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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郭运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曾镇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中

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家协会主席李洱；中国现

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

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莉；《光

明日报》评论版主编王国平；《光明日报》文荟版副主编

饶翔；北京出版集团十月分公司总编辑、《十月》执行主

编季亚娅；安徽省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方明；安徽出版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编辑朱寒冬；安徽文艺出

版社社长姚巍等专家和领导出席本场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致辞：“‘皖籍’二字用得非常

审慎，其实‘皖’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

空间和历史空间。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请桐城人

吴汝纶来润色，安徽桐城派文脉一直延续至今，安徽文

脉是中国文脉之所在，安徽盛产评论家，现在已经成为

中国评论界的中坚力量。”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郭运德认为：“安徽文艺出版社

在市场相对低迷的当下，出版这套《学而书系·皖籍评

论家辑（8 种）》，表现出一个有眼光有追求的出版机构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责任担当。论丛不仅是皖籍评论家

作品的一次集中检阅与展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

当代评论整体水平的一次集体亮相，堪称中国当代文

学评论发展的一个缩影。”

安徽省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方明代表安徽省委宣

传部致辞：“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我省文化建设的重要成

果，也是我省文学评论界的一大盛事。它不仅展示了皖

籍评论家的学术水准，更是对安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重

要的提升。这些评论家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洞

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安徽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编辑朱寒冬

代表主办方致辞：“感谢联合主办方——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感谢安徽省委宣传部，

在项目提出之初就列入了安徽省的“十四五”重点项目

规划；同时也感谢‘皖籍评论八大家’，他们对当代中国

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有着直接推动，甚至引起了中国当

代文学的繁荣兴盛和健康发展。这次安徽评论家的集

体亮相，可以让读者了解到安徽评论界的阵容和魅力，

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代表书系主编致

辞：“出版社的时代担当和文化责任是一直激励我们写

作的力量。作品就像一粒种子，它必得由编辑出版人

的倾心培育，必得有这样丰厚的土壤才能成长，才能长

成大树，而被更多的人看见。而在目前出版业仍需面

对和解决诸多困难之时，这种环境的营造和文化的建

构就更为可贵。”她说，“皖籍是一种称谓，一种提醒，也

是一种标识，我们虽然都离开了故乡，在异地生活，但

故乡又如一根风筝线，始终牵引着我们，让我们记住有

一方水土在我们的文字中流传，感谢文学，正是由于对

文学的热爱，让我们走到一起，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

到相知，我们彼此交谈，文学的认识，人生的向往而沉

浸于此、胶着于此，以至我们之间的情感牵绊和精神了

解，甚至多过我们的至亲。”

活动现场，安徽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

编辑朱寒冬代表安徽出版集团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

副馆长王军赠送了本套丛书。中国评论界专家学者们

对《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8 种）》进行了解读和点

评，本套论丛作者共同畅谈创作背后的故事。

谢冕对八位作者逐一点评，并且表达了对徽文化的

喜爱，“天下之文章，岂在桐城乎。就是天下的文章都是桐

城派的人写成的。天下之文章，岂在徽派乎、岂在皖派

乎。安徽人的细致、温柔、大气构成了一种新的魅力。”

曾镇南说，“当代事，不写史。这是史家约定俗成

的修史规则。虽不写史，但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的当代，

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实录。收在这套丛书里的八位在他

们直面的那个当代文学评论现场写下的评论作品，就

是他们为那一个时段的当代文学发展踪迹写下的实

录，具有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

后代的文学史家派到现在这个当代来的速记员、记录

者、书记官，是非常值得搜集、研究的。皖籍评论家书

系先行为这种研究创设了条件，足见当代出版家卓越

的史识。”

白烨说，“我们在谈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与文学成

就时，往往只谈创作一方面，忽视了评论一方面，其实

每个时段的文学成就和文学成果是评论家跟作家共同

协作、一起完成的。新时代文学十多年来，形成了怎样

的总体格局，又取得哪些主要的成就，取得哪些重要的

经验，以及什么作品值得关注，什么作品获奖，这里头

都有评论家由观察、描述和推介、评论作出的努力与

奉献。今年，对于新时代文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

年，无论是从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回顾新时代文学十年的成就方面来看，这套皖籍

评论家丛书都是理论批评方面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个成

果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评论界十年来砥砺前行的姿态，也

展示了文学批评的风采和文学批评家的自信。”

梁鸿鹰点评时指出，“郜元宝作为评论家涉猎广

泛，研究细致入微，特别注重文本细读，通过对读、反复

读、深入读，进入文本核心，得出真知灼见。善于运用

比较的方法，其文字感性而富于理论支撑，但并没有故

弄玄虚，不追理论时髦，不掉书袋，无考据癖，说真话，

讲真言，引人入胜。”

程光炜点评郜元宝的文风是“善走偏锋、寸铁杀

人”，“他是一个爱用偏锋、寸铁杀人的批评家和学者，

有其长也有其短，但是也是我们安徽人的气质所在。”

陈福民点评王彬彬，“在我个人看来，王彬彬的批

评理念和他的批评实践是远大于文本的，他是具有症

候性的批评家，是有一个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系统和

学术观念，或者说是更笼统的19世纪的学术观念批评

传统的评论家。”

李洱评价了洪治纲的评论，认为“洪治纲与余华的

对话，以及洪治纲对余华长期跟踪式的批评很让人感

动”，同时也提醒我们如何看待批评家与作家的关

系。因为余华是当代杰出作家，余华的写作与这个

时代构成的紧张关系极具代表性，所以洪治纲的余

华研究也可视为对当代文学重要景观的研究，非常

值得重视。洪治纲的研究也表明，这个时代的作家

与批评家处于同样的精神空间，现实给我们造成的

压力和困扰是相同的，我们所遇到的精神难题至少

是相近的。所以批评性写作与文学创作，可以视为对

相同问题的发言和讨论，批评家对作家的认同和否定

其实是对自己的肯定和责难。在复杂多变的语境中，

批评家和作家应该在对话中相互体谅，携起手来共

同拓宽我们的叙事空间。

王国平评价刘大先的文本给他的感受是视野的宽

阔与纵深，包括历史、人文、哲学的视野，特别是生命的

视野，让他的文章实现思辨性和个人情怀的相融。刘

大先就像一个手握多把钥匙的人，或者他拥有一把万

能钥匙，能打开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领域。刘大先的生

肖属马，这也符合他的学术风格，一直向前奔跑，不知

疲倦。他的评论集名叫《蔷薇星火》，可以再加上一句

“骏马奔腾”，两者的结合可能才是完整的。

梁鸿评价刘琼是一个非常富有创造力的批评家，

“她文字非常美，散文写得也非常棒。我读刘琼批评文

章的最大感受，是她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她的内部容

量里面包含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也包含了她对中国

古典艺术的理解，她把它融在文学批评里面，使她内部

批评空间非常大。”

张莉说，早在1991年就读过何向阳的评论文章，

“近20年来，何向阳老师对文学批评有了非常清晰的认

识，她回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倾心并践行于随笔体批评

的写作。作为读者，我们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她作为

作者的性情，何向阳老师的批评有情感、有温度、有态

度，但又润物无声。她的写作是有‘我’的，文字中有诗

人气质和艺术家气质，是和她的写作对象、她的读者在

一起的批评家，因此她的文字读来有共鸣，有共情，深

具文学性。”

谈及杨庆祥，饶翔说二人相识很久，“作为学院派

的批评家，杨庆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批评中强烈

的历史感及理论穿透力和思辨力。而他的历史感是建

立在现实感和当下意识之上的，也是建立在自我意识

之上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季亚娅说，潘凯雄老师四十年来一直深耕文学创

作与出版的现场，具有文学现场组织者的总体性眼光，

更能敏锐体察时代的变化。“今天的势在哪？今天的文

学环境面临怎样的变化？新时代文艺批评生态与20世

纪80年代有何不同？新媒体时代海量信息背后，出版

的本质是什么？潘凯雄的批评写作有别于学院派，既

有来自文学现场、出版现场的最新信息，又有从长时段

出发对时代文学潮流与趋势的总体把握。”

皖籍八大评论家集体亮相
安徽文艺出版社《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8种）》在京首发

10月13日上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安

徽出版集团主办，安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学而

书系·皖籍评论家辑（8种）》新书首发暨专家研

讨会在北京举办。《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8

种）》收录了活跃在国内评论界并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八位皖籍批评家何向阳、刘琼、潘凯雄、郜元

宝、王彬彬、洪治纲、刘大先、杨庆祥的评论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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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8种）》新书首发暨专家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