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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认为世界上的伟大悲剧作品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么廉价的，这能值几个钱呀？
”如果说牟宗三认为造成大悲剧的罪魁是贾母，那么，周汝昌则认为对宝、黛进行封建压迫与毁灭的
主凶是元春、贾政、王夫人、赵姨娘。
周汝昌对高鹗全然开脱封建主凶元春、贾政的罪过进行了挞伐。
因此，文艺批评分歧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对文艺作品认识的深化，而且有赖于理论分歧的最终克服。
 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一些理论分歧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主要是因为有些人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
。
这种文艺理论的软弱和不彻底主要表现为中国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在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的氛围里不是追
求真理，而是迎合狭隘需要，不但在批评文艺作品的缺陷时空说泛论，而且在褒扬文艺作品的成就时
言过其实。
这些文艺批评貌似丧失了那股不肯随顺的“浩然之气”，实是理不直气不壮。
有些文艺批评家虽然艺术感觉还算比较敏锐，但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因而没有把握批评对象的要
害，而是提出了一些隔靴搔痒的似是而非的概念。
这不但没有解决理论分歧，反而进一步地扩大了理论分歧。
有些文艺批评家在诊断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时就犯了这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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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中近20年来，中国文艺批评这一推动文艺发展之翼始终不够坚硬。
从责难文艺批评的“失语”和“缺位”到提出“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
”“文艺批评的锋芒哪去了？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一直处于被质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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