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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惑 与 超 越

— 全国文学批评学会讨论会综述
新时期文学批评促文学萌发生机

,

为创作披荆开路
,

十年一瞬
,

来去匆匆
,

却又分明留

下自己的刻痕
:

文学批评的锐进
、

偏执与困惑
。

走出困惑需要清醒的自省
,

实现超越更需要

理论的准备
。、

3 月 27 日由武汉大学
、

华中师大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联

合召开的全国文学批评学会首届讨论会便是走出困惑实现超越的一次批评的自省和理论的准

备
。

与会同志回顾了近几年来的文学批评工作
,

一致认为
:

新时期文学批评为促进文学创作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主体性高扬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
,

这表现在
:
批评逐渐摆脱了

政治外力的干预和对文学过分的依附
,

而谋求自身的发展道路
,

批评的方式也由社会学批评

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

原型批评
、

精神分析
、

结构主义
、

系统论等的批评方法的引进和运用
,

开拓了思维空间
,

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把握文学现象
。

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 问题是
:
各种批评

方法竞相试用
,

重形式轻内容
,

批评逐渐失去自己的重心
。

有的批评家缺乏与生命感知相统

一的内在激情
,

也缺乏鲁迅那种直面人生的勇气
。

有些批评
“

笑嘻嘻
”

的多
,

痛切直言的少
。

有的批评脱离作品实际
,

借题发挥
,

在滔滔的宏论中表现出对文学的冷漠
。

由于过分强调主

体性
,

出现专家批评与群众批评的某种疏离
。

因此
,

不少同志呼吁批评家要热爱文学
,

要有

面对现实的勇气
,

要有别林斯基那种充满为人类前途而奋斗的进取精神
。

有的同志认为任何

一种批评方法都存在局限性
,

只能达到片面的深刻
,

而且批评方法的更新总是有限度的
,

因

此主张对各种批评方法进行整合
,

实行优化选择
。

不少同志认为批评的关键是要有见解有启

发
,

有思想有学问有体味的批评总是受欢迎的
。

批评家的清醒自省表明文学批评正由偏执与

困惑走向全面 自觉的发展
。

有些同志预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第二个十年将是内容与形式并重
,

多 元 取 向 而 互 补 共 存

。

建 立 文 学 批 评 学 是 文 学 批 评 实 践 发 展 的 需 要

,

也 是 大 学 中 文 系 更 新 教 学 内 容 开 创 新 学 科

的 需 要

。

目 前 批 评 学 作 为 一 门 学 科 尚 处 草 创 阶 段

,

与 会 同 志 对
《 批 评 学 基 础 》 写 作 大 纲 的 编 写

及 所 涉 及 的 具 体 内 容 提 出 许 多 有 益 的 见 解
。

如 关 于 批 评 的 标 准 问 题

,

一 些 同 志 认 为 政 治 艺 术

标 准

、

真 善 美 标 准 比 较 外 在 单 一

,

而 批 评 是 一 种 社 会 性 活 动

,

它 与 批 评 主 体 和 批 评 环 境

有 关

,

标 准 不 可 能 是 单 一 的

,

因 此 主 张 用 复 合 标 准 来 代 替 单 一 的 标 准

。

也 有 的 同 志 主 张 以 批

评 的 内 在 尺 度 (一种 心理 感受模 式 )代 替外 在的 批评 标准
。

有 的 同 志 认 为 建 立 批 评 学 的 体 系 是

可 以 的

,

但 不 要 把 一 些 东 西 定 得 太 死

。

作 为 教 科 书

,

应 注 意 基 本 理 论 的 科 学 性

、

包 容 性 和 具

体 方 法 的 实 用 性

、

多 样 性

,

多 举 一 些 成 功 的 批 评 范 例

。

有 的 同 志 认 为 批 评 学 不 是 对 历 史 上 先

在 的 批 评 理 论 的 归 纳

,

应 通 过 反 思 与 批 判 提 出 新 见 解

,

对 创 作 和 批 评 发 挥 实 际 作 用

。

目 前

《 文 学 批 评 学 基 础 》写 作 大 纲 已 确 定
,

正 进 入 具 体 的 编 写 阶 段

。

到 会 代 表 共 30 余人
,

其 中 唐 因

、

缪 俊 杰

、

何 镇 邦

、

陈 骏 涛

、

谢 永 旺 等 著 名 批 评 家 到 会 并

讲 了 话

,

在 武 汉 的 文 学 评 论 工 作 者 列 席 了 会 议

。

会 议 历 时
4 天

,
3 月 30 日结束
。

(张武 月 )

声 1 2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