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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新时代文艺评论价值引导作用的建议

【要报要点】当前文艺评论领域存在着价值观念模糊、混乱与

分化等一些问题，亟需适当的管控与纠正。本期要报建议，各

相关主体应通力协作，优化文艺评论队伍和文艺评论活动，不

断强化文艺评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营造清朗健康、文明有序

的文艺评论氛围。

一、当前文艺评论领域存在的问题

当前，文艺评论领域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众声

喧哗之下的价值观念模糊、混乱与分化，以至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难以得到有效彰显，一些错误的、不健康的文艺价值观

念反而大行其道、甚嚣尘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热衷于“去政治化”，或明或暗地在文艺领域宣扬

历史虚无主义。面对那种以“反思历史”“重写历史”为旗号，

有意歪曲历史真实、解构经典、为特定历史人物翻案“洗地”

的文艺现象和作品，一些文艺评论往往含糊其辞、避重就轻，

对其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缺乏坚定的斗争意识和

亮剑精神，甚至秉持抽象人性论而为之背书点赞，不仅搞乱了

人们的历史认知，也颠倒了文艺的具体价值标准。

第二，“尊西抑中”“以洋为美”，直接或间接地放弃对

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坚守。不少文艺评论置我国社会主义主

流价值观于不顾，将所谓“普世价值”作为文艺评论的最高尺

度，将在西方获奖作为中国文艺创作的价值标杆，缺乏足够的

文化自信而盲目崇拜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在文艺评论实践中脱

离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和发展追求，简单照搬西方话语图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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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艺作品，一味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

第三，过分推崇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单纯强调经济效益

而无视文艺评论的社会责任。一些文艺评论将文艺作品完全等

同于普通商品，将文艺传播视如商品流通，片面地将商业标准

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高低、审美优劣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甚

至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必要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操守，甘愿

为某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作品摇旗呐喊，不仅丧失

了文艺评论应有的分析、批判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刷

分控评”“唯流量是从”等不良社会文化风气的蔓延与盛行。

第四，娱乐至上，不辨雅俗，变相鼓励感官的刺激与满足。

面对一些娱乐化、感官化色彩浓郁的文艺现象和作品，一些文

艺评论要么视而不见，一味姑息纵容；要么自行放弃思想意义

的追寻和人文情怀的追求，与其一道戏谑历史、躲避崇高，为

文艺的泛娱乐化推波助澜。

二、践行正确导向，完善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价值引导作用

首先，行业主管部门应切实做好文艺评论队伍和活动的管

理，在建章立制的同时，结合媒介融合时代文艺评论队伍及活

动的新特点、新趋势，积极采取“一加强，二巩固，三治理”

的策略，营造清朗健康、文明有序的文艺评论氛围。即加强文

艺评论审查管理的有效性，进一步净化网络言论空间；巩固并

拓展文艺评论主阵地，重点打造若干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报刊

平台；从严治理雇水军刷评分、粉丝控评等极端现象，严肃处

罚不能及时发现和清理错误有害声音的网站平台。

其次，互联网平台企业应着重强化对网上文艺评论的管理

责任，严格落实网络个人账号的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及时发

现和清理严重偏离党和人民立场、混淆大众视听的文艺评论声

音，有效辨别、坚决删除那些纯粹泄愤、恶意贬损的黑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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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打着“自由评论”旗号、无视文艺作品本身而乱扣“帽子”

的“网络喷子”和“键盘侠”，应采取必要的惩治手段，设立

文艺评论“黑名单”，让错误或不健康的文艺评论无处发声。

再次，各类文艺团体和学术组织应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不

断团结凝聚文艺评论的新生力量，适应新型媒介环境，做好文

艺评论的价值观引导、构建和宣传。一方面，积极介入新时代

的文艺现场，在加大主旋律作品评介力度的同时，直面各种前

沿性创作趋向及问题，并予以及时的定性和定位；另一方面，

用好用足数字融媒体平台，建设更多的文艺评论网站和公众

号，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实现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的有效互动。

与此同时，进一步发掘和培育文艺评论的新生力量，通过建立

常态化的文艺评论人才培训机制，健全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评价

与激励机制，积极推介和奖励优秀文艺评论作品，不断完善新

时代文艺评论人才梯队建设。

最后，文艺评论工作者也应着眼“四个确保”，充分发挥

价值引导的主体意识，积极张扬严谨客观的批评精神，不断强

化文艺评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一是确保文艺评论的正确性。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全面

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通过文艺评论宣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旋律和正能量，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念。二是确保文艺评论的独立性。坚决抵制各种“红包批评”

“人情批评”，不依附任何创作者或资本利益，坚持“好处说

好，坏处说坏”，保持精神人格的独立；在传承的基础上，探

索和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体现中华民族

文化习性与审美趣味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三是确保文艺评论

的专业性。超越缺乏学理性与科学性的感受式或印象式批评，

注重文艺评论内在的学理依据、理论创见与思想深度，确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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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矢、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同时，要协调好文艺评论话语

专业性与通俗性的关系，改进评论文风，力求文质兼美、深入

浅出。四是确保文艺评论的前瞻性。文艺评论要识微见远，敏

锐捕捉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新现象、新动态和新问题，加

以及时有效的研判和引导，在因势利导和防微杜渐两方面下足

功夫。同时，要善于发掘精品力作，慧眼识鉴创作英才，尤其

是对于新人新作不可求全责备，既要批评指点，更要包容鼓励。

采用情况：本文于2021年10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微时代’文艺批

评研究”课题组（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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