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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24 日 － 25 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

理事会暨“文艺转型与文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

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

会及深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和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50
多位资深专家学者就文化创意、传媒批评、文学消费和跨

界写作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专家们的发言

与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跨越数字图像与文字表意的存在边

界，在多媒共生的文艺生态架构中践行批

评的务实品格。

不少学者认为，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和渗透下，文

学日渐弥散于一个由数码网络与大众传媒所营建的超文

本结构中，传统的文字阅读空间也日益受到视像观感的

蚕食与挤压，如何应对这一发展态势已成为亟待关注的

重要课题。对此，与会专家首先从具体的操作研究层面

就如何去适应这一态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传媒大

学的张晶指出，文学与图像的艺术贯通已成为当代文艺

发展的内在需要，文艺学在现时段应当突破原有的边界，

要从对传统文学要素的关注转向以图像为审美要素的影

视艺术和传媒文化。南京大学的赵宪章则从符号学的角

度对语言与图像的区别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语言作为

声音符号具有实指性，而图像则具有虚指性，当它们共享

同一个文本时，图像符号只是语言符号的“辅号”，由此，

他建议对于语图符号的不同意指功能重新进行定位。湖

南师范大学的赵炎秋通过对传媒所包括的双重含义———
即传播媒介和传播机构的区分，对于批评界过分夸大传

播媒介作用的认识进行了商榷。他认为，任何媒体都不

可能是自足的存在，只有对媒体作用的限度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与处理传媒与文学的关系。福

建师范大学的王珂则从诗歌创作与新媒体的悖反性关系

入手，就如何让新媒体在诗歌生产、传播与消费中扬长避

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根据某企业对

手机阅读所做的数据调研就当前大众文学消费的运作机

制进行了实证性地分析。厦门大学的黄鸣奋则对当代西

方数码艺术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地勾勒。

另外，与会专家还就这一转型时期的文艺批评策略

展开了讨论。暨南大学的蒋述卓首先就文艺理论如何切

近当下生活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关注和研究边缘文

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关系; 第二，要以介入的姿态从文学的

文化分析中寻找和谐社会的构建途径; 第三，要从新媒体

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中吸取新的因素给文学的审美价值建

构提供新的活力和动力。北京大学的陈晓明则提出了

“超批评”的概念，他认为，从口传文明到书写文明再到现

代视听文明的不断演变最终导致了传统批评方式的终

结，伴随着批评与视听文明的互动，一种无处不在、无所

不能的“超批评”应运而生，批评活动日益呈现出瞬时性

与当下性，批评的价值功能由教谕、启蒙转向分享、分延，

批评家应主动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南大学的欧阳友

权指出，面对网络等新的传播媒介，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应

该主动调试自己的话语立场，要本着兼容并蓄的态度积

极切入网络文学现场，以获取技术传媒语境中的当下经

验，从而赢得对网络创作的解释力和评判权。辽宁大学

的高楠认为，虽然大众传媒所营造的与受众现场互动的

平台使文学与批评的传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文

学批评的超越之维并没有自行消隐或被迫消隐，相反，它

一直与传媒批评共在，并承担着使它们悄然提升的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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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对本质主义，超越主体形而上学，

彰显多元对话的价值伦理。

在本次会议上，不少学者还就传统文学、美学研究中

的权力话语基因进行了谱系学的梳理，对于文艺、文论转

型期间遗存的本质主义流毒进行了反思和整肃。福建社

会科学院的南帆首先对文学经典认证中的普遍主义思维

模式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文学经典不是永恒的实体性存

在，而是由特定的历史语境及权力法则共同建构而成的

功能性存在，因此，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必须时刻交付重新

开启的历史语境给予论证。温州大学的马大康则从读者

与文本相互作用生成的意向性和虚构性入手，对于文本

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自律与他律的双重性进行了重

新解读，他指出，必须破除文学存在的凝固化观念而以流

动变化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并进而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理

论的新综合。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则围绕大学文艺学

教材的编写对其中反本质主义建构方法的不彻底性进行

了反思，他主张站在非同一性的立场上，以互为主体性的

对话方式来对不同文论家的不同观点进行复调式地编

纂，以摧毁绝对主体的幻相，抵消元叙事所隐含的霸权。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峰则借鉴维特根斯坦语义分析学的方

法，对“美”与“美的本性”等形而上学的超级概念进行了

清理。深圳大学的王晓华则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批评中的

宏大叙事进行了理论的拆解，在他看来，中国生态批评要

获得合法性的根据必须消解由一系列元概念( 如自然、天
地、生态、宇宙) 组建而成的巨型理论图景，以避免了陷入

独断论和新中心化语境的危险。

三、守护精神家园，重构价值谱系，把握

政治导向，以真、善、美的最高标准引领当

代文艺的发展。

虽然当代文化生活已突破了单音独奏的僵滞格局而

演变成了一曲多声部的世纪交响，但文化生活中的功利

化、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却已然成为了其中的一股靡靡

潜流。对此，部分专家表现出了深切的忧思。山东大学

的谭好哲和湖南理工学院的余三定共同呼吁要重建符合

真、善、美最高标准的价值支撑，以疗救这一文化的沉疴。

深圳大学的庄锡华则强调，文学学术应该注意聆听时代

对文学审美的呼唤，增强学术研究的务实品格，关注当下

的审美实践，弘扬民族正气和普适性价值。温州大学的

颜翔林则通过对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重申了理论

之于现实的距离性、理论自身的高贵性以及理论研究者

所需要守护的意义与价值。在对于文学的审美品性和价

值责任之关系的讨论中，中山大学的王坤指出，价值观的

承载与传播，比认识论和审美论更能贯穿作为整体的文

学，而苏州大学的刘锋杰则认为，对文学的责任维度的强

调绝不意味着削弱文学的审美本质，而应当是在文学审

美性的指导下来理解这个责任维度的建构。与上述认识

不同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从文艺政治学的维度

对当代文化领域中的一系列新现象进行了深入透视，他

认为，仅仅停留于抽象的审美主义和道德主义批判是无

济于事的，文艺的娱乐化与低俗化不只是市场经济与传

媒技术衍生出的结果，而且也是权力操控与犬儒主义共

谋的表征，因此，美学文艺学研究除了继续关注日常生活

的审美化趋势之外，还应该建构起一种具体的政治批判

话语。上海师范大学的刘旭光则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

发，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政治品格与价值

立场。

四、延续文化血脉，寻求身份认同，凸显

民族特性，在多学科多时空的交汇融通中

探寻文学、文艺学发展的新途径。

文学、文论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对于自身文化传统

的继承和发掘，也离不开不同文化体系间的相互融合与

贯通，但如何在保持文化自性的同时达成这一交流综合

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对此，与会学者分别从

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对策理路。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吴子林首先对传统文化中“下学”与“上达”
之间的逻辑步骤进行了清晰地爬梳，他认为必先始于“下

学”，即游艺、依仁、据德之学，再由志道之学渐求其“上

达”。这一认识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典文论的逻辑脉络及

精神旨归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深圳大学的李健根据多年

来对感悟美学的深入研究就中国古典文论中情景关系的

独特义理进行了扼要的阐发。扬州大学的姚文放则认为

重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建构的常规，而重

写为既有话题的建构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湛江师范学院

的劳承万则对于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及

潜存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了概述，他认为，当今“中国美

学—中国文艺理论”如果要成为一门严正的有中国民族

特性的独立学科，就必须彻底扬弃“ × × 学在中国”的西

方胎记。深圳大学的李凤亮则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海外

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对于中国文论创新发展的外部驱动作

用，在他看来，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性视角、问题意识、比
较方法、整体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中国文学研

究的格局，并构成了中国文论新发展的另一参照系。深

圳大学的黄永健把艺术和文学放在人类文化价值体系中

进行考察，他指出，在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

刺激和影响下，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

忆的基础上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演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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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品位、时代气象以及普世品格都将永存。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周启超则建议摈弃那种用“思潮更替”或“思

潮斗争”来概括研究外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习惯性思路，要

透过一个个思潮去寻绎更深层次上支配这些思潮变换的

内在基因。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冯毓云从对科学史和文学

艺术史的梳理中探讨了科学和文艺学相互融通的必要

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她认为，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视野可

以开辟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学术无人区”，从而实现学术

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本次会议的召开恰逢中国文艺和文学面临转型的关

键期。与会专家不仅敏锐地感知到了当下中国文艺界和

文学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经受的震荡和面临的困惑，而

且还以理论家独有的智慧和胆略将其上升为一系列学术

专题加以研讨，并进一步在学理上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

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构架。会议不仅彰显了当代

中国文艺理论界所一贯秉持的济世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独

特品性，还大手笔地勾画出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

发展远景。可以这样说，会议的召开是卓有成效的，与会

专家富于远见的共识和面对现实所表现出的担当精神必

将成为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而在中国学界持续发挥影

响。

(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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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文艺理论研究》与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签订交换出版文章协议

2012 年 1 月 3 号，《文艺理论研究》与美国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杂志签订交换出版协议。协

议商定，双方每年将从对方的期刊中择取若干篇文章，交换出版。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SSN 0010 － 4132) 是宾夕法亚大学比较文学系主办的著名国际期刊，

其作者群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批评家、学者、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内容则涉及世界各国的文学研

究和文论研究，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等。刊物系 A＆HCI( ISI Thomson＇s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来源期刊，并为 EBSCO Academic Search、Current Abstracts、ISI MLA Periodicals Directory、Journal-
Seek 等数据库所收录，在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家刊物都致力于推进中西文学和文论的碰撞和交流，这次合作必将对达成这一目标产生良性影

响。同时，本刊也欢迎各位专家积极赐稿，以使这次合作成为将中国文论向世界推介的一个窗口。

·441·

文艺理论研究 2012 年第 2 期


	A Synopsis of the Symposium on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374404.pdf.9xYV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