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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口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热爱审美人口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热爱、、从事从事、、参与参与、、鉴赏历史文化经典鉴赏历史文化经典、、文学艺术创作文学艺术创作、、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
以及将生活美学化的国民人口以及将生活美学化的国民人口。。其数量多少和质量提升程度其数量多少和质量提升程度，，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艺术生产供给能文化艺术生产供给能
力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力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人民群众审美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日益增强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人民群众审美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日益增强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获得感、、满足度等满足度等
关系国民综合素质关系国民综合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大计方针社会文明程度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大计方针。。审美人口的持续审美人口的持续
健康有效增长健康有效增长，，必然使更多的人用理性之光必然使更多的人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善良之光照亮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用真善美战胜
假恶丑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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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已经走进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作家和学者，更需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
责任、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汹涌而复杂的新世界、新变化、
新业态、新媒体、新群体，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我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缺乏深入、切实，有影响力、公信力和说服力的评
论。很多问题与现象已经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的尊严与评论
写作者的自尊。这更值得我们进行触及灵魂式的深刻反省，
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而革故鼎新，敬畏人类文化
成果，关注文艺的新创造新成果，用新的精神追求和写作伦
理，去追求文学批评的独立性、价值性，写出与新时代要求相
匹配的、能够抵达人心的、有说服力和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是“批评”。所谓“批评”，意思是“做
判断”，要对作家、作品、思潮和现象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价
值判断，建立在对其进行艺术分析和文本阐释的基础上。所
以，“批评”的含义就是阐释、解读和判断。没有价值判断的
文学批评，就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文学批评。因为没有价值
判断，就会理念混乱、理论空泛、套话连篇，或“江湖化”、或

“赞颂化”，缺乏精神共享的动力，自然就很难抵达人心，不会
有说服力和建设性。当下的文学批评为什么会边缘化，没有
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公信力。而缺乏公信力的最
大问题，就是缺乏独立的价值判断。现在文艺界出现了一些
乱象，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资本的无序导致的，需要我们的批
评界亮出鲜明的态度。针对其中的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时
期里缺乏价值判断，其深刻原因在于：一是批评家本身就没
有价值判断的能力；二是批评家陷入人情伦理、金钱伦理的
漩涡而无法自拔。

因此，我们必须对文学批评充满敬畏意识。正如别林斯
基所说：“有人认为批评这一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
或少都能做到，那就大错特错。批评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
的道路是滑脚的、危险的。事实上，从一方面说来，该有多少
条件汇合在这个才能卓越的人的身上：深刻的感觉、对艺术
的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这是
公正无私的态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诱引的本领；从另一方
面说来，他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这的确是“一种学习
和传播世界上已知和已思考过最好东西的非功利的努力”
（马修·阿诺德语）。正因为它是公正无私的、非功利的，所
以，要想在这上面获取利益、求得功名是不可能的，想在这上
面投机钻营、沽名钓誉也是意思不大的。因此，没有强大的理想信念，没有对文学
无限的热爱和激情，以及超人想象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要想在这上面做出一些
成就和贡献也是不可能的。

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共享，是一种心灵对话，是一种智力活动，是一种敏锐的
艺术感觉与复杂知识的融合。它不光是知识、理论和技术的展示和显摆，还是与人
的精神和灵魂打交道的神圣志业。因此，必须用人民的、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

“知识与经验”所建构的体系，去贴近文本、事实、现象和思潮，既要“入其内”，又要
“出其外”，具有抵达性，去最大化地抵达人心、抵达人的灵魂。因为只有抵达了人
心，批评才会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为此认为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
部的东西”。这是对卡夫卡最深刻的理解，也是文学写作所追求的境界。其实，这
正是对“人民性”或“人民立场”的另一种理解。真正的“人民性”，不是一个政治概
念和历史概念，而是组成“人民”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文学批评的人民
立场，就是要求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必须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人民的
情感、人民的要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世道人心”，作为批评的前提和旨
归。文学批评还必须充分尊重事实，有非常强烈的事实感，按照刘勰《文心雕龙》中
所说的“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尽最大努力依托文本事实说话，而不要离开文本事
实进行“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只有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让人感到生动、贴
切，才会激发起读者的共鸣，才会具有感染力、说服力和公信力。

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尤其是在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召唤，面对人类前所末有的巨大变局与极其复杂的时代进程，文
学批评必须肩负起“建设性”的重大使命与责任，走出书斋，奔向生活，扎根人民，既
要“文以载道”，又要“文以资政”，既要“文以明德”，又要“文以化人”，去感化人、摆
渡人、引领人，去启蒙导航、化世导俗。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应该是封闭的、终结的、
僵化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未完成的，用一种对万物和人宽容、体谅和理解
的真心实意，在不失价值判断和独立精神的前提下，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通过
交流和对话，让双方的共同努力建设出新的成果。建设性的理念，要求文学批评必
须从文学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出发，怀抱建设性的态度，对作家的文本作品中所有的
努力与探索予以充分的重视与阐释，对其不成功、不理想和不完美的地方，也应给
予分析和指正。这样的文学批评，才是有价值意义的，才具有迷人的气质和艺术的
魅力。

（作者系山西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国历代思想家注重“以
和为美”“里仁为美”“中和为美”，认为“中者，天地之
美达理也”，强调具有仁义道德的“充实之谓美”，“不
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追求“至美至乐”的吟咏情
性，以及温柔敦厚、文以载道的畅神澄怀和无邪品
藻。中华民族一直具有追求真善美、针砭假丑恶的
社会伦理价值和诗意生活理想。我们正处于在新的
考验和挑战中、在拼搏奋斗中创造光明未来、创造美
好生活的新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提出“十四五”文化建设的目标是：“社会文明
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
明显提高。”“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
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
调：“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
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
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因此，不断扩大和提升全社会审美人口的数量与质
量，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充盈人民精神生活的内在
需要和必然选择，对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影响。

关于“审美人口”，中外学界迄今为止尚无对这
一概念的清晰定义。大概地说，审美人口是指一个
国家和民族之内热爱、从事、参与、鉴赏历史文化经
典、文学艺术创作、群众文化活动以及将生活美学化
的国民人口。其数量多少和质量提升程度，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艺术生产供给能力和需求侧
结构性改革、人民群众审美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日益
增强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获得感、满足度等关系国
民综合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大计方针。

美国学者约瑟夫·J·斯彭格勒（Joseph J.
Spengler)在《人口经济学》中认为，人口问题不只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文化与审美价值的问
题。美学的组成部分在价值系统中，是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这一因素既对人口增长有着重要的决定作
用，又可通过人口增长得到修正。他主张适度人口
理论，强调在人口经济学的发展中，应给审美价值以
充分的重视。

展现审美人口素质提升的时代精神气象。一个
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足够数量的审美人口是推动形成社会更广
泛文明程度的前提和基础，而更高素质的审美人口
代表着民族现代文明水准的深度和高度，是屹立于
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参天大树、壮干强枝。人口素
质的提升来自于文艺精品力作的熏陶与滋养，来自
于伟大时代精神的哺育与淬炼。任何一个时代的经
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
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
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
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
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
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
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
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这一精神气象，既是作家
艺术家的创作结晶，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文艺作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也是众多
审美人口在文质兼美作品中的感知体悟，一代接着
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真切感受民族复兴伟
业的时代脉搏和荣光。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
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以文弘业、以文培
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使创
作主体与接受客体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
动力。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必然要求文艺“承百代之
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
秀作品。”这是审美人口的思想武库和精神源泉。

激发审美人口持续迸发的文艺创造潜力。马克思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也按照美
的规律来建造”的著名论断。他指出：“由于分工，艺
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
术天才受到压抑。”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将减少到最低限度，那时，与个性的自由发展
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
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他期待
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
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
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
化。”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
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
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文艺两
新”是审美人口持续增长的主力军，他们一出现就聚
焦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以特
有的灵活、自主的优势激荡起无穷的艺术创造活
力。他们顺应社会对文化艺术新需求的期待，以服
务人民为宗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艺术供给为根
本，结合各自的兴趣爱好和艺术专长，呈现出新创作
方式、新投入方式、新活动载体、新传播手段、新消费
引导等特征。“文艺两新”作品通过线上线下、虚拟成
像、全息影像等多种形式推送，为大众提供喜闻乐
见、雅俗共赏的内容产品，展现出强大的审美创造
力。只有当全民具有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每个人
的艺术天分得以尽情挥洒和呈现，自觉投入文化艺
术生产和鉴赏的时候，审美人口的数量质量就会呈
几何级增长。

加强审美人口的文化艺术教育以提升专业素
养。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
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德国作家席勒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强调，艺术应发挥交往、建立同
感和团结的力量，即艺术的“公共特征”。他把艺术
理解成一种交往理性，将在未来的“审美王国”里付
诸实践。追求人类本性的完善、提倡理性的自由是
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审美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构建人们的审美意识，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
高尚的人生态度。培养人们鉴赏美、感受美、创造美
的审美能力，从而造就具有丰富个性、完美人格的时
代新人。因此，加强审美人口的专业培训教育，不仅
培养发现美的眼睛、听懂音乐的耳朵，让人们理解各
种造型艺术、舞台艺术、视听艺术、科技艺
术等，形成一批又一批的行家、玩家、藏家，
而且塑造人的心灵和品格，育化人的思想
和智力，让他们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
对专业的赤诚之心。在他们中，会形成一
批又一批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站立时
代潮头，引领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
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
远。”“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
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
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特别要
求“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
开阔和提升新时代文艺的艺术视野与审美境界，把
新时代文艺的繁荣发展纳入世界文艺深远而辽阔的
版图之中。新时代的文化艺术发展需要树立大历史
观、大时代观，向着新时代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
更生动处开掘，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
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更精彩、更壮阔、更瑰丽
的地方，用诚心、用真情、用深功、用如椽大笔书写和
表达“胸怀天下”的凌云壮志和时代华章。

营造审美人口不断增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衡量
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有众多指标，其中最重要的
是审美人口的多少和审美素养的高低。因此，扩大
和提高审美人囗，应衔接国家建设文化强国、推动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和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以及繁荣发展文学
艺术事业等相关规划，制订促进审美人口持续增长
和审美素质提升的实施方案，大力开展全民审美人
口增长行动，在思想导向、政策制度、审美价值、服务
活动、参与方式等方面营造全民崇美尚美、爱美习
美、写美颂美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培育和引导公民善
于发现美、热衷展现美、倾情抒写美，不断净化心灵，
充盈精神生活，攀援审美高枝。依托文化艺术志愿
者等行业组织和机构，推进各文化艺术门类创作者、
研究者、教育者等走进机关、学校、企业、街道、社
区。在各类传播平台上，开展美的历史、美学原理、
审美鉴赏、艺术知识等的研究培训，编辑出版我国和
世界优秀美术、书法、音乐、戏剧、文博等经典作品鉴
赏普及读物，形成全社会浓郁清爽的美育文化气
场。进一步围绕“做人的工作”延伸手臂，加强对“文
艺两新”的团结引导，把千千万万文艺从业者、爱好
者凝聚起来，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
激励和推动他们成为足够数量审美人口的活跃因素
和有生力量。尊重和遵循文化艺术规律，通过深化
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
的生动局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
设，深入实施新时代文艺评论工程，增强文艺评论专
业性、权威性、引导性和朝气锐气，建设山清水秀的
文艺生态。

心有恒愿求和美，胸有诗书自芳华。习近平主席
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
旨演讲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
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
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审美
人口的持续健康有效增长，必然使更多的人用理性
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用光明驱散黑
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
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
科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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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应该是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应该是
封闭的封闭的、、终结的终结的、、僵化的僵化的，，而应而应
该是开放的该是开放的、、动态的动态的、、未完成未完成
的的，，用一种对万物和人宽容用一种对万物和人宽容、、体体
谅和理解的谅和理解的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在不失在不失
价值判断和独立精神的前提价值判断和独立精神的前提
下下，，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
通过交流和对话通过交流和对话，，让双方的共让双方的共
同努力建设出新的成果同努力建设出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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