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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主办、重庆师范大学文

学院承办的“‘当代文论与批评实践’高端学术研

讨会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2014 年理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在重庆师范大学隆重召

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陈炎、周宪、吴秀

明、夏中义、王一川、罗钢、赵宪章及秘书长朱国华

等 60 余位来自全国文艺理论学界的专家学者参

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有

亮教授主持，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董景荣教授、文学

院院长张全之教授分别致欢迎辞，中国文艺理论学

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陈炎致开幕辞。陈炎教授

揭橥了会议的主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

武器的批判’，但批判是为了锻造更为锋利的武

器。”与会学者围绕各项议题展开了具有思想深度、
时空广度、现实热度和批判力度的交流和交锋。

一、文艺理论的中西体用与综合创新

“话语转向”是晚近文论的大趋势。姚文放

先生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经历了从“考古学”到

“谱系学”的方法论演变，福柯对于文学理论的影

响通过直接效用和参照效用两条途径得以实现，

而后者更为重要。王伟指出伊格尔顿在文学上反

本质主义，但在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又为本质

主义摇旗呐喊。在讨论伊氏关于本质主义的主张

时，应当把文学和其他领域区分开来。王晓华认

为伊格尔顿从身体的立场出发，试图建构作为

“创造历史的劳动主体”的身体观。阎嘉探讨了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尤其是社会学对文学研究

的影响，认为文化研究者的出身将影响其理论视

点。陈炎则阐发了科学对西方各种艺术的双重影

响，认为绝对的科学视点会遮蔽艺术创作的美学

目的，并对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警示。
从西方哲学、美学角度研究文学问题，并由此

涉及国内文论建构历程，是此次会议的又一主题。
刘彦顺探讨了叔本华美学思想对文学作品阅读过

程中出现的“时间视域”的解释问题。祁志祥指

出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阈下，美的客观性是制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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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性的基础，同时包容着美的主观性; 美的主

观性决定了美的客观标准的流动开放。贾玮从梅

洛-庞蒂的言语现象学出发，探讨了文学语言与个

体历史性生成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认为这种关系

初步展示出了文学语言对于他者个体生成的伦理

责任。王有亮、黄沈俊指出，国内大部分文艺理论

教材对“英、美新批评”的叙述具有“单质化与本

质主义、标签化及非语境化”等倾向。王峰以历

史和逻辑的方法对“真实”作了文学史时段和文

学文体类型方面的区分，指出了“真实论”作为整

体性的判断方式的错误性。彭修银则探讨了日本

因素对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历程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
与会学者也展示了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

的研究 成 果。李 春 青 清 理 了 西 汉 到 曹 魏 时 期

“论”体的观念史，认为士人阶层政治干预意识和

经学衰微是“论”体兴盛的主体原因。刘锋杰区

别了“文以载道”的“道”与“政治”的关系，认为

关于文学政治化的主张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工

具论，而主张载道观的“道”则近于西方所谓的

“政治哲学”，但二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杨文虎

以学界对《文心雕龙·辨骚》篇的争论为例，提出

了“误读”不可避免但应该有限度的意见。王开

国分析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预设动机与实

现目标之间的复杂性问题。唐芸芸认为翁方纲通

过虚实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宋诗与杜甫诗关系的揭

示，实现了唐宋诗同源的理论建构。王建疆则提

出了整理中国美学文献的原生态、民族性、阐释学

等原则。顾祖钊指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忽视了中

国古代理论资源和哲学智慧、美学的生命原理、审
美的主体间性等问题。杨江涛认为非对象化体验

世界的话语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话语方式对现

代美学的贡献。
通过综合实现学术创新，锻造出有效阐释中

国问题的“理论”武器，成为与会者思考的话题。
王鸿生综合了多种学科与方法，提出了“叙事伦

理批评”的主张。刘俐俐呼吁对人类学意义上的

故事有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傅修延对四大民间

传说进行了互文性重释。吴兴明认为依托传统、
低调重建，是“理论之后”新文学理论方案的必然

选择。陈剑澜认为工具主义态度始终推动着百年

来的中西、体用、本末之辩，借助于西方“他者”视

角的激发，将汉语思想中“可读”的文本转换为

“可写”的文本，可以实现中国学术的创新。朱国

华则指出，中国强调实践致用的传统认识型仍然

在阻隔着我们对西学如其所是的认识，西学的充

分中国化和实现中国学术的原创是一场漫长的学

术革命，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网络技术的发明，则

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愿景。

二、学院批评的多重危机和

文学批评的多元探索

赵勇以莫言与韩寒为例，揭示了当下中国作

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难题。吴子

林以“奥威尔问题”为出发点，呼吁当代作家回归

现实地生存、交往、创造的“生活世界”，回归批判

和自我批判的文化精神。肖伟胜则认为现代性

“逐新”迷思引发的价值焦虑、全球化时代风险意

识触发的本体焦虑和炫耀性消费引发的道德焦虑

所汇聚成的情绪漩流，使焦虑成为了当代中国转

型期的文化症候。
网络文学和网络批评也进入了与会专家们的

关注视野。黄鸣奋系统阐释了后信息爆炸时代的

数码阅读在社会、产品、运作等层面的特点与问

题。马汉广认为网络文学作品的文本与文本、文

本与图像以及多种媒体之间都是“间性”存在。
柯汉琳认为网络批评具有主体身份多元化、批评

方式互动化、批评功能多重化、批评话语尖锐化等

优点，但也有标准模糊、过分娱乐、过于肤浅等致

命伤。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批评改写了批评的

机制与格局，以真话对抗虚假，用犀利替代陈腐，

从互动语境中实现间性对话，但也有弱化思考、消
解学理等局限性。王德胜总结了“微时代”平凡

叙事、文化共享、断片截取、意义的“微化”等美学

取向。
罗钢对王国维《人间词话》从作为新文学革

命先驱的著作变为现在的国学经典的过程作了细

致的文献梳理。夏中义以阿尔多塞和苏汶的“人

性论”模式为参照，通过对钱谷融的学案研究，阐

释了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人性论观念史和“马克思

主义”两张脸的问题。吴秀明通过研究《沉重的

翅膀》和《白鹿原》在“思想越界”情形下的修订情

况，探讨了“后三十年”主流文学话语结构的场域

迁移问题。寇鹏程则认为姚文元“十七年”后的

文学批评转向并且“利用”政治，丧失了学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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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王一川从电影《有话好好说》切入，概括出改

革开放时代电影“革命式改革”的独特文化品格。
部分学者提出了应对现实语境的构想和策

略。周宪认为艺术理论具有居间性，文学和美术

理论可以通过自我批判，变居间性的消极理解为

积极建构。马大康主张在回归文学活动时要重视

各种理论话语之间的适切性和互补性。严金东认

为钱穆的“雅化”文学观，对当前学界“重写文学

史”、“地域文学”问题有直接启发意义。邱晓林

指出施坦伯格的“约翰斯赏析”表明他没有真正

理解现代艺术之自我确证的内涵，从而对前卫艺

术做出了过度阐释。赵宪章追溯了文学成像的起

源，认为文学成像的实践过程基于“文心取意”。
赵炎秋认为语音与文字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是

理解文学并进而理解文学和艺术关系的基础。杜

卫则质疑建立在法语系统之上的语言学理论是否

对汉语言文学研究适用的问题。冯毓云尝试提出

文学批评的大众化问题，以实现学院批评和民间

批评的双向借鉴和共同提高。徐岱认为真正的

“批评实践”是为文学作品更好地实现其艺术价

值而努 力 的 活 动，在 具 体 实 施 时 需 要“去 理 论

化”。
与会专家学者以不同的视野和方法，聚焦于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对各种文艺现

象、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讨论交流，取得

了较多共识，也引发了更多思考。闭幕式上，冯宪

光先生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学

术质量和良好风气充分展示了与会学者的开阔视

野、真诚态度和严谨思考，有利于建构更接地气的

文学理论，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质量，促进中国文

艺理论事业的健康发展。
(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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