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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
高峰论坛首次在福州举办。

这次高峰论坛的召开，缘起 2013
年 11月时几位在京闽籍文艺批评家的
一次非正式对话。当时，借“中国现代诗
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的契机，在
王光明的倡议和组织下，谢冕、孙绍振
等与会的闽籍文艺评论家展开了一次
座谈，话题是“闽派批评”的由来、精神
内涵及其与福建文化的关系。大家形成
了一个共同意识，认为“闽派批评”是一
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群体和现象。

2014 年 9 月，以“文艺批评的变革
与创新”为主题的“闽派批评”高峰论坛
在福州举办，受到全国性的广泛关注。

2015 年 10 月，闽派文艺理论家批

评家高峰论坛举办，论坛主题为“全媒
体时代的文艺与批评”。2017 年 12月，
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举办，
主题为“新时代与文艺原创力”。

为了扩大“闽派批评”影响力，打造
文艺批评人才高地，2018年，高峰论坛
改为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
周，当年的主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与
中国经验表达”。

2019 年底与 2021 年底，闽派文艺
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两度举办，主
题分别为“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百
年历程中的中国红色文艺”。

2023 年是“闽派批评”学术盛会举
办的第十个年头。今年的新时代闽派文
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于今年

12月在福州举办，主题为“文化传承与
文艺原创力”。

为推动理论落地，自 2018 年起，
“闽派批评”学术活动周期间，都会同步
举办多场文学专题讲座或对话，加强与
省内高校文学院系和其他公共文化场
所的联动，让“闽派批评”走进校园、走
向公众，实现“闽派批评”的文化共享。

十年来，这一系列高峰论坛与学
术活动周，逐步构建了“闽派批评”的
话语平台，加强“闽派批评”这一话语
概念的号召力；论坛和活动周主题聚
焦当代、呼应现实，在中国文艺评论的
整体格局中凸显福建力量，将“闽派批
评”的声音逐步扩散到全国文艺理论
界与批评界。

“闽派批评”学术盛会十年

“闽派批评”：
在传承中提升文艺原创力

□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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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伊始，一大批闽籍理论家批评家陆续发出声音，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闽派批评”现象，引领我国文艺理
论及批评新思潮，对当代文学思想的演进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4 年，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福州举办，此后又连续举办两届。2018 年起，高峰论坛拓展为学术活动周，
连续举办三届，成为引人瞩目的全国性学术盛会，收获累累硕果。

今年 12月 16日，新时代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在福州开幕。开幕式与主旨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与作家欢聚一堂，共话“闽派批评”，围绕“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在新时代的当下，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闽派批评”的研究与关注，让人们对于“闽派批评”的认知更加清晰和深刻。他
们关于“闽派批评”未来发展新机遇、新时代下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等话题的精彩论述，回应了时代热点，彰显了责任担
当，赋予了“闽派批评”更为厚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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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湖的美总是藏着掖着的。如有珍宝的人家，将宝贝一
点一点掏给你看，让你惊叹连连。翠屏湖也一样，把美藏在各
处，一点一点展示给你。所谓翠屏，即绿色的遮挡，湖上有许多
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峦和岛屿，成为翠绿的屏风和屏障，
既构成美的画面，也成为美的分隔物。

翠屏湖的美也不是遗世独立、顾盼自恋的。它的美与层层
叠叠、如脊背一样拱起的山峰彼此成就，彼此烘托。天上有多
少种云，地上有多少色光，湖面就有多少种变幻，总令人陶醉。
难怪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早就为这里的山水写下了“鸣
玉滩头水，古田梦里山”的佳句。

翠屏湖是福建第二大人工湖，紧贴在宁德市古田县城边
上。到古田，翠屏湖是必去之地。世上本没有翠屏湖的，因为有
了一项六七十年前的国家水电工程，便有了这翠屏湖，便得了
这美。也正是因为这翠屏湖，一座千年古城永远沉入了湖底，
这里的人们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文化时间有了一次
割断。

1958 年，国家在此兴建新中国第一座梯级水电站——古
田溪水电站，筑起长 412 米、高 71 米的大坝蓄水，淹没了历史
逾千年的古田旧县城以及一些田地和村庄，形成了一个水域
面积阔大的人工湖，因湖背倚翠屏山而名翠屏湖。

翠屏湖在历经了这巨大的一失一得——失去了一座千年
古城，得到了一项国家水电工程——之后，变成了一个低吟着
无限忧伤的湖，也变成了一个荡漾着无尽欣慰的湖。坐在湖
边，面对湖面那日夜不停涌动的波澜，只要你仔细凝视和倾
听，水波的跳跃和絮语，似乎总在思绪和诉说些什么！

在我知道了这湖面之下静卧着一座千年古城之后，当我
再次注视眼前这微波泛起的湖面时，我的内心也如这湖面一
样波澜起伏。

那时，还是初中寄读生的郑强生周六回家取生活用品，进
到街巷看到满地瓦砾，一进家门，院子堆满木料，老屋不见了，
他的眼泪哗哗就下来了；那时，丁福荫家在古城的清式宅院移
民拆迁时，房屋还像新建似的，大厅堂地下还藏有 30 多块青
石板原封未动；那时，因为要搬迁，赵为团的祖母几天几夜睡
不着，总在家里这里摸摸那里擦擦，很不舍；那时，湖水开始上
涨，所有的土墙、砖墙被水一浸，纷纷倒塌，声动如雷，溅起巨
大的水柱，很多人赶来向千年家园告别……

与几位耄耋老人座谈，他们从古城移民时只有十几岁，亲
历过古城沉湖过程，说到种种细节忍不住掩面而泣，眼泪滴
落。谁说翠屏湖丰盈的水里不是滴入了古田人多少滴泪呢。那
些亲历者，从少年到暮年，几乎用一辈子在与古城告别。我理
解这种失去之后漫长的怀想。千年的城，是一天天的累积，是
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家族的累积，是世世代代风俗、规矩、精
神的累积。累积千年，便成了文明，成了文化。所谓文化，就是
那种丢不掉淹不没的故园生活和故园情结。或许人们更愿意
相信，那座古城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沉入了湖底，一切如往昔。
为此有人背着潜水器潜入 300 多米的湖底，去一探究竟，些许
时间之后潜水人露出水面，说了一句：古城永在。

我去看了地下水电厂房——这是翠屏湖的一得，也是
我从那种灰暗感伤情绪中走出并走向明亮欣慰的一刻。被
誉为“新中国第一座地下水电站”的古田溪水电站，在运行
了半个多世纪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国家工业遗产
供人参观。

翠屏湖西南角的山中是地下水电厂房所在地。电厂的生
活区、文化活动区依山而建，如今人去楼空，遗留了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生活痕迹。高近 10 层楼、长近 90 米、宽 13 米的发
电厂房内的中控室、开关室、发电机层等功能区迷宫般相连相
通，位于顶层的中控室至今还完好如初，6 台刷成绿色漆的大
型水轮发电机并排而卧，只是没有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这些
发电机的设计、制造、安装都由我国自行完成。地下发电厂房
1951 年开工，1956 年投产，为福州、南平、三明改善了用电紧
张问题。2015 年地下发电厂房停产，成为考证新中国水电发
展历史的“活化石”。

看着这些巨大而静默的机器和几乎被掏空的山体，想到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和智慧来修建这
座庞大而精致的水电工程是多么不易啊，我内心便萌生对那
代人的景仰和佩服，也为那个时代所锻造的在艰难环境中不
怕苦、不服输的精神所折服。

一片湖的失与得
□石华鹏

植根传统文脉
时代特色鲜明

福建是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大省之
一，有着悠久的文论传统。

“两宋以来，闽地文论传统不断，涌
现出严羽、刘克庄、杨载、王慎中、李贽等
文论名家，留下了《沧浪诗话》《后村诗
话》等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
理论批评名著。”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
记邓凯说，到了近现代，严复、林纾、郑振
铎等闽籍文论名家，对中国文论的发展
亦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徐粤春谈道，福建历史悠久、文脉绵
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在
历史上，朱熹、李贽、柳永等思想家、文学
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艺术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闽派批评”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谢冕、孙绍振等闽籍批
评家为“朦胧诗”发声，在当代文学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闽派批评”植根于福建的文脉沃
土，这是大家的共识。然而，“闽派批评”
并不局限于地域的概念，也不是传统的
中国文论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性。

“‘ 闽 派 批 评 ’是 一 个 有 着 鲜 明 地
方 身 份 标 识 ，却 不 局 限 于 一 个 地 域 的
理 论 家 批 评 家 群 体 ，同 时 也 是 当 代 文
坛的一个重要现象。”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 院 长 徐 可 认 为 ，“ 闽 派 批 评 ”在 文 艺
批 评 方 法 革 新 、文 化 研 究 的 转 型 等 关
键 性 历 史 节 点 中 ，均 扮 演 着 理 论 先 锋
的角色。

在《小 说 选 刊》原 副 主 编 王 干 看
来 ，“ 闽 派 批 评 ”不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论 的
翻版，而是有着鲜明的现代性、当代性
和未来性。

“‘ 闽 派 批 评 ’融 进 了 现 代 批 评 的
很多特点；它具有很强的当代性，注重
联 系 当 下 文 学 创 作 的 实 际 ，如 关 于 诗
歌 最 早 的‘ 崛 起 论 ’，就 是 对 当 时 诗 歌
创 作 现 实 的 回 应 和 导 引 ；还 有 很 强 的
未来性，这种未来性是一种超前意识，
有着文艺理论方面的前瞻性见解。”王
干表示。

中 山 大 学 中 文 系 教 授 谢 有 顺 认
为 ，在 当 下 讨 论“ 闽 派 批 评 ”，并 不 完
全 是 一 个 策 略 ，或 者 说 是 一 个 有 益 的
标签。

“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人员的迁
徙和地理的推扩，都会带来文化的碰撞
与新生。所以，现在从地理的角度去讲文
化，依然是有效的。‘闽派批评’还有两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一是具有现代意

识，另一是具有文体意识。”谢有顺表示。

延续闽派风格
迎接发展新机

作为文艺批评界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闽派批评”不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并且还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中。

进入新时代，中国文艺迈向蓬勃发
展的新阶段。那么，队伍如此庞大、理论
建构如此厚实的“闽派批评”，面临着怎
样的发展机遇？又该走向何处？对于这些
令人关切的话题，无论是“闽派批评”的
代表性人物，还是关注“闽派批评”的学
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建议，“闽派
批评”应该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提出
面对新时代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随
着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化，两岸文学交
流也将打开新空间、出现新格局，“闽派批
评”可以利用两岸融合发展创造的良好条
件，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形成独特优势。

“‘闽派批评’仍是一个正在成长中、成
熟中的批评流派或者批评现象。”中国作家
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闽派批
评”人才辈出，新时代的发展仍要靠一代代
闽籍学人不断地接力。“今后，仍然需要不
断弘扬传承‘闽派批评’的鲜明品格，包括
开阔的世界性视野、注重批评标准和理论
体系的建构、敢于开风气之先、注重从文本
出发的史论结合的扎实文风等。”

学者每每在谈论“闽派批评”时，都
会谈及福建人的文化性格，福建山海交
融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包括面向大
海勇于探索的开放心态、因山地农耕文
明形成的勤勉踏实的精神特质。

“福建人的文化性格，也正是‘闽派
批评’的某种本质内涵。”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陈晓明谈道，当下我们谈论“闽派
批评”时，谈论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了的作
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闽派批评”本身是
一个已经完成的、固定的存在，因为“闽
派批评”仍在创造中，仍在成型中。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认为，福
建人勤奋务实的精神，在“闽派批评”的实践
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闽派批评’的那些
成功的前辈，都是在自己的一方领域里长期
耕耘，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真正地‘扑进’
了文学的现场，去推动文学的发展。”他建
议，当下我们在讨论“闽派批评”的进一步发
展时，要尤其注重批评实践的“落地”。

坚守文化底色
创造推动传承

“ 闽 派 批 评 ”学 术 盛 会 举 办 至 今 ，

每一届的主题都积极关注与回应时代
热点话题。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 承 成 为 时 代 焦 点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需 要 推 动 其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性发展。

本届“闽派批评”学术盛会以“文化
传承与文艺原创力”为主题，正是对当下
时代热点的积极关注与及时回应。闽派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纷纷直抒见解，畅谈
关于这一主题的心得与观点。

已 经 91 岁 高 龄 的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教 授 谢 冕 每 次 回 到 家 乡 都 十 分 激
动 。此 次 回 福 州 前 ，正 逢 北 京 大 雪 ，几
番 波 折 ，他 仍 坚 持 前 来 参 会 ，情 真 意
切 。对 于“ 文 化 传 承 与 文 艺 原 创 力 ”，
他 也 提 前 进 行 了 十 分 深 入 的 思 考 。

“ 我 思 考 的 结 果 就 是 ：一 个 作 家 ，必 须
有 非 常 大 的 文 艺 原 创 力 。没 有 文 艺 原
创 力 ，就 成 不 了 作 家 。原 创 力 是 什 么 ？
是 生 活 阅 历 ，以 及 感 受 这 种 阅 历 、提
高 这 种 阅 历 的 经 验 ，还 有 想 象 力 和 语
言表达能力。”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从
百家争鸣切入，讲述他对传统文化的理
解。他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不
仅在于其内在的生生不息，而且在于其
开放性。

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光
明 看 来 ，传 承 恰 恰 是 需 要 通 过 创 造 来
实 现 的 ，“ 文 化 传 承 的 问 题 ，实 际 上 是
文 化 面 对 空 间 的 动 荡 和 时 间 的 变 化 ，
如 何 延 续 和 发 展 的 问 题 。正 如 托 马
斯·斯 特 尔 那 斯·艾 略 特 所 说 的 那 样 ，
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必须通过转化之功
来实现，通过新的创造的加入来实现，
通过新东西加入后调整传统的秩序来
实现”。

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
代 ，或 仅 限 于 盲 目 地 或 胆 怯 地 墨 守 前
一 代 成 功 的 方 法 ，“ 传 统 ”自 然 是 不 足
称道了。——对于艾略特的这一思想，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文 学 研 究 所《文 学 评
论》编 辑 部 编 审 吴 子 林 同 样 在 发 言 中
提及。他认为对于文化传承，必须在保
持 文 化 鲜 活 的 血 肉 与 灵 魂 的 同 时 ，赋
予其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不要把
传 统 理 解 为 博 物 馆 里 的 古 董 、那 些 僵
硬 冰 冷 的 文 物 。我 们 要 把 传 统 理 解 为
图 书 馆 里 的 知 识 ，以 及 由 这 些 知 识 所
演化出的一种智慧。”

谢有顺以小生命与大生命的比喻，
来阐释他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理解。“我
们个人就是一个小的生命体，小的生命
体需要融汇和寄存到一个大的生命体之
中，这个大的生命体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的文学家，都有着这种传统文
化的底色。”同时他也强调，文化除了守
常，在本然、同然、自然、当然之外，还有
求变这一特质。

李 朝 全 在 探 讨 新 时 代 文 艺 原 创

力 时 ，提 出 要 注 重 文 艺 题 材 和 内 容
的 创 新 。因 为 新 时 代 为 文 艺 提 供 了
新 语 境 、新 主 题 、新 风 貌 ，这 些 都 促
使 着 文 艺 的 创 新 。“ 我 们 时 代 的 大 命
题 最 终 要 落 实 到 小 人 物 的 书 写 上
面 ，要 走 小 切 口 书 写 大 主 题 、大 时 代
的 文 学 路 径 。”

学者们寄望于“闽派批评”能够带动
“闽派文艺”的进一步延伸、拓展，促进闽
派文脉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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