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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学多元化对文学评论传统的影响研究 

熊文嘉 
（汉阳大学  首尔韩国  04763） 

摘  要：近年来，经济、文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植入世界民众心中。这一现状使得国家之间文化融合

度进一步提升，我国汉语言文学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汉语言文学与外部相融合所带来多元化发展趋势

愈发明显，但与之相对应的文学评论传统发展存在杂乱无序现象，在具体研究之中存在一定困惑。基于此，本文对汉语言多元化发展

价值、当前文学评论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深入阐述汉语言文学多元化对于文学评论传统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对文学评论发展提出建议，

实现对文学评论传统发展的积极有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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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多元化发展的价值 

广义的文学多元化发展是指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各种外部影

响以及内部创生的综合作用所呈现出文学创作各个流派以及创

作题材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体现出了

“中国速度”，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学作品的需求以及鉴赏水平

都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以多元化为表征的文学发展态势应

运而生。在这一时期，汉语言文学多元化所带来的价值主要体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多元化发展带来更广阔选择空间。当今社会，民

众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文学多元化发展能够

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给读者带来更加丰富阅读体验，广

大民众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在不同文学题材与类型之间进行选择。 

（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形式的代表手法之一。不同

题材、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艺术风格与艺术表

现形式，对于进一步充实文学表现形式以及表现手段具有积极意

义。 

（三）文学多元化发展对于文化多样性发展是一种良性促

进。伴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以及多媒体时代来临，广大人民群众所

接触到的文学类目越来越丰富，对于文学需求层次及丰富性要求

也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基于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各类题材以

及流派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与现实生活高度关联、覆盖范围更

加广泛的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反映

社会生活及发展变化。 

新时代文学多元化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学艺术发展方

向，完美诠释了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和当前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

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繁荣与发展。不过总体来看，文

学发展依然要高度贴近现实生活，关注受众群体，秉承优质创作

理念，在内部和外部不断寻求创新，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文学多

元化发展价值。 

二、汉语言文学评论传统问题分析 

（一）汉语言文学评论追根溯源存疑 

我国社会发展具有其特殊性，从封建社会时期以中华为核心

的思想，经历革命战争洗礼以及西方文化浸润。汉语言文化经历

不同历史时期的剧烈变革，随着媒体不断发展和西方文化的融

入，相当一部分民众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盲从，认为“国外的月

亮圆”，形成了对汉语言文学认识的偏差，使得原有知识体系不

能够完整延续，片面、武断地挪用西方文化形式。这种现象最为

突出的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不加以论证，直接采用西方文

学评论理论和相应体系，其后果是造成了汉语言文学评论与传统

文学评论出现互相割裂现象；另外，不加甄别对西方文学经典、

古典作品大量引入，将其中内容表达粗暴融入我国文学内容之

中，形成了一种传统底色渐渐消退，西方化倾向愈发明显，但方

向不够明确的文化发展形态，逐渐削弱了传统汉语言文学在国际

上的地位，为后续汉语言文学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传统文学评论“被”西化问题 

新时期各个渠道大量引入西方文化，受此影响，汉语言文学

评论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文学评论理论，在主观思想以及

理论层面显著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评论相关标准被植

入，逐步取代传统文学评论标准，成为新的规范。但随着汉语言

文学多元化发展，西方文学评价标准又与发展壮大起来的传统文

学格格不入，于是，汉语言文学评论者又不断摒弃之前“拿来主

义”所产生的所谓新标准，重拾传统文学评论理论，但经过漫长

的发展变迁，传统的标准虽然经典，但已经严重滞后于汉语言文

学发展进程，呈现出一种既不能套用西方文学评论理论又不能够

建构顺应时代发展的具备民族特色的文学评论理论体系，造成了

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协调。 

（三）汉语言文学评论与生活背离 

文本是汉语言文学表达最基本方式，其中蕴含着生活、伦理、

社会与自然。而现实当中，汉语言文学评论者热衷于套用所谓的

文学评论标准，置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于不顾，在主观上没有将实

际生活与文学评论相联系起来的意愿，认为文学评论属于学术范

畴，没必要与生活建立联系。这种现状就造成了我国汉语言文学

评论观念、理论和社会生产生活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导致文学

多元化发展与文学评论传统发展“两张皮”现象的出现。 

三、文学多元化发展视域下，文学评论优化发展途径 

（一）立足根本，以本土化语境作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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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汉语言文学评论存在部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

文学评论者，要能够找到关键问题症结之所在，一个需要重点关

注的问题是本土化语境在文学评论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经济

因素、政治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等内外部因素融合而构成

独特文化语境，文学评论者要具备大局观，要能够积极主动分析

本土化语境，发现各类文化对本土化语境之下文学发展所造成的

影响。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化等也是文化语境中的一部分因素，

相当一部分文学评论者在本土化语境运用时受到错误影响，从而

引发对关键要素的漠视，对文学评论客观性和科学性造成影响。

所以，广大文学评论者需要立足于本土化语境，以其为根，建立

顺应社会和民族特色的文学评论体系，固本扶元，实现文学评论

有根可循。 

（二）重塑观念，统筹中西方、传统与现代 

融合与冲突一直是文化评论界所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部分

西方学者套用西方模式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

冲突。当中国文学评论者对中西方文化冲突进行解释时，也时常

以此作为分析工具。中国与西方在文化底蕴、地域特点、社会生

活等方面存在巨大文化差异，所以应用同一模式进行文化分析，

不具备较高公信力。国内文学评论界，需要重塑观念，以自身标

准来准确分析中西方文化冲突，促进中西方文化科学、合理融合。

要做到这一点，应该主动准确把握西方文化，厘清评论标准中各

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部分文学评论者

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对文化差异把握不到位，不能够正确理解

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差异。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

在于提升对这一领域重视程度，以研究大量素材作为背景，不断

提升自身文化梳理水平，为多元文化发展提供科学、详实依据。 

（三）基于传统，进行汉语言文学评论 

无论文学发展怎样趋近于现代，传统的地位始终无法撼动。

对传统的正确认知是文化多元化发展背景下进行文学评论的最

重要根基，而且也是汉语言文学评论得出切实有效内容的重要工

具，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文学评论讲究“文以载道”，如果

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儒家文化，为传统文学评论提供了重要理论

依据，由于传统文化评价理论在文以载道角度和西方文化存在大

量差异，因此在建构汉语言文学评论理论时要充分考量和关注传

统的传承，要囊括以文本形式表达人们行为、习惯、情感、意识

等方法，充分认清传统，科学构建“中华性”文学评论理论体系。 

1.重新定位评论功能，提升文学评论地位 

传统文学评论中，对于文学评论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联系涉

及较少。在文学评论发展中，要敢于“行动”与“对话”，明确

重建文学评论和世界之间广泛联系，将多元文化发展背景、作品

与实际进行综合考察，凸显文学评论“文化研究”属性与功能，

以文学评论为文学多元化发展注入活力并指明方向，重塑民众审

美观念。 

2.内外兼修，使文学评论回归文学性本身 

要想重塑文学评论地位，那么就要打破文学评论传统的附庸

性，要让文学评论成为被民众所普遍接受的普通文本。文学评论

需要参与者深入文本、抽丝剥茧，还要在此过程中对不同观点进

行接受和分析，要呈现出两个维度，一是作品本身技巧、细节处

理、语言表达方面的美学赏析；二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纵向剖析，

以内外联系的视角对作品进行价值定位，一方面使评论具备美文

属性，另一方面又让文学评论具备了它应有的文学厚度，整个过

程贯穿于对文学本性的追求。 

3.聚焦时代主题，凸显文学未来 

在进行文学评论时，就要尽力找寻具备时代气息的经典文

本，以经典文本为依据对绘制当代文学地图，为后来人正确、深

入理解这个时代文学面貌和民众精神世界提供有价值线索。对于

泱泱中华来说，在“现存”中有意发掘“增量”，才能够凸显文

学评论价值。我们要将文学评论与史学研究区分开来，敏锐发现

同时代作品的异同，以求同存异思维展开文学评论，为当代文学

精神与情感制备一张“晴雨表”和风向标，启迪文学未来发展方

向。 

4.立足名家名篇，述说传世经典 

作为文学发展重要基础，名家名篇相关评论在推动文学发展

与文学知识经典脉络形成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文学评论应该以此

为焦点，力求以点带面，辐射全局，以期望将来作为文学史和文

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说，所有的经典都是经典化的结晶，而经典

化有赖于文学评论，作为文学评论者，要能够输出具备本色行当

的文学评论文本，回归文学主体，当做基础性工程来做，为当代

文学知识脉络建构提供参照。 

结束语： 

综上所述，汉语文学多元化背景下文学评论存在尚未解决的

一些突出问题，需要文学评论参与者敢于发展创新，合理融合中

西方文学评论理论，使文学评论回归本真以及保持民族底色，逐

步梳理清文学多元化发展与文学评论进步之间的关系，使二者互

为依仗，达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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