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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的生存空间

郭 振 兰

(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基础课部 , 长沙 410001)

　　摘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读者对文学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为通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但各界对通俗文学微词颇多 ,一方面通俗文学自身的确存在诸多弊端;另一方面人们看待通

俗文学的眼光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这些都使通俗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甚至有可能被硬性排

斥。如何正确引导通俗文学 ,使之不断完善 、健康发展 ,并不断拓展生存空间 ,满足广大民众的需

求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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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当代文学 ,不少业内人士忧心忡忡。1998

年 , 《昆仑》 、《小说》 、《漓江》等大型文学期刊相继停

刊 , 1999年初 , 《北京文学》 、《上海文学》 、《小说家》

等一系列文学刊物为了生存 ,纷纷开始大量削减小

说等纯文学作品的比重 ,增加新闻类 、纪实类作品的

份量 ,以求扩大发行量。与之相反 ,以大众文化为基

础的通俗文学却显得异常火爆 ,从琼瑶热到金庸热 ,

从小女人作品到地摊文学 ,一浪高过一浪 ,不但以文

字形式出现 ,还在影视传媒中大展拳脚。有些本属

纯文学的作品 ,经影视一戏说 ,也成了通俗文学的模

样 ,难怪有人惊呼“救救文学” 。

当然 ,这里要救的是高雅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 。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的纯文学与俗文学之争 、王朔与

金庸之争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救纯文学。总的

来看 ,通俗文学虽然火爆 ,但不少人认为它是田间里

的杂草 ,历来贬多褒少 ,更有甚者 ,有人将纯文学的

被冷落归罪于俗文学的猖獗。现实为通俗文学的发

展提供了沃野 ,但也使通俗文学陷入到处挨批的困

境中。那么 ,通俗文学有没有生存的可能 ?如何拓

展生存空间 ?笔者就此读一些粗浅的看法 。

一

通俗文学亦称大众文学 、流行文学 ,它是以大众

文化 、流行文化 、娱乐文化等为基础的文学 。

通俗文学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 ,只是我们以前

对它不重视 ,没有充分了解它而已。比如诗 ,现在可

谓是雅中之雅 ,正宗的纯文学 ,但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是用来吟唱的 ,特别是其中的重头戏《国风》 ,

都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歌谣 ,还不够大众化吗 ?是名

副其实的大众文学 。有感而发 ,因需而作 ,大众的需

要产生了文学 ,并推动文学发展。小说的发展也体

现了这一点。宋元话本的兴起 ,标志着中国小说向

平民化转型 ,平民心态 、市井习俗纳入小说形象之

中 ,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以想象为主 、虚构情

节的写作方式 。白话小说的诞生 ,使民国初年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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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流行一时。大众的需要使通俗小说从内容到形

式都有了质的飞跃 ,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

在当今社会 ,通俗文学更是如鱼得水 ,发展的势

头更为强劲 。有人不禁要问:通俗文学没有得到过

提倡 ,反而是批评意见居多 ,为什么还能如此流行

呢? 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商品经济的发

展 ,为通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可能;二是读者需求的

多样化 ,特别是娱乐休闲成为时尚 ,为通俗文学提供

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也是由生产 、流通和

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 。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最终都

取决于消费一样 ,文学能否流行 、能否发展 ,也取决

于读者的阅读需求。从文学发展的过程看 ,经历了

一个作家 、作品 、读者更替的过程。先以作家为中

心 ,后以作品为中心 , 最终发展到以读者为中心 。

1998年底 ,中国当代文坛十几位知名作家经港赴台

访问 ,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一个交流会 ,到场者寥

寥 ,有作家不平地发议论:就凭我们这些人 ,在大陆

的话 ,十倍的人都来了。这个现象说明一个问题 ,香

港经济发达 ,商品化程度高 ,人们的消费心理相当成

熟 ,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当

然不会因为作家的地位而疯狂 ,而我们的作家还未

意识到这一点 ,还沉缅在以作家为中心的光环中 。

在计划经济时代 ,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 ,作家高人一

等 ,胜券在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买方市场占主

导地位 ,买不买帐 ,要读者说了算 ,不考虑购买者多

样化的需求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 ,大多数作家早已

感觉到了来自读者的压力 。梁实秋一贯认为文学是

少数人的事情 ,但他也不能不承认:民众虽不能估定

作品的价值 ,但却能规定文学作品的市价。一个作

家可以有独立的艺术追求 ,可以在作品中尽情地倾

吐个人的心声 ,但如果他要考虑作品的生命力或要

以写作为生 ,就不能不顾及生产与流通的关系 ,不能

不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 ,就要想方设法在艺术和读

者之间寻找一条通道 ,正如罗贝尔·埃斯皮卡所说的

那样:广大的读者 ,他们虽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给作家 ,但正是在他们中间 ,作家的作品通过阅读 ,

而得以流传出来 。

80年代 ,各种通俗小说 、通俗电视连续剧从港

台 、国外大量引进 ,到 90年代 ,文学作品更加商业

化 。有人终于忍无可忍 ,开始对通俗文学说“不”。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读者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文学

的作用也是多角度的 ,既有启蒙教育功能 ,也有审美

娱乐功能 ,我们不应该用文学的教育认识功能来否

定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 ,正像不能用评价鲁迅的标

准来批评琼瑶一样 。读者的需求为通俗文学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通俗文学

会更加活跃 、繁荣 。

二

长期以来 ,对通俗文学微词颇多 ,西方有些理论

家把它看成是精神的海洛因 ,我国一些批评家则直

言:通俗文学作品是写给底层百姓看了消遣的 ,根本

不能登大雅之堂 ,不能进入文 学界的主流。为什么

对通俗文学总是贬多褒少? 这的确不是空穴来风 ,

通俗文学本身存在诸多弊端 ,有待改进。另外 ,由于

对通俗文学缺乏深人细致的研究 ,在评价通俗文学

时 ,往往用雅文学的眼光 、纯文学的观念。如果以纯

文学的标准去衡量通俗文学 ,就只能得出通俗文学

应该消亡的结论 ,这对通俗文学是不公平的;如果不

消除通俗文学的负面影响 ,不能克服通俗文学本身

的毛病 ,通俗文学即使出现短暂的繁荣 ,但同样没有

生存空间 ,最终会被人为的力量赶出文学的舞台 。

通俗文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市场商品流通规律的盲从 ,容易导致文学

品格的失落 。

通俗小说以读者的消费需求来营构自己的文学

思维 ,来满足一般读者寻求精神刺激和艺术消遣的

心理需求 ,导致作家忽视对社会 、人生 、人性的深广

透视和体验 ,忽视对民族的历史反思以及对时代对

未来的审美把握 ,只追求审美的瞬间轰动效应 ,忽略

了文化的积累 ,使作品成为高兴时的游戏 ,失意时的

消遣 ,只能以闲书或娱乐品的面貌出现 。“玩文学”

的审美倾向显露 ,一味迎合市民读者的阅读情趣 ,对

文学抱着游戏的态度 ,内容多拘泥于狭窄的生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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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沉浸在小市民阶层的情感中 ,有些作品滑向了两

性的自然主义描写 ,感官刺激取代了理性思考 。

2.标准化的创作扼杀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

个性 。

通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创意工业” ,

有了创意 ,便能转化为工业生产 ,这与我们通常理解

的创作是有很大区别的 。创意工业作为一种工业 ,

它本身具有自己的一套规律和模式 ,因此 ,通俗文学

的面孔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多是才子佳人 、爱情

暴力 ,很难看到有个性的作品 。

3.内容具有虚伪性 ,形象缺乏立体感 。

通俗文学要满足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幻想

需求 ,本身就有很强的欺骗性 。如爱情问题 ,将实际

存在的阶层 、阶级之间的差别淡化了 ,使之成为在人

间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纯爱 。在作品的引导下 ,受众

完全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这是通俗文学的一个

大问题 。通俗文学常以故事的传奇来强化 、延续大

众的审美期待心理 ,不少作品人物性格 、心理的描写

贫乏 ,造成人物缺乏个性 ,形象缺乏立体感。

4.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 ,使大众的趣味趋向

单调平庸 。

通俗文学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 ,

在这种快餐式的消费模式下 ,消费者的人格出现偏

差 ,普遍的心态是 ,作品不一定非要蕴含深刻的思

想 ,只要够吸引力 、搏人开怀便可。而这种人格的片

面化 ,使大众的审美趣味难以提高 。

通俗文学如果不主动出击革除弊端 ,提高档次 ,

虽然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出现了暂时的繁荣 ,但很

难持久 ,更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发展 ,再加上传统观念

中允许高雅文学存在 ,不允许通洛文学存在 ,通俗文

学能否有生存空间将是一个未知数 。通俗文学要想

生存并健康发展 ,就要积极努力寻求发展的途径。

三

就目前的状况看 ,要想把商业化的因素和趋向

彻底消灭 , 制造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学空间和样式 ,

恐怕只能是幻想。如何缩小通俗文学的负面影响 ,

提高其层次和品位 ,扩大正面效应 ,应该是当代文学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虽然不能按照传统的观

念要求通俗文学承担许多人文精神的重负 ,使它失

去在大众中得以生存流行的基本条件和特征 ,但通

过恰当的引导 、互补 ,通俗文学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公正地说 ,通俗文学并非一无是处 ,关键还在于

它向受众提供了什么 。一些以娱乐为主的通俗作

品 ,如果以社会生活为内容 ,而不是一味地戏说 、胡

说 ,肯定不会招来那么多非议;如果把对社会生活性

质的深刻认识作为创作的动力 ,即使有时采取夸张

的手法 ,受众也总能发现与真实社会之间的隐喻关

系 ,从而获得欣赏享受 。

如何引导通俗文学健康发展 ,是一个值得不断

深入研究 、探讨的问题 。我国处在由工业经济向知

识经济转型的时代 ,新形势要有新观念 ,对通俗文学

的看法不能总用老眼光 。

首先 ,要认清新形势下文学发展的趋势。随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出现许多

新的变化 ,更加注重精神交流与文化品位 ,休闲娱乐

与工作的比重逐步调整 。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不会降

低 ,反而会不断提高 ,文学的教育认识功能和审美娱

乐功能都会有充分发挥的空间 ,品味和趣味并重。

这样的文学 ,必然是美的形式与美的内容的统一 ,是

通俗与高雅 、娱乐与陶治的交融 ,是高雅文学和通俗

文学的互补。现代的文学概念 ,往往把通俗文学排

斥在外 ,即使把它包含在内 ,也是用严肃文学的标准

去衡量它 ,视之为不好的文学 ,这样的文学的标准太

单一 ,这样的文学概念太狭窄 ,根本无法跟上社会的

发展 ,无法适应现代大众多样化的需求。

其次 ,要重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 ,有效引导通俗

文学的发展。与通俗文学发展的强劲势头相比 ,我

们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显得那么孱弱 ,几乎无法把握

通俗文学发展的脉搏 ,在多数情况下 ,只是隔靴搔痒

地对通俗文学吼几句 ,既没有全面透彻地分析作品 ,

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评价理论。具体而言 ,我们对通

俗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难以从理念上对通俗

文学进行分析和评论 ,只停留在“好”还是“坏” 、“要”

还是“不要”的简单争论上 ,缺乏很到位的评论;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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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实践方面 ,介入具体的通俗文学的评论力量弱 ,批

评界对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的势头表现是较为被动

的 、迟缓的 ,所依据的理论 、所关注的问题很难与现

实潮流发生共鸣 ,谈不上有效引导;批评界与通俗文

学创作者的联系少之又少 ,不利于双方交流 、共同提

高。通俗文学要提高层次和水平 ,离不开批评界的

批评 、引导和合作 ,而目前文艺批评界备受冷落 ,也

与不重视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研究有关 。

第三 ,通过提高写作者的素质来实现通俗文学

的品味提升 。通俗文学以通俗性 、娱乐性为其审美

特征 ,虽能产生大众化的消费效应 ,但同时也因消遣

性而仅具一次性的阅读价值 ,文学形象因缺乏美感

和深度而趋于速朽。孙犁曾考察通俗小说速朽的原

因 ,提出两条:一是作者学识浅薄 ,文学修养不足;二

是文学观念上的急功近利 ,导致作家常常降低文品

去迎合某些趣味。文学和审美品格及文化价值来自

作家对生活和社会的艺术发现 ,为谋求文学的商品

化而趋俗 、媚俗是不可取的 ,我们虽不能要求通俗文

学承担许多人文精神的重负 ,但作品的品味还是要

保持的 ,否则就难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 ,应强化作

家对生活的审美感知力 ,作家通过对商业社会的审

度 ,对社会群体情感 、意志及文化心态的透视 ,发现

隐藏在生活现象背后的东西 ,由此启迪大众对现代

商品社会的思考 ,在嬉笑怒骂之后有一些感悟 ,而不

是仅仅沉缅于消遣和自娱的审美满足 。

总之 ,通俗文学在讲究通俗的同时不断地提高

品味 ,才能有充足 、持久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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