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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

与“出圈”
□崔立秋

（河北日报文化新闻部主任）

加强两个“着力点”
□王力平（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加强我省文艺评论工作，需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打通评论与创作壁垒，发挥评论
在文艺创作中的前瞻、引领、矫正作用。文
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向来被视为车之两轮、
鸟之双翼。缺少评论聚焦和观照的文艺创
作，容易失去方向，道路失衡，价值失范；而
不关注现实创作的评论，则容易陷入文本
主义、自说自话。

我省文艺评论的基础力量集中在高
校，但他们往往热衷于基础理论研究，在
某一学术问题上精耕细作，而不了解当前
文艺创作焦点、热点，也不关注我省文艺
创作发展现状、难点，甚至因为课题申报、
学术评定等原因，很多学者并不屑于写评
论文章。发挥这一部分功底扎实、治学严
谨的学者们的力量，进入艺术评论领域，
将极大地提高我省文艺评论专业的高度、
深度和准度，也将极大地改善目前专业评
论队伍弱小的情况，使评论在我省文艺创
作中能真正发挥出校正航标、引领风尚的
作用。

二是构建新的评论话语体系，引领评
论“新”文风。文艺创作的急速发展和分
化，读图时代对于传统叙述的冲击，受众心
理的急剧变化，都要求文艺评论不能敝帚
自珍，抱残守缺，以一种理论和评价方式

“以不变应万变”，或者以西方文论生吞活
剥中国文艺创作实际。此外，短视频等传
播方式对于旧有人际传播的挑战，让专业

文艺评论的传播很容易被淹没在各种博眼
球的所谓酷评、辣评中。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文艺传播中极
为重要的一环。不讲真话、实话，无法送达
受众心里的评论，束之高阁只供小圈子欣
赏的评论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新时
代需要新的符合时代审美、能与受众同频
共振的评论，用大众听得懂、感受得到的中
国好声音，将真正优秀的、具有导向性的作
品遴选出来、推送出去，让人们在审美中获
得净化、感动与愉悦。

三是建立区域文艺评论联盟，推进京
津冀文艺协同发展向深度开掘。京津冀文
学艺术一脉相承，文艺评论要在三地互融
互通的高站位上，总结三地文艺发展的基
础性、前沿性、倾向性问题，整合各自文化
资源优势，明确文艺协同发展方向，形成大
文艺发展局面。

文艺评论是有别于文艺创作的“另一
种创作”，是评论家以哲学的、历史的、艺术
的目光重新审视作品和现象后的解读、阐
释、归纳，并做出方向性的预判。某种程度
上说，它是更为综合、更为高级的“创作”，
门槛更高，专业性更强。但比起创作，评论
在稿酬、声望和回报上远远和付出不成比
例。因此，这个队伍更需要保护和扶持，需
要通过修改现行稿酬制度、改进学术评价
导向等措施，实实在在为这个群体谋福利，
让文艺评论成为一种有尊严、有地位、有天
地的事业。

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可以是深入理
解文艺评论的功能、作用和性质，也可以
是深刻认识文艺评论的立场、方法、标准
以及内部规律性。但归根结底，加强文
艺评论，要落实在阵地建设上，这是文艺
评论的实践性特点所规定的。

文艺评论是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
思维，它需要理论建构和创新，需要概
念准确、论点清晰、论据翔实、论证充
分。但文艺评论不是一个说服自我、愉
悦自我的封闭系统，其价值的最终实
现，离不开思想观点的传播、分享、交流
和碰撞。在这里，学术研究和传播交流
是互为表里的、是统一的。从这个意义
上说，没有成功的阵地（交流平台和传
播渠道）建设，文艺评论的繁荣和发展
以 及 人 才 的 培 养 和 成 长 就 是 一 句 空
话。具体到河北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
提高思想认识固然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但思想认识的提高，需落实在阵地和队
伍建设的实处。

《指导意见》提出要巩固传统文艺评
论阵地，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对加
强新时代文艺评论阵地建设的分析和认
知切中肯綮，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性。目
前，河北文艺评论阵地可谓众多，主要分
布在全省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系统、新
闻媒体副刊系统、高校社科院学报学刊
系统以及国内门户网站的相关频道、板
块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是
河北日报“文艺评论”版，属于传统文艺

评论阵地；一是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的微信公众号“河北文艺评论”，属
于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多年以来，他
们守望相助，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富有成
效地发挥了文艺评论的阵地作用。但从
加强的角度去看，我以为有两个工作着
力点值得关注。

首先，在巩固传统文艺评论阵地方
面，我们需要一本文艺评论专业纸媒期
刊。信息快速传播以及伴随而来的浅阅
读需求，让传统纸媒日渐式微。但如前
所述，文艺评论具有理论思维和学术品
质的规定性。因此，一本坚持专业性、学
术性和包容性，并由此形成影响力和凝
聚力的文艺评论期刊，可以发挥团结评
论家队伍，发现青年人才，深化文学艺术
研究，引领创作思潮，发出河北声音的独
特作用。

其次，在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
方面，我们需要在“互联”和“分众”两个
方面深耕细作。“互联”和“分享”是网络
的本质。加强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建
设，应积极推动全省各级文联和作家协
会网站、全省文艺期刊网站、全省作家艺
术家之间的链接和关注，更好地实现创
作交流。“分众化”是网络新媒体时代实
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重要手段。河北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应把艺术委员会建设提
上日程，并逐步推进所属新媒体文艺评
论平台实现不同艺术门类的“分众化”
传播。

文艺评论要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
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
荣发展。文艺评论工作者应牢记自己的职
责使命，改进文风，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受众，在讴歌伟
大时代、创作伟大作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艺评论的三大功能，一是品鉴作品，
即对文艺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以先
进科学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为指导对作
品进行研究分析，对作品成败得失提出切
中肯綮的意见，为鉴赏者立心，为文艺进步
立魂；二是指导创作，即要善于引领文艺思
潮，启迪文艺家创作智慧，深化创作思想，
改进创作方法，创作优秀作品；三是引领潮
流，即要坚持艺术理想，坚守文艺操守，以
进步的文艺批评培植健康的文艺生态，在
提升全社会审美水平的同时提高人们的道
德水平，帮助人们筑牢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为文艺评论家，不能只是优秀的文
艺鉴赏者，还应该兼具哲学家、政治家、社
会学家的气质和品质，更应该是一个先进
文艺思想的倡导者和艺术理想的捍卫者。
文艺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任何一个时期
文艺的繁荣都是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同生
共长、共同作用的结果。文艺创作繁荣是

文艺评论的基础，文艺评论又总是把文艺
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反观当下的文艺评论，一些现象实在
令人心痛：有的不深研作品，不研究作家，
每有评论，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发一些不着
边际的空泛议论；有的不能以科学态度客
观评价作品，挟一己之私，发一孔之见，视
野狭小，观点偏狭；有的热衷搞圈子批评，
使批评沦为阿谀吹捧之物，甚至成为“皇帝
的新衣”；有的远离创作实践，远离文艺前
沿，躲进故纸堆，在历史的钩沉中去探索

“学术”的价值；有的唯洋是举，故作高深，
拿一些连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西方理论来衡
量所有文艺作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有
的单纯看中经济利益，追逐稿酬多寡，助长
贿评之风泛滥；有的以酷以锐为美，逞一时
之快，只要能迅速博人眼球，就无所不用其
极。凡此种种，都是开展健康文艺评论的
障碍。

要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开创新时代
文艺评论的新局面，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引领文风
世风为己任，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努力构建
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用中国风格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中国文论成为新时
代世界文艺评论的重要声音。

在漫长的历史中，文艺评论的标准和
方法表现为变与不变的统一，有些始终不
变，比如对文艺作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
恶丑的肯定和褒扬；有些却不断变化，比
如评论会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流行思潮
的影响。总体而言，文艺评论与时代生活
相辅相成。《指导意见》回答的正是进入新
时代后，文艺评论守正与创新的问题。

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
时期内，互联网都是文艺活动最重要的空
间，评论必须直面新形势。针对网络文艺
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导协同工作机
制；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用好网络
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
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健全完善基
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
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
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等。这些新颖
的提法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是传统文学评
论中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艺评论来说，网
络主要发挥着媒体平台的作用，是文艺批
评成果的“集散地”，起着汇聚和交流资源
的作用。严肃的评论文章仍然在纸质报
刊发表，然后以数字形式进入网络被检索
阅读；除了原发报刊自办的网站，还形成
了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等大规模的评论文
献数据中心。得益于便捷的搜索功能，文
艺评论成果的传播效率主要靠网络来提
高，报刊应当在保护著作权的前提下力促

内容上网。由于文艺评论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和学术性，因此并不适用于没有门
槛、随写随发的网络表达方式，要警惕各
种形式的自媒体平台上原发评论文章的
有效性，以及自媒体传播对评论工作者的
麻醉作用。

要高度重视网络文艺评论。总结改
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发展史，最具革命性的
变革就是网络文艺的出现。伴随移动互
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学、网剧、网络电影、
网游、网综等平台全时段、全方位满足社
会文艺消费需求，以亿计数的受众使之成
为大众文艺的主要形态。受到生产方式
的影响，网络文艺泥沙俱下、良莠不齐，

“问题作品”屡见不鲜。推进网络文艺高
质量发展，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充分发
挥文艺评论的引导作用是关键举措之
一。这就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积极
主动投入到对网络文艺的研究和评论
上来。

互联网既是新的文艺空间，也是新的
表达方式，认为网络只是载体、网络平台
只单向提供内容的观点是狭隘的。网络
对文艺的影响并不限于使传播工具电子
化了，网络表达全面催生了文艺和评论的
新生产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互联网的
交互技术改变了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关
系。文艺评论要更新媒体观，重新认识媒
介对文艺的重大影响，才能在新时代履行
好使命。

《指导意见》提出开展专业权威的文
艺评论，我认为是非常及时和迫切的一项
工作。

然而，检视一段时期以来的文艺评论
工作，专业性是具备的，但权威性还难说
够格。比如，一部作品问世了，专家们一
片赞扬，但广大受众却不以为然；再比如，
一部作品面世了，专家内部出现了截然不
同的意见，甚至互相攻讦，使得受众无所
适从。其中缘故固然复杂，但文艺评论生
态环境的公信力削弱乃至缺失，不能不说
是一大原因。这种公信力的削弱乃至缺
失，是说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文艺评论失去
了引领受众辨别作品好坏的可信度，尽管
大部分评论家是严肃的，但评论生态的恶
化，导致人们怀疑很多评论文章的真
诚度。

“红包批评”和谩骂式的“酷评”是败
坏文艺评论生态健康发展的两大顽疾。
前者是拿人家的钱替人说好话，其中的真
诚度当然要大打折扣；后者则是以情绪化
的谩骂出场，这样的批评，往往语出惊人，
尖酸刻薄，恶言相向，不是与人为善而是
与人为敌，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言冷语，
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玩弄语言游戏，有
的甚至演变成了人身攻击。这种“酷评”
的真诚性令人生疑，是否借机炒作，以达
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也未可知。

当然，造成这种现状，除了批评者自身的
问题以外，个别不负责任的媒体“暴力”也
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今有些媒体往往以
制造和爆炒所谓的“热点”为嗜好，讲究学
理的、实实在在的批评往往不为他们注
意，而这种故意作秀的所谓“酷评”很容易
被青睐，一些批评界的投机分子便趋之若
鹜，欲成为“学术”“批评”明星。由此可
见，“捧评”是拿了钱给人说好话，“酷评”
是骂了人为自己挣更多的钱做广告，本质
是相同的。因此，学界、批评界也应该整
顿清理学术和批评秩序，让那些捧的和骂
的都没有市场，还真正的批评一片净土。

如何才能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
坏”？关键在于要建立健全文艺评论的正
确标准。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
和评判者，一切从人民性出发，而不是以
自己的好恶来作为评判标准，前面说的，
一部作品面世后，专家之所以产生截然相
反的评价意见，主要还是没有坚持统一的
评价标准，即没有把人民性作为评判标
准。因此，要想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
论，必须以人民性为文艺评论的标准，坚
持从作品出发，真正做到严肃客观，敢于

“剜烂苹果”，提高文艺评论的公信力，这
样才能真正改善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为
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作出文艺评论者
应尽的贡献。

如何打磨影视批评利器、推动影视评
论高质量发展？

加强组织建设。我省较早组建了河北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但从艺术实践需要出发，中国评协还
设立了旨在针对影视视听研究及评论的视
听专业委员会，我省也应尽快组建类似的
专业委员会，凝聚专家资源，分清主体职责
及任务。

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好赓续
传承。影视评论队伍应由协会专家、高校
教师、媒体记者、电影院线宣发人员等组
成。对于已在全国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人
才，建议通过参与影视重点项目研发、推
介，实现影视重点研究评论人才全流程培
养。加强“两新”人才队伍培训，注重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
续传承。

加强阵地建设。近年来，我省一直缺
少刊载影视理论研究及评论文章的专业报
刊阵地。用文艺评论有力引导舆论、市场
和大众，阵地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
我省青年文艺理论家和评论人才的茁壮成
长，离不开这方园地的浇灌和培育。

培养和打造领军人物。多年前，河北
影视理论研究及评论助力河北影视创作，
创造了在全国深具影响力的“河北影视现
象”，为保证河北影视精品创作持续发力产
生了积极影响。进入新时代，我们还需要
有更多在全国影视界有话语权、有影响力、
有权威性、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要设立

名家工作室或研究中心，给予专项资金
支持。

健全激励机制。设立专业性、权威性
的奖项，充分调动文艺评论家的积极性。
近年来，在影视项目中为研究评论留有份
额的现象，值得探究和倡导。例如一部精
品影视剧的策划、创作、制作、推介，有的剧
组从剧本论证、创作、修改阶段，就已将专
家纳入其中，给予资金保证，他们对影视项
目进行科学分析、评价和论证，从而产生阶
段性成果。

加强新媒体联动。互联网时代对文艺
理论与批评的文体形式、传播方式、载体样
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电视剧、
网络剧，院线电影、网络电影，微视频、微电
影的观赏方式、评论方式都有了巨大变
化。这也使得评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同
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比如，电视剧《最美
的乡村》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
播出，我创作剧评《待到山花烂漫时》发表
于《文艺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首页推
送 此 文 ，阅 读 量 达 130 多 万 ，点 赞 量 近
五万。

文艺理论研究及评论工作在新时代文
艺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应当
打好主动仗，掌控话语权，为文艺创作把好
方向盘，让文艺创作与批评共同发出中国
好声音，彰显出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让文
艺理论研究及评论真正成为促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法宝和
利器。

批评界要敢于“剜烂苹果”
□郭宝亮（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艺评论要更新媒体观
□桫椤（河北省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员）

新时代呼唤“新评论”
□陈建忠（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树立良好批评风尚
□庞彦强（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多方面打磨影视批评利器
□汪帆(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
艺，一个时代也便有一个时代的
文艺批评。我们常说，文艺批评是
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
但是近年来深受“圈子批评”“红
包批评”等困扰，批评家在文坛的

“失语”和“缺席”现象时有发生。
进入新时代，打破批评的壁垒，呼
唤“在场”批评和批评“出圈”，越
来越成为当下文艺评论界讨论的
热门话题。

批评为何“失语”？这与文艺
批评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当下社
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一些批
评家对文坛不断涌现的新现象，
因缺乏有效阐释的能力而主动规
避，或者傲慢地视而不见。真正的
批评家则不会割裂文艺作品与时
代、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不会远离
鲜活的文化现场。评论家谢有顺
指出，尤其是面对从未被阐释过
的作品，特别能检验一个人的眼
光和能力，这要求评论家和作家
都要有当代意识，不是只写当代
题材，更要站在今天的立场和情
境里与时代对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
网技术和手机移动端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传统文艺形态，催生了一
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
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传播学
家麦克卢汉说：“任何媒介对个人
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
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
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
度。”电子媒介和视觉文化的兴起，
使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
转型，然而文艺批评的滞后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文艺的繁荣。我
们要适应新时代的形势发展，把文
艺批评置于社会生活和当代文艺
创作实践之中，呼唤一种“在场”的
批评，与文艺创作构成新型的审美

“对话”关系。
最近，“出圈”成为社会的热

词。如果说“在场”是批评的向内
转，那么“出圈”则是批评的向外
转。当下文艺批评大体可分三大
类：学院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
评）、协会批评。所谓批评的“出
圈”，首先就要打破这三类批评各
自的樊篱和壁垒，批评家们不要
自说自话，而要百家争鸣，进行多
元对话。

此外，文艺批评的“出圈”，还
要实现从文艺向文化的转向。今
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
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
画等经典的传统艺术门类，而是
一些休闲时尚、网络游戏等新兴
的泛审美文化艺术，这种大众文
化及日常生活审美化，促使文艺
批评走向多元开放的跨学科研究
方法。这种文化的“越界”与“扩
容”，也呼唤批评的“出圈”。

近日，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要求把好文艺评论方
向盘，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
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培养新
时代文艺评论新力量。本期文坛
笔会特邀省内专家对河北省文艺
评论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以飨
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