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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批评观

一直以来，我总是羡慕那些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朝

着目的地乘风破浪的人。我不是这样的。在人生的长河

里行走，战战兢兢，踉踉跄跄。那些迷茫的、稚真的、

灵性的思想在混沌中却常常指引着我，顺着书山学海的

人文传统随波逐流，用金理师兄的话说就是“身处水中

感受水”，被浸染，然后又欢欣起来。这种“共情共鸣

共生”的B,-J亥A常发生在文学批评的途中，阅读与书写的

过程愉快又难熬，千帆过尽后却令人满足。后知后觉，

文学批评就真的成为了我的志业。

时代永远由偶然与必然交错而成，无常即是日常。

无论是作家还是文学研究者，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

人类的能量是个变数，既无穷大又无能为力，很是复杂。

我们软弱又坚强，自私又慷慨，人生的厚度就体现在层

层叠叠、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我们也许不能简单地黑

白立判，决定生死，但文学作品的动人之处不就在于书

写人类的复杂性么?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感知时代的

方式，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往往擅于把简单的事体弄复杂，

以自己的生存方式、思考问题的方法、工作实践的路径，

来体会和见证着历史，这带着自己生命体验的多重声部，

构成整个时代丰富多元的文化精神体。

文学作品成为时代不同侧面的写照，文学批评家的

永恒职责就在于融入个人体温与生命经验，真诚地与文

本内外连接，在理解的缝隙中寻找无法自圆其说的缺憾

和历史生活不得不然的规律，与作家一同探寻理想中最

完美的艺术可能性。

多年前，一次fEN作业后，导师思和先生邮件回复

了一段话，在此引以自勉与期许：

我想评论文章写得好就是要把自己写进去，要借助

作品而谈你自己的生活体验。你是懂了这个道理。慢慢

地多写写，多感受生活，读书也是为了更好启发你对生

活的感受，激发你原先的生活积累。

坚持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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