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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我国文艺批评的新标准

文／丁国旗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运用历史的、人

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思想，

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的热切关注和讨论。综合这些讨

论可以看出，大家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标准

总体上非常赞同，认为文艺创作之所以存在“有数量

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以及“抄袭模

仿、千篇一律”的问题，与当下我国文艺批评标准的

缺失与混乱有关；提出评判和鉴赏作品的“历史的、

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非常及时并切中要

害的，这是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

继承和发展，是对今后我国文艺批评标准的新界定

与新提法，是推动文艺批评科学有序开展的行动指

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时代化、中国化。

然而在诸多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中，也有学者

认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放在一起不

合适，这四个观点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放在一起逻辑

上有些混乱，给人以拼贴之感。在笔者看来，此种理

解，纠结于对四个观点的抽象的学理认知，而全然不

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四种观点的现实语境与实践

基础，可谓问题大焉。这里谈谈对于这一问题的粗

浅理解。

关于“人民的”、“艺术的”标准的理解

“人民的”、“艺术的”是两个新提出来的文艺批

评的标准，添列于“历史的”、“美学的”标准之间，因

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提出，似乎并不正宗，故遭

诟病较多。本文就先从这两个观点谈起。

首先，“人民的”标准并不仅是具体的标准，它也

是普遍性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传统中占

有重要地位，是正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

标准与原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宝库中蕴藏着极

为丰富的人民性思想，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对此都有重要的论述。在对待文艺问题时，马

克思早就提出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

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一重要论断。列宁进一步

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革命文艺属于人民、

由人民所享受，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

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

务，而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

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中国实际，更加明

确地把列宁的思想发展成“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

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而将文艺工作

与人民大众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为人民服务真正

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界定的

基本规律、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的”作

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之一直接提出来，不仅是党的十

八大之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继承，是对无产阶级文

艺发展要求的正确把握，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艺特征与规律的认识与定位的新提升。

其次，“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具体的标准，它也是

普遍性的标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强调，既是经

典作家的一贯主张，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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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恩格斯在提出“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时候，

艺术方面的问题的确是包含在“美学的”观点中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评价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

德、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艺术成就时，也是从“美

学的”高度去审视的。然而，这在“艺术的”观点单独

作为一种标准提出之前，恰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等对文艺创作的艺术性的重视程度，这一点

还可以从他们提出的“莎士比亚化”、“席勒式”的创

作原则以及对“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

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

美的融合”（即“三融合”）创作理想等的论述中深刻

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则更是非常明确地将“艺术标准”独立出来，并将

其与“政治标准”相提并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同时还强调：

“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

位。”虽然这一观点将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但并

没有要人们忽视艺术，而是着重强调了“政治和艺术

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

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艺术标准的重要与不

可或缺由此可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

“艺术的”作为诸标准之一单独提出来是有极强的现

实针对性的。当前，在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的影响

下，人们的价值观、利益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文

艺作品混同于日用商品，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不是从

艺术水平出发，而是从商业票房出发，批评家也是以

商业标准代替艺术标准，以红包的厚度论作品成就

的高度。有些作家背离艺术职责，一味追逐名利，对

文学艺术标准的忽视，已严重到了再不扭转将极大

伤害文艺作品质量的程度，文艺这片净土正被商业

化的阴霾不断地吞蚀。“面对市场，文艺评论负有坚

守艺术品位、抵制艺术生产低俗化的责任，而不能成

为市场低俗化的附庸和帮闲。”因此，文艺批评中“艺

术的”标准的提出，将对吹散商业化的阴霾、有针对

性地诊治当前我国文艺评价体系中价值标准失衡问

题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历史的”、“美学的”标准的理解

相对于“人民的”、“艺术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历史的”、

“美学的”标准已不同于马恩经典作家那里的“美学

的、历史的标准”，而是有了新的更为具体的所指内

容。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是文艺批评的“最高的”标

准，同时也是当下文艺批评的具体的标准，具有明确

的现实针对性。

首先，“历史的”标准的重新提出，与当代文学创

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有直接关系。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以洋为尊”、“以洋

为美”、“唯洋是从”可能导致“去历史化”、“去中国

化”问题，谈到了一些作品中存在的“调侃崇高、扭曲

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现

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跟有

“谍战小说之王”之称的知名编剧麦家握手时更是直

接说道：“现在一些谍战剧不尊重历史，给观众造成

了一些不良影响。”众所周知，现在许多文艺作品将

历史当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戏说”，或“割

裂”，或“颠覆”，完全撇开历史事实于不顾，胡编乱

造、张冠李戴、以讹传讹，随意丑化、抹黑历史人物，

孔夫子成了修侠情圣，杜甫被“再创作”为杂耍混混，

唐三藏成了花花公子，如此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了恶

劣影响，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荡然无存。由此来看，

“历史的”观点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现实的需

要，更是正确对待历史、尊重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关于“美学的”标准。如同“历史的”观点

一样，美学的观点也是如此，它的提出针对于当下我

国文艺的基本问题。美学的观点同艺术的观点是不

同的，美学的观点是意识形态性的观点，而艺术的观

点则是非意识形态的观点。艺术的标准主要指艺术

创作过程中的创作性技巧、故事构思、情节安排、语

言运用等方面的内容，它反映出的是作家、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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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修养与专业素质，而美学的观点则主要表现为

作家、艺术家的情感投入与审美判断，是价值层面的

东西，与作家、艺术家本人的思想境界、审美趣味相

关联。斯大林在《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里说过：“上

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它以政治 、法律、美学等思

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

和其他的设施。”显然，斯大林就是把美学当作与政

治、法律一样的意识形态观念来理解的。因此，艺术

的标准与美学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二者

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传

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要

“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战胜丑恶”，要“通过文艺作

品传递真善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努

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

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等

等。结合这些内容来对照理解“美学的”批评标准，

可以发现，“美学的”实际涵义已比经典作家提出这

一观点时丰富了很多、具体了很多，有着非常强烈的

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

评论工作者应当深入探究中华文论宝藏，研究梳理、

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学习和挖掘思维、表达、韵

律等方面的精髓，丰富评论话语，改进评论文风，实

现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

换，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

记给“美学的”标准提出了更高、更具体，也更现实的

要求。因此，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美学

的”标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

“美学的”标准的内涵，而且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民

族特色与文化关怀，让我们看到文艺事业与文艺工

作者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使命。

综上所述，“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

个标准既揭示了文学评判的内容又反映出现实存在

的问题，既相互独立又构成为一个整体，既有各自的

现实针对性同时又保持着彼此理论上的张力；它们

共同构成文艺批评中最高的、普遍性的标准，同时又

都是现实文艺评价中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标准，比较

完整地、全面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

求、基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

“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标准，实

现了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艺术追求与美学追求的

高度统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作出了富有

时代特色的新阐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的新成果，是当代我国文艺批评的新标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理

论突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AZW002）
责任编辑：金蕾蕾

【语境】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

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

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

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

足够自信。

【解读】“四个足够自信”既是对党的十八大

以来反腐败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当前各种似

是而非的错误论调的有力回应，更是对继续加大

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坚定决心，对打赢反腐攻坚战

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自信，不是凭空产生。“四个足够自信”，来自

对形势的客观分析，来自实事求是的判断，来自

符合逻辑的推理，因而有着充分现实理由。“足够

自信”就是政治定力。只有坚持“四个足够自

信”，才能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守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栏目责编：巩琳萌

理论热词·四个足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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