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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样态、新形式、新现象层出不穷

文艺评论如何向“新”而行

■评论者要适应新的创作和传播环境

当前，大数据创意编码、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动作捕捉、体感交互红外感应
等数字技术已被应用到艺术创作中，不
仅为文艺实践带来新变化，也对传统的
文艺观念产生巨大冲击。剧场中的沉浸
式体验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屏幕上的炫
目效果蕴藏着哪些“黑科技”？技术对艺
术将产生哪些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
文艺评论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工具包”。

“以电影《只此青绿》为例，它既不是
一个单纯为镜头语言而设计的电影，也
不是一个简单拍摄的舞台剧纪录片，而
是一个以审美为引领的舞剧艺术电影，
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认为，面对
层出不穷的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和技术
创新的新作品，文艺评论者要及时更新
自己的文艺理论、美学工具，并找到准确
的视角和语言，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
评价这些新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

互联网和新媒体催生出新的文艺类
型，也改变了文艺评论的形态与传播方式。

当下，一部新作面世，要想让年轻
人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为之“买单”，
网络评论是不得不过的一关。无论是
文字短评、视频短评，还是弹幕发言，
都成为年轻观众选择文艺作品的重要
参考。“在互联网平台上，诸多面向大
众的作品被重新解读评论，形式之新、
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肖向荣说，数
智时代的文艺评论与传播，呈现出分
众、分圈、分层的特点，在不同的圈层
和群体中，大量生动的、非传统形式的
评论影响着人们对文艺作品的判断。

“网络文艺评论跟传统文艺评论发
声的方式不同，并不一定具备学理性，往
往简单、直白地提供观点，抓人眼球、传
播迅速，一些片面的、主观的评论有时也
会给作品带来极大的‘杀伤力’。”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尚辉提出，在网络时
代，专业的文艺评论者不能缺位，对偏颇
的、错误的网络评论应及时回应和纠偏。

然而，摆在文艺评论者面前的一个现
实是，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中，行业专
家的意见不一定具有传播力，专业的评论
意见也无法与网络认可度画等号。因此，
文艺评论者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要掌握
网络时代的传播规律和传播技巧。

■增强文艺评论的通俗性

目前，文艺评论实践滞后于文艺创
作实践。这种“滞后”的一个具体表现是，
一些评论文章过于学术化、不接地气、晦
涩难懂，远远不如文艺作品那样生动。

“一些音乐评论大量运用公式分析、
和声分析、技法分析，虽然专业但普通受
众看不懂，再权威也无法得到认可。”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周海宏说。

这是因为，高校教师一直是文艺
评论队伍的主力军，很多高校教师把

文艺评论当作学术论文来写，导致文
艺评论学术性有余而通俗性不足。另
外，大多数高校教师远离文艺创作一
线，主要从事学术和理论研究工作，这
也导致其文艺评论文章不够接地气。

周海宏认为，在文艺评论实践中，做
好通俗化“转译”工作，才能让专业的声音
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优秀的文艺评论者
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良好的
表达能力，只有这样，其观点和声音才能在
网络环境中获得传播，进而产生影响力。

北京舞蹈学院院长许锐认为，在
舞蹈评论中，评论者要有“以文通舞”
的能力，即将不依赖于语言文字的舞
蹈之美还原到口头和纸上的能力，“舞
蹈评论者的文字不仅要表达精确，还
要具备形象性和情感性，能传达作品
蕴含的情感，唤起读者的审美想象”。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
祥认为，优质的文艺评论直率真切、新
鲜活泼、有话直说、有的放矢，评论文
本有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

■提升文艺评论的思想性

近日，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揭
晓后，网络上一度对获奖作品展开热
烈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文字的正
误上，而非兰亭奖体现的审美新风
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兼造型
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刘宗超认为，书法
实践的顺序是从技法层到形式层、主
题层、气韵层、风格层，而评论的路径
正好相反，首先应该关注风格。能为
创作实践提供方向、指引的优质书法
评论，都应具备思想价值，思想并非浅
层的知识点，而是创造性的观念体系。

有思想不是简单地堆砌学术概念、
引用学术理论。“一些文艺评论者喜欢
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评
论中国的文艺实践，但那些西方理论无
法阐释很多中国文艺的具体问题。”尚
辉表示，在国际化艺术语境中建构中国
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尤为必要，而实现这
一目标，必须提升评论的思想价值。

让文艺评论兼具思想性和通俗性不
是件容易事。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
系教授胡薇眼中，优质文艺评论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能够超越其评论的作品，成为后
人专门的研究对象。写好一篇评论文章
不比写好一篇学术论文容易，“搞文艺评
论不能脱离作品来谈感受，也不能简单复
述作品内容，写好文艺评论需要良好的艺
术审美能力和丰富的学养及阅历加持”。

■完善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

十年来，中国文艺评论事业发展迅

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并组织举
办了各种形式的评论人才培训班、研讨
班，创办了《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举办了

“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活动。
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文艺评

论工作仍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采访
中，很多受访者反映，优秀评论人才缺乏，
是制约文艺评论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毛时安
说：“应加大对青年评论人才的培养力
度，为他们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让他
们有可能在未来成名成家。”胡薇提
出，在培训、调研、观摩外，不妨进一步
丰富文艺评论人才的培养方式，形成
立体化、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56.5%的单位
或机构没有把文艺评论成果纳入职称

评定评价体系。胡薇说，这影响了高校
教师参与文艺评论工作的积极性，从长
远看，不利于文艺评论事业的发展。

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的角度
看，有必要将文艺评论纳入高校一些
学科的学术评价体系。

“今年，中国评协启动‘会校合作
计划’，与高校共同推动文艺评论学科
建设、学术评价体系建设和评论人才
培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徐粤春介绍，今年4月以来，中
国评协已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
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分
别签署“评论合作备忘录”，将推动把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文艺评论成果
纳入相关科研评价体系，为中国文艺
评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以舞剧电影《只此青绿》为代表的艺术创新探索，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新要求。图为舞剧电影《只此青绿》剧照。

本报综合消息 文艺评论和文
艺创作，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
推动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过去
十年，文艺创作充满活力，新的文艺
样态、文艺形式、文艺现象层出不穷，
文艺评论也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
如何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更好发挥
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引领风尚的作
用？记者近日就该话题展开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