这种貌似繁荣的媒体批评已经失去

了文学批评的原貌, 是异化的另类批评。 其实, 将大众

传媒影响下的媒体批评与传统的学院批评相提并论, 本

身就存在是否具有可比性的质疑, 这就如同 “将学者文

化与大众传媒文化进行对照并将他们从价值上对立起

来, 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且荒诞不经的。” ① 用传统学院

批评的标准来匡正媒体批评的价值以及对其存在合理性

提出质疑, 这显然违背批评家惯常的评论方式。实际

上, 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对立矛盾

来概括, “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之间既有分工, 更应该

有协作。一方面, 媒体批评需要学院派批评家的学理支

持和权威性, 以提高媒体批评的文化档次和可信度;另

一方面, 学院批评也需要媒体的传播渠道, 以扩大学院

批评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② 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学院

批评与媒体批评互相借鉴 、 共存的状态, 而不是相互排

挤和对立。学院批评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是媒体批评所欠缺的, 媒体批评贴近生活, 言简意赅的

特点也值得学院批评借鉴。此外, 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

个刺激文化消费的特殊精神文化产品, 在文化交流过程

中, 要考虑到大众对文化的接受心理。在当今信息社会

快速发展之下, 媒体批评有效地成为沟通文学批评与文

化消费的桥梁, 它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下, 对当下日

常文化生活的引导作用是学院批评所望尘莫及的, “媒体

批评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 它的势力越来越大, 文学

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这既是所谓媒体时代的社

会必然现象, 同时也恐怕是全体社会的正常需求。” ③ 在

大势所趋的文化常态运作下, 加之大众传媒的深远影响,

媒体批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色彩将更加突出。人们已经习

惯通过媒体批评来阅读当下流行的文艺现象和文学动态,

对作家作品的实时浏览也通过媒体批评来完成。无论怎样,

在大众传媒与文化消费主导的文化氛围下, 人们已经接受

了新的文学批评传播模式, 即媒体批评, 这也是文学批评

顺应当下社会变化而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大众传媒的出现颠覆了之前简单的传播模式, 打破

了传统思维状态下积淀的厚重理论框架, 改变了以往深

沉的学术风格。媒体批评更加适应大众传媒的运作特

点, 其有效的传播方式增强了批评的时效性, 并依靠媒

体的传播力度, 进一步扩大了文艺批评的受众面与影响

力。事实上, 在传播模式的更新中具有内在活力的批评

更能发挥效应。在大众传媒的运作下, 文学和媒体批评

的创作正逐渐被大众传媒所模式化 , “ `写作/批评' 成

了大众传媒制度体系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这个事件的

发生与结束, 都不再由写作者自己来决定, 而通过传媒

和传媒的运作来加以操纵。 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发现

的:在大多数时候, 写作者是根据传媒需要来确定自己

写什么或不写什么;而写作过程同样脱离了写作者对于

文学性的深刻把握, 转向对于传媒技术的适应。” ④ 我们

不能一概否定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与媒体批评的影响,

在媒体平台上最大的受益者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当下文

化产业已经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调控运作下, 通过媒体

批评的推波助澜, 文学作品不仅提高了知名度与印刷

量, 繁荣了文学市场, 更为文学批评注入了活力, 但随

之而来的不和谐之声却冲击着每位批评家的道德底线。

因为有太多粗制滥造 、 名不副实的作品流入文学市场,

而批评家为了某些不耻的金钱勾当或者朋友交情, 歪曲

文学事实, 已违背文学的纯洁性和文学批评的公正性。

对于广大读者而言, 严谨 、 科学 、 客观 、 学理性的批评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读本, 这一点无论对学院批评还是媒

体批评而言, 都至关重要。然而, 从本质上来说, “实

际上, 当代文学乃至于当代文化的贫乏性是更为致命的

问题, 这需要文学批评保持理论和艺术的敏感性, 去阐

发那些有创新可能的新生事物, 以此来打开有限的思想

自由的天地。真正的自由体现在思想空间的拓展 、 认知

方式的多样性 、 精神胸怀之宽广辽阔。” ⑤ 这是对文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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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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