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绍俊
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副会长，沈阳
师范大学中国文
化与文学研究所
教授

贺仲明
暨南大学中文系
教授，《粤港澳大
湾区文学评论》杂
志主编

钟晓毅
广东省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教授

陈培浩
福建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

张闳
同济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

刘复生
海南大学人文学
院院长，海南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

伍方斐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中文学院教授

王尧
江苏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苏州大
学讲席教授

于爱成
广东省作家协会
文学评论委员会
副主任，深圳市作
协暨评协副主席

马季
中国作家协会网
络文学研究院研
究员

元
气
生
动

刘大先《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
…………………………………………… 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5月

孙绍振《出口成诗的民族：中国古典诗歌微观艺术解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4月

吴子林《“毕达哥拉斯文体”：述学文体的革新与创造》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巫鸿《豹迹：与记忆有关》…………………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6月

孟繁华《散文的气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

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黄子平《文学的意思》…………………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

黄鸣奋《人工智能与网络文艺》………………宁波出版社2022年7月

谢有顺《散文中的心事》………………海峡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

程德培《要对夜晚充满激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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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敬业的批评态度
这是批评家程德培对7位“70后”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集。尽管程德培已年过

古稀，但依然洋溢着优秀文学批评家的真诚和激情，作品解剖细致、准确、犀利，文
笔具有强烈的主体和情感色彩，而出发点则是对文学坚定的维护和推进。

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文章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作者高度敬业的批评态度，作品阅读
全面充分，言之有据，学风严谨，足以为年轻批评者之楷模。即使你不完全赞同文章
的批评观点，但依然会为其批评品格所折服——这就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的魅力。

点评：贺仲明

1 在重释“当代”基础上重思“文学”

《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立足晚近四十年中国当代文
化嬗变的现场，激扬文字，观澜理水，以文学作为方法，从材料萃取
概念，用现象勾连问题，沟通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在重释“当代”的基
础上重思“文学”，搭建了一个总体性的认识框架。

作者注重语境与文本的互动实践，梳理文学史脉络时大刀阔
斧，厘析核心观念时细致入微，细读阐释文本时又饱含体贴与共情，
充满着对时代的洞察力与思想的穿透力，这一切让本书既有批评的
生动元气，也有学术的思辨力量。 点评：王尧

行文雅驯，说理透彻，融通古今

刘大先

《贞下起元:
当代、文学及

其话语》

孙绍振

《出口成诗的民
族：中国古典诗歌
微观艺术解密》

以随笔形式对古典诗歌进行现代解读。质疑读者中心论，
强调经典文本的无限性，认为阅读经典就是要与一切狭隘的经
验和现成的理论搏斗，为进入文本扫清道路，从而逼近诗人之
匠心，才能真正读懂经典诗歌的艺术奥秘。

孙绍振以其深厚的学养为我们提供了对诗歌经典进行审
美解读的最佳方法，全书行文雅驯，说理透彻，融通古今，诚如
作者所言，这是一种“把最高的智慧放到经典的祭坛上去燃烧”
的“向上攀登”的阅读。 点评：贺绍俊

2

3
吴子林

《“毕达哥拉斯文
体”：述学文体的
革新与创造》

为当下美学症候把脉下药
这是一部借助“述学文体”为当下理论文体的美学症候把脉下药的

创辟之作。它试图重新发现文体的生命律动，在文脉与血脉之间，重建
文本与人本、理论与生命、思想与美学的血肉联系。

立足母语丰沛的肌理与气韵，兼顾东西方异彩纷呈的语言经验与
述学方式，以“毕达哥拉斯文体”命名的这剂良药偏方，通过“文脉”的追
溯探寻理论文体“有灵”的个性表达，通过“血脉”的接续拓展理论文体

“有根”的美学呈现。而“重写中文”和“重建汉语思想的文体”，是它一
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点评：伍方斐

巫鸿

《豹迹：与记
忆有关》

4为“记忆写作”提供全新范式
巫鸿先生的《豹迹》是一部个人记忆的散文集。作者以凝练流畅的笔

触勾画生命中逝去的影子，通过对艺术、书籍与故人追忆与想象，勾勒出
记忆中的形象、线条与色彩，在时间的致密丛林里，时时浮现出经验隐豹
的生命踪迹。

该书贯通了学术与文学写作，既是一位学者的学术思考，又是一位知
识分子的生命见证。它以一种自由而开放的书写方式，重构了过去的经
验，也激发对未来的想象，为“记忆写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

点评：张闳

孟繁华

《散文的气质》

5
高质与气质兼备

这是有关当代散文创作的一部评论合集，评述了十八位中国当代名家
的作品，囊括了谢冕、王充闾、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李敬泽等活跃在当
下国内文坛诸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以扎实的学术基础，广博的知识储备，
精准的专业眼光和敏锐的文体意识，对他们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独具慧眼的
述评。作者的评价是建立在当下评论写作的高端坐标系上的，全面贯彻了
他对评论写作的智识：文学批评有义务识别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有
义务对他们在精神领域的持久叩问，在新的时代做出的文学贡献给予彰显
和支持，这也是维护文学最后尊严的必须。

正因如此，《散文的气质》才显得高质与气质兼备，于作者，又是一次精
神还乡，于读者，则是带来一种新颖的阅读体验。 点评：钟晓毅

洪子诚

《当代文学中
的世界文学》

6史料严谨，问题意识尖锐
充满在场感地、清晰地呈现了世界文学是如何内嵌于“当代文学”之中

的。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受到苏东文艺的深刻塑造，并经由苏
联接通了欧洲文化传统。著作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深入国际社会主义文
艺运动的肌理，呈现了作为具体历史实践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文化逻辑。

洪子诚正面讲述了当代文艺在自我挣扎中陷入困境的近乎宿命般的过
程，又从反面以虚笔勾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理想目标和本应有的样貌。著作
史料严谨，问题意识尖锐，发人深省，对当下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点评：刘复生

黄子平

《文学的意思》

7 从“意思”的涌现中捕捉理性的“意义”
《文学的意思》包含62篇随笔作品，共分文学的意思、边缘阅读、害怕写作

等三辑，这些文字写于不同年代，文体驳杂，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好玩有趣，追
求并体现写作的自由和阅读的自由。

黄子平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感性文本，从“意思”的涌现中捕捉理性的“意
义”，亦即由文学的“半透明”符号系统进入理论的“透明系统”。在作者轻松自
由的思考和巧妙抵达的写作策略之下，启蒙主义的灵魂借由文学深入繁芜的世
界，呼唤人类生命深处共同的古老记忆，直面共同的困境和前景。

点评：于爱成

黄鸣奋

《人工智能与
网络文艺》

8技术与艺术相结合
这是深入探讨新媒体技术在文艺领域应用的重要著作。作者全面解析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网络文艺创作、传播和消费方式，阐述这种变革对文艺主
体、文艺作品和文艺市场的影响，展示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丰富可能性。

书中的观点新颖独特，论述严谨深入，对研究网络文艺和人工智能交
叉领域的学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可以帮助对人工智能和网络文艺
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上述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点评：马季

9
谢有顺

《散文中的心事》

援心学资源治现当代文学
“心事”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以心观物，文归于心，是谢有顺援

传统心学思想资源以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结果。散文作为一种随性的文
体，有什么样的心性，便有什么样的文章。重申“心事”的重要性，就是在科
学化话语日益强势的背景下，强调文学须立于心、及于心并归于心。强调人
格和人心之于文章的价值，于当代散文颇有启示存焉。 点评：陈培浩

程德培

《要对夜晚
充满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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