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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是作者近几年来的文学批评精选。
作者在文学批评中强调建设性和精神性，认为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共同建设的一座精神大厦，他在
文学批评实践中着重挖掘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发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重建民族精神上所作出的努
力。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批评和理论的文章，第二部分是每个年度的中短篇小说的述评，第三部分则是针
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批评。
作者的批评始终站在创作的前沿，有的放矢，富有创见，虽是各自独立的文章，但围绕着建设性和精
神性而构成系统性，从整体上勾勒出新世纪小说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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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绍俊，男，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
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
长年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主要著作有《重构宏大叙述》、《作家铁凝》、《中国节》（与吉国秀合
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与巫晓燕合著）、《文学批评学》（与潘凯雄、蒋原伦合著）、《铁
凝评传》、《还在文化荆棘地》、《鲁迅与读书》、《伊甸园的困惑——文学中的性爱描写》等，发
表论文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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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1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马克思与我们同行从精神性到典雅性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现代汉语思
维的中国当代文学核心价值与普适价值的辩证关系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优雅语言回到文学与生活关系
的基本常识中来——卧底写作引发的议论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2005年中短篇小说评述肩负现
实性和精神性的蹒跚前行——2006年中短篇小说述评小说自成系统的平稳演进——2007年中短篇小说
概述波澜不惊的无主题演奏——2008年中短篇小说述评蕴藏着一个未来的惊喜——2010年短篇小说述
评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以青春文学为“常项”——描
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新世纪长篇小说四题大国气象o政治同构o文体意识——新世纪报告文学刍
议网络文学：新世纪的一份厚礼——关于网络文学的革命性和后现代性及其他以战争解答和平年代军
事文学的难题——谈新世纪军事文学的转化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共同性以及文学社区命题工业题材的视
域和主体性问题从革命叙事到后革命叙事从苦难主题看底层文学的深化意义、价值和蜕变——关于打
工文学以及王十月的写作我们今天到底希望草原上升起什么从藏族文化影响论及少数民族文学的“后
视镜”新政治小说及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周梅森论中国的“小林多喜二”在追问——读曹征路的
《问苍茫》《笨花》叙述的革命性意义——重读《笨花》及其评论现实主义的意义重建——从新时期
文学三十年读解范小青的创作从《无字》看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最后的浪漫主义革命者嵌入现代性
中的前现代精神价值——以宁夏文学为例后记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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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相伴相随，共同建造了一座文学的辉煌殿堂。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在探寻文学批评所起的作用和功能，这种探寻尤其是从初步确立起文学批评的
主体意识后，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文学批评的作用和功能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文学批评家会侧重于发挥文学批评的某一方面的作用
和功能，这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姿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官与导师的姿态统领着文学批评的园地，大多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在解释
文学批评时，也都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分析和判断的活动。
众多的文学批评家认真履行着法官与导师的职责，但他们的工作不见得会让作家们买账，因为文学创
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玄机的精神产品，要对其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非易
事。
并非人们不接受文学批评家以法官与导师的姿态出现，问题在于，在这种姿态下，文学批评家是否站
在公正的立场，以什么为评判的标准，却是难以统一的。
公正的立场，评判的标准，这就涉及到文学批评家其他方面的素养。
当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以及道德准备难以让人们信服时，其批评就难以被人们接受
。
托尔斯泰就讥讽批评家是“聪明的傻瓜”。
有的作家则声称他们根本不读文学批评。
如果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长期处于这种对立的状态，文学批评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文学批评中的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似乎就注定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只能处于对立的关系。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为了解决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干脆主张由作家自己来当批评家。
他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
所谓大师的批评，也就是指那些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作家所进行的文学批评，也就是作家自己来
当批评家，蒂博代最为推崇大师的批评，他认为，大师们既然是作家，就会努力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进
行批评，他看待别人的作品时，就会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之心。
说他们的批评“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
”按蒂博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职业的批评家都要失业，而作家从此兼上批评家的职责，大概也就无
暇顾及创作了。
蒂博代的办法并不高明。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评者是作家的身份还是职业批评家的身份，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姿态。
文学批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以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出现的，这是与人们的认知思维的历史处境
相适应的，在人类文明的创立阶段，人类主要面临的任务是对未知世界进行认知和判断，文学作为一
门人类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同样需要进行认知和判断，因此文学批评首先承当起了认知和判断的功
能，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家最初所采取的姿态是法官和导师的姿态。
但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随着现代思想的深化，人们对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了逐渐深入的把
握，意识到不能停留于简单的认知和判断，否则会有损于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文学批评家逐渐觉悟到，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不仅得不到作家们的广泛认同，而且也无助于文学批评的
正常开展。
因此许多文学批评家在批评的姿态上做出了调整，采取了一种对话和交流的批评姿态，通过文学文本
与作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达到审美的共振。
　　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以后的认知世界的趋势。
德国哲学家马丁o布伯在２０世纪初就认为，“你-我”、“我-他”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关系，“你-我
”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关系，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你”而成为“我”，因此人与人之间通过
对话而获得相互性的尊重与追求。
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也论证了个体所具有的通过自我、他人进而在更高层次上理解普遍性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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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
巴赫金发现了对话的三个基本特征：开放性、未完成性和语言性。
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性的，而生活是无限的，不可能终结的，对话总处在不断运作的过程
之中，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永远是多种声音的对话。
哲学家们意识到，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索的方式，哲学通过对话来打开一个新的视域，新的创造
便寓含在这一过程之中。
对话和交流吻合了多极化、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是哲学发展和创新的有效途径。
　　这种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也同样表现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领域。
因此，从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到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文学批评家在姿态上的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话与交流的批评姿态改变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状态。
在法官与导师姿态阶段，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但这是一种单向度的交流，是批
评者向批评对象施予式的交流，因为当批评家采取法官与导师的姿态时，就预设了一个真理掌握者的
前提。
而在一元解读现象破灭以后，那些以真理掌握者自居的批评家反而遭到了人们的抵制。
对话并不是自说自话的众声喧哗，而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面对一个具有客体化内容
的文本在一定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内进行的协商。
因此，对话既包括对多元性与差异性的追求，也表达着对宽容与共通性的渴望，是一种交织着主动与
被动、多元与一元、断裂与联系的复合过程。
如果说批评的本体价值在于建构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建构又是以作品意义的阐释为基
础的，那么，阐释作品意义的途径对于批评价值的实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托多罗夫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当代批评所作出的调整，他说：“批评是对
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汇合。
”　　当文学批评家采取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时，批评的功能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批评不再侧重于是
非判断，而是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探寻。
蒂博代明确地否决了法官的姿态，他之所以对职业的批评颇多贬义，就在于他反对职业批评家以法官
自居的传统，但他没有找到克服法官弊端的好办法，只好让作家来接替批评家的工作。
德国文学批评家赫尔德的办法就高明些，他的办法就是强调交流和对话，他认为“批评家应当设身处
地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怀着作者写作时的精神去阅读他的作品，这样做有困难，然而却是有道理
的。
”当他以这样一种交流和对话的姿态去进行文学批评时，自然就会立足于建设性，因此他说：“我喜
欢我所读的大多数作品，我总是喜欢找出和注意值得赞扬而非值得指责的东西。
”当然，建设性包含着赞美和肯定的意思，对作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创新给予赞美和肯定，但建设性并
不意味着为了赞美而赞美，建设性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
也就是说，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
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话与交流的批评姿态虽然不再侧重于是非判断的批评功能，但并不是彻底放弃
判断，而是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来传达判断。
中国现代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就是力倡批评的建设性的，他对建设性的理解是：“同时一个批评家，
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犹如我们批评的祖师曹丕，将
有良好的收获和永久的纪念。
”李健吾将“摧毁”与“建设”对举，更加突显了建设性批评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批评的目的不
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敌人将其摧毁，而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有价值的东西，同时要与作者一起共同将
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建设好。
这就决定了批评家的温和善良的批评态度：即不是从恶意出发，而是从善意出发；不是从否定和摧毁
对象出发，而是从肯定和扶持对象出发；不仅从自我出发，而且从能够兼顾他我出发。
在李健吾看来，以建设为宗旨的批评可能会用上赞美和恭维，但批评不是“一意用在恭维”，“一个
批评者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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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不着谩骂”，也“用不着誉扬”，而必须做到“言必有物”。
鲁迅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和批评家，即使如此，在鲁迅的批评观中，同样注重建设性。
鲁迅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
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了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
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
”鲁迅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建设性的意义。
如果说批评家面对的批评对象只是“满天星”的野菊花，但它毕竟是“佳花的苗”，那么，建设性的
批评就是要指出它的潜在的价值，指出它能够培育成“菊花”来的潜在事实。
建设性批评的背后透露出文学批评家的善意。
尽管不能断然说凡是破坏性的批评都是出于文学批评家的一番恶意，但一个批评家如果怀着恶意的姿
态去进行批评的话，他的批评肯定是不具备建设性的。
因此鲁迅尽管在批判中毫不留情，但他对恶意的批评家却是非常反感的。
他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
和天才的苗。
”鲁迅坚定地表示，对于这样的恶意批评家，“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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