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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批判》收了我自1991年6月至2005年所写的大部分文艺理论、评论文章。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1997年前写得多，之后则很少。
原因是由于工作需要，自1998年起，我将主要精力投入了职务写作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几乎顾不上
文艺理论、评论之类。
出版这样一《文艺批判》，是我盼望已久的事。
所以有这种期盼，首先不是为了发财，因为我还明白，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叫卖，肯定是要赔本的；
其次不是为了扬名，而今出名未必就是一件荣耀的事，何况文艺界名人太多，如过江之鲫，绝不缺我
这么一个去凑热闹。
那么，为什么呢？
想来想去，无非是为了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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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创作情绪及其他谈谈文学中的影射问题高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马克思民
族风格与时代精神主体需要与文艺价值理想是文学的灵魂——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封信自我净化：创作
优秀作品的前提散文卮言为政治抒情诗正名小说改革的先声——以九位青年作家为例小说改革运动的
发展——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问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与人文之辩殖民文化论《殖民文化论
》答疑殖民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化工业论保卫屈原曹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附王家惠文：曹渊即曹
颜——曹寅曾过继曹纷之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探索——评石英的长篇小说《密码》评长篇小说《习惯
死亡》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评《七松魂》兼及英雄性格的审美把握问题心灵的一片净土—
—读胡明的三首诗个人发展程度的局限——关于《废都》的一封信怎样认识贺敬之?天地正气的呼唤领
会者——读石英近期散文暮色苍茫看劲松——读中篇小说《无花季节》《白毛女》的反压迫主题柯岩
的人道主义高扬崇高的旗帜——读报告文学《生命甘泉的追寻者》荒年精神不灭——就《天下荒年》
致谈歌陕人的光荣激情红叶中国现代化的希望——读长篇报告文学《拓荒人》曹建平：一位自由的歌
者《讲话》激励贺敬之独抒性灵不落格套——读丘晓兰的散文集《完美的一天》漫谈学问与文章——
读《卫建林文集》札记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脊梁钱海源和他的《新时期美术思潮》第三世界的发展理论
——读《历史没有句号》有感代熙先生祭思想与激情的融合——读杨立元的《三驾马车论》为了宪法
与教育法的尊严——批判钱理群等人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谬论温馨的悲剧——评影片《凤凰
琴》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话剧《艰难时事》观后不忘过去——重排《霓虹灯下的哨兵》观后史画
两栖陈传席英雄的史诗——就电视连续剧《红旗漫卷西风》答《当代思潮》记者问始见大气——看电
视连续剧《特勤中队》有感艺术化的史鉴——评大型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平凡中的崇高—
—评影片《郑培民》一部及时的作品——少儿电视剧《我们都是好朋友》观后《潇潇雨歇》序蜡炬的
燃烧——《打开心灵的窗户》序《人民公仆》序《时间之夜》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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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殖民文化论》答疑　　求是杂志总编室编辑的《编辑工作简讯》（1996年第7期）与《全国部分
优秀第一读者座谈会综述》，刊载了批评拙作《殖民文化论》（求是杂志1996年第5期）的几条意见。
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我欢迎这些批评；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批评者也应当欢迎我的反批
评。
　　邵纯先生认为拙作的题目“很不合时宜”，理由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就是一
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殖民主义早已瓦解，虽然现在还有资本主义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企图，这与说
我们搞殖民文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很明显，这里针对的是“殖民文化”这个概念。
文化之于经济、政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常识。
殖民文化的渗透和退出，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某地沦为殖民地之前，殖民文化已然先行；殖民状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文化的全盘退出。
即使殖民文化全盘退出，也不能保证其永远不会再来。
依据邵纯先生的逻辑，某地只有在成为殖民地那一瞬间，才突然间满地都是殖民文化（事实上，即使
成为殖民地以后，也不可能所有的文化都是殖民文化）；而在殖民地结束那一瞬间，殖民文化又突然
问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不会再来。
这种“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的逻辑，不能说不是相当幼稚的。
　　拙作指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搞文化侵略，国内某些人迎合这种侵略，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完整
意义上的殖民文化。
邵纯先生却说“我们搞殖民文化”，那是他自己的事，与拙作没有任何干系。
　　事实上，在现阶段，首先使用“殖民文化”这一提法的不是我，而是江泽民同志。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警惕和抵制殖民文化”。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批示，是在考察了国际文化格局，针对国内大量存在的殖民文化现象作出
的正确论断。
我的文章，是为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批示而做，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合时宜”！
　　邵纯先生认为拙作中列举的“情人节”、“xO洋酒”不能算作殖民文化，我亦不敢苟同。
大家都知道，前数年，西洋的“愚人节”、“情人节”都曾在中国形成不小的气候。
1993年的“愚人节”那天，《中国青年报》发表“愚人新闻”，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混乱；而在“情
人节”那天，富豪大款纷纷携带情妇出入酒吧舞厅，堂而皇之地欢歌相庆，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正是因为如此，才被国家有关部门明令取缔。
邵纯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七月七天桥会”和“三月三对歌会”与西洋的“情人节”没有什么区别，
更是无知的妄说。
凡是有点民俗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二者无论在起源、内容、观念、形式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建议邵纯先生先去读点民俗学的普及读本，然后再来讨论问题。
退一步说，就算是中国的“天桥会”和“对歌会”与西洋的“情人节”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你就去过
中国的“情人节”好了，何必舍近求远地去过西洋的“情人节”呢？
这岂不是“崇洋”心理的更为明显的暴露么？
至于“x0酒”，我的原文是：“一家名为‘醉翁亭’的酒家，屋顶上却偏要架起一门‘x0’酒的大炮
。
”这句话出自1995年12月15日《中国文化报》一则关于殖民文化现象的报道。
拙作曾注明出处，发稿时被有关领导删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是而今已经成为“xO”酒的第一进口大国，而且价钱也比国外高出许多倍
。
前年，笔者在莫斯科亲眼所见，那里“x0”酒的价钱比国内便宜近10倍。
喝“x0”、送“x0”，已经成为大款们表征“身份”的重要方式，而这种畸形的消费心态则直接推动
了享乐主义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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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醉翁亭”，却偏要架起一门“x0”酒的大炮，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学问题。
这种不和谐的装潢设计的直接目的，是以此洋物来显示酒店档次，招徕富豪大款。
所有这些社会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难道不是“崇洋”心理的直接结果吗？
李步楼先生说我“把某些开放城市公安局使用英文招牌，当成殖民文化心理是不妥的。
”这种批评难免断章取义之嫌。
我的原文是，“无锡所辖的一座县级市，公安局门口没有汉字招牌，只有英文‘Police”’。
公安局首先是为中国人设的吧？
中国人中懂英文的毕竟是少数吧？
说只挂英文招牌而不挂汉字招牌是存心不给中国人看，不算太冤枉吧？
这不是崇洋心理作祟又是什么呢？
退一步说，就算是牌子上既有英文又有中文，作为一级国家政府机关，难道就很得体么？
如果我们的外交部、公安部门口都同时挂上一个英文的牌子，我不知道对于国家尊严来讲是好事还是
坏事？
　　拙作写道：“某些高等学府评定职称，竞有在国外所发论文一篇抵得国内数篇的规定。
”李步楼先生批评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许多国际性的刊物的文章比国内水平高，在国际刊物
上发表一篇文章，当然要比在国内刊物上困难得多”，所以“决不能当作殖民文化心理来指责”。
这无疑是偷换了概念。
拙作所指，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
在这里，我需要不厌罗嗦地申明：拙作从未否定在国外所发论文的价值，而是反对一刀切地把所有国
外所发论文都摆在国内所发论文之上。
能说凡国外所发论文都比国内的高吗？
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能这么说，至于社会科学领域，就更不能这么说。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社会科学论文，即使水平再高，在国外也极难发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香港有一自称“剑桥名人录”的分设机构，广泛与国内学者联系，只要交上一定数量的钱，就能名列
所谓“剑桥名人录”，而河北竟有人持此信函要求有关部门给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待遇。
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北京某著名高等学府的中文系评定职称明文规定，发一篇论文，国外及港台的打24分，求是杂志的打4
分，人民日报的则更为可怜，仅仅打2分。
这不是崇洋，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如若李步楼先生一口咬定它就是不是，我还能说什么呢？
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今天的日本，对其国人在他国获得的文化成果和学位是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的，一般都不予承认，需在
国内经过重新考核或其他形式的鉴定，才能算数。
窃以为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今天的月亮，已不再都是外国的圆，我们应当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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