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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与高峰文学作品
◇张清民

如何破解文学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

‘高峰’”这一理论难题？笔者认为这一难题的解决

取决于作家能否站在时代的精神前沿、精准理解和

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

一、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时代精神”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所需

要的“时代精神”呢？笔者认为，“时代精神”在内涵

上具有四个逻辑维度。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时代”。“时代”是人

在时空存在中的时间维度。从时间维度考量，时代

变迁会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貌。不过，“时代精神”

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示时间量度的概

念，而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其实际内涵包含时

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两种成分。这样说的理由在

于：单纯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对文学发展造成什么特

别的影响，影响文学变化的因素是时间序列（“时”

“代”）中的“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趋势。所

以“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仅仅指某个“历史年

代”“历史时段”这类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内蕴着社

会生活状况（世情）的时空一体概念。“时代”概念的

空间化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

力水平的语词合用，用以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

状况，比如“农耕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

代”“全球化时代”这类概念。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二是“精神”。“精神”是人

在时空存在中的意识维度。在社会生活中，“精神”

是指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风貌，“时代

精神”因而是指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状况、世

道人心，诸如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人性中的

善恶美丑状况等等。“精神”之维在文学创作中至关

重要，因为文学活动最不能够承受的就是生命活动

中的“轻”——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自然生存状态。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三是“世界精神”。“世界精

神”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DerWeltgeist），

而是现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亦即以“自

由”“民主”“公平”“法制”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这

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精

神。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理念都是以“自

由”“民主”“公平”“法制”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学活

动不能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精神”。

如果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从辩证逻辑的角度

考量，“时代精神”内涵中还应该包含“人文精神”及

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时代精神”中的

时间之维固然决定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但万物在

常变中也会有不变，比如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以

及对人文关怀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以人的价值与

尊严为目标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不变的追

求。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而言，“时代精神”只有

在它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诉求之

时，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因此

这一概念必须内在地包含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

史要求。

二、高峰作品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之所以强调“时代精神”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

是因为时代精神与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

治、经济结构及精神水准相对应。文学作品所表达

或隐含的“时代精神”就是作家对其所属时代的物质

及精神生存状态所做的艺术化的叙事，是该时代国

家经济、政治境况及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集体意

识的投影。文学作品所透视的时代精神的深度决定

着文学作品在认识层面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精神

高度，在这种意义上，作家要创作出高峰文学作品，

就必须对“时代精神”具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较高程

度的把握。然而，就当下的社会语境而言，什么样的

58



河南社科文摘 22018

文 学 WENXUE

“时代精神”才是符合生产高峰作品所需的社会精神呢？

（一）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面向政治、不忘初

心的人民精神

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作家的社会价值认

同，包括社会政治认同。在“政治”一词的理解上，这

里必须加以特别说明。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传统

中，文人们常常把“政治”理解为“权力政治”或“权力

者的政治”，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他们在创作时

只会揣摩权力者的意图、图解统治者的有关政策。

这种情况下的文学创作违背创作的基本规律，其作

品要么沦为阿谀奉承性的颂圣之作，要么成为给统

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进行鼓吹的宣传品——高峰

性质的文学作品当然与此类作品无缘。新中国政

治不同于旧时代政治的地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各级政府不是以统治人民而是以服务人民为

目标。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

目标就是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他们满意的日子，

让人民实现最低限度的“中国梦”，这是目前中国

最大的政治。

对于作家来说，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表现社会现

实以及人民群众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就是文学最大的

政治目标。事实上，坚持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是

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文

艺问题上不变的宗旨。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人民

立场”“人民文学”的宗旨一直没变，因为“人民立场

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此，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并

要求作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

映好人民心声”。作家要坚持“人民文学”的导向，就

必须在心里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疾苦，不能让“人

民”成为一个空无所指的政治符号，不能行事与人民

的利益相抵触，却又在口头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

旗号，并且仅仅是以“人民”的名义。

（二）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直面人生的现实

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精髓是“写实”。“写实”

就是要直面充满了矛盾、差异乃至对立的社会现实，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从

目前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许多文学作品脱离实际，

胡编乱造，人民群众不爱看。要解决这一尴尬境况，

作家在创作时就必须面对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对生

活中的光明面要热情讴歌，对生活中的矛盾、缺陷、

错误、丑恶也要表现——遮蔽与回避生活中的假、

恶、丑并不等于假、恶、丑不存在，更不意味着矛盾和

问题会自动消失。矛盾和问题的表现尺度大一些并

无大碍，揭开矛盾和问题的盖子反倒有利于矛盾和

问题的解决；不敢正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问

题，出了事一味捂着、盖着，只能使矛盾越积越大、问

题越积越严重。高峰作品一定是敢于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的作品，也就是敢于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和问

题的作品，一定是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的作

品。

（三）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无私无畏的批判

精神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之一，批评和

自我批评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学研究中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在这种传统中提

出的。实际上，通过文学对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化地

批评，本是社会自我改进、自我增进活力的一种途

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执政过程

中有问题决不怕批评，更不怕文学方面的批评。从

历史上看，如果文学领域只有歌颂和遮蔽，高峰作品

就永远无从产生。歌颂和遮蔽多、批评和揭露少是

这些年文坛有高原少高峰的重要原因。为创作松

绑，减少人为的桎梏和禁区，已成为创作高峰文学作

品之所需。

目前的中国由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及

产业的换代升级，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

还相当严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才说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正是看到了社

会所存在的问题之严重性，习近平同志才要求“文艺

工作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敢于

“说真话”。从逻辑上说，如果文学作品不敢触及尖

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那就证明“文运同国运”

“文脉同国脉”没有“相牵”“相连”，证明作家是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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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

社会矛盾，则作家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假话；在废

话和假话充斥的文学作品中不可能产生高峰文学作

品。想创作出高峰作品的作家，必须知道人民群众

爱什么、恨什么、喜什么、忧什么。从文学鉴赏和文

学批评的角度说，文学表现的对象越是复杂、越是接

近真实的人性，则其对象的审美张力就越大，文学阐

释的理论空间也就越广，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就越加

耐人咀嚼，如此才有希望走向艺术创作的高峰。

不能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只包含“光明面”或

“光明面”占压倒因素的社会精神，因为人类社会的

发展不仅仅是光明和前进，有时假、恶、丑的东西可

能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并甚嚣尘上。“时代精神”是各

种矛盾的聚合体，不同矛盾对象间的对立、对抗和斗

争，时代的卑微和猥琐、沉沦与堕落等，都应该在文

学作品中得到艺术化地表现。

（四）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国家的主流社会

精神

从话语层面考量，任何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都

必然是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镜像，作家在表

现“时代精神”时，不管他本人自觉还是不自觉，其作

品都必然会打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在某种

意义上，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主流

社会精神，也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下中国

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构成

了中国的主流社会精神，从而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

精神”。这一情形要求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

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

任务”，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

社会理念熔铸到作品的内容中去。

三、作家应当怎样去创作高峰作品

中华民族若要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就必须有

足够的软实力，比如在文学领域多多产出一些震撼

人心的精品之作——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作

家若能把握时代机遇、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与

共，传神写照时代精神，则其作品必能开一代风气、

收振聋发聩之功效，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晴雨表。

作家在写作时如果无视时代的精神状况，则其作品

无论如何精雕细琢，也必流入浅斟低唱之列，难以有

大格局、大气象。

作家怎样做才能够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

呢？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作家

的主体性状况，因为作家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

精神”是他本人所理解、所认识的“时代精神”，他怎

样理解、怎样表现完全取决于他的思维深度和认识

水平，因此每部具体的作品中所透露或展现的“时代

精神”都是作家主观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极端而言，

每个作家所理解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都是他自己

的精神。作家能否精准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

取决于他是否具有下述几种意识。

（一）鲜明的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内含有两个维度：时间之维的当下

性，现实之维的切身性。切身性是指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性，也就是作家个人所体验、理解了的民众的

切身性。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就是指文学创作

应当面向自己时代人民的生存现实，积极关注现实

生活、社会问题、大众愿望，面向国家建设和民族发

展需要的现实。

在时间维度上，作家的“时代意识”绝不可局限

于“当下”性的理解、认知，他必须放眼未来，拥有常

人所不具备的超前意识，因为文学是“镜”更是

“灯”——烛照国家和民族前行的明灯，它不仅要“反

映”“再现”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要“预言”“表现”未来

的社会生活。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看，优秀的作家

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在看护自己时

代的同时又常常超出自己的时代，成为未来社会的

预言者。

（二）敏锐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

目标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她以

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让人民对

执政党满意，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在此意义

上，“政治意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可程

度、满意程度的意识。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反映了这

一意识，“时代精神”的现实之维才能得到凸显，文学

作品的思想价值、从而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等才

算得到了实现。换言之，“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

党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意识，而不是“权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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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作家必须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作为艺术品写给

艺术接受意义上的读者看的，而不是写给相关的权

力者看的。作家如果只是两眼向上，那么他的作品

一定没有长远的生命力，因为在艺术接受的意义上，

就是职业的审查者也不会喜欢充满宣传语调的作

品。

文学表现政治，不等于在作品中进行赤裸裸的

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

明地反对“席勒化”——文学作品的说教化，反对把

文学作品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当下的中国作家

必须摆脱以文学为宣传和舆论工具的战争年代的思

维模式，在认识和表达方面加以思维转型。

退一步说，即使利用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宣传，也

要讲究宣传的策略和方式。提升艺术水平，把文学

作品打造成艺术品牌、走出国门是宣传；把政治意图

或宣传意图隐藏在叙事或形象之中、寓教于乐也是

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虽然是指文学作品可

以传达思想（道），但那思想是融化在艺术叙事中的

精神理念而不是直白说教的逻辑概念；即便文学作

品所载之“道”关乎政治，那也只能是理念层的政治

而不是政策层的政治。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说，不宣

而宣，是为上等之宣、高级之宣。例如，《亮剑》《历史

的天空》等优秀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刻意进行政治宣

传，但比起那些刻意宣传政治的作品，其社会效果要

好上百倍、千倍。

（三）强烈的批判意识

“文学批判”是指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中的假、

恶、丑的对象进行艺术化地鞭挞。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为，世界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存在，真、善、美与

假、恶、丑的东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

文艺家的社会使命就是对社会生活中一切与人民为

敌的丑恶对象开展批判和斗争，作家回避假、恶、丑

的对象等于助纣为虐，最终也同他人一样要共同承

担这问题的恶果。从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鲁

迅所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如奴性、冷漠、麻木、暴戾等

仍然有不小的市场，近些年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范

等问题十分严重，然而，在文坛上很少看到作家对这

类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许多作家在创作时逃避现

实，回避假、恶、丑，报喜不报忧。这种思维状况既是

明哲保身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因袭，也是“隐恶扬善”

的道德理想主义之果。道德理想主义的恶果就是历

史虚无主义：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符，人物形象

又拔得太高不近人情，结果谁也不想看，谁也不相

信。

（四）崭新的世界意识

“世界意识”也可以表述为“全球意识”或“国际

意识”。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文化趋向类同化的

今天，由信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

流、互渗、融合的趋势有增无减，国际环境以及中国

的社情、国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旧有的文化观

念进行文学创作常常会陷入方枘圆凿、龃龉难入的

尴尬情形，无法在精神上引领人民的行动。在此情

况下，作家应当有“世界大历史”的观念，在思维上超

出传统的家国情怀，胸怀“世界”而不是胸怀“家国”，

在视野、格局、境界上超出前代作家，怀抱“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在全球化

时代，胸怀个人乃至胸怀“家国”的作家，其作品所呈

现的“时代精神”在格局上必然是“小时代”；胸怀世

界、胸怀天下，作家才能突破经验局限，在精神格局

上呈现为全球环境下的“大时代”。高峰作品必然是

书写“大时代”的作品，“大时代”之大不仅指作品在

精神、思想上大气包举、震撼人心，也指作品所表现

的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时代精神”之大——不专属

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

（五）多元的包容意识

世界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混合体，因而

不存在黑白分明的“时代精神”，更不存在单一维度

的“时代精神”。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并不都是正剧或

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丑剧，有时是闹剧。所以，

文学创作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假、恶、丑的对象，因为

掩盖矛盾和问题不等于矛盾和问题不存在；把矛盾

和问题的盖子掀起来，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

会的进步。即以当前思想界的状况而言，“左”“中”

“右”各种思想互相激荡，其中“左”“右”两派思想尖

锐对立、势同水火，但从实质来看，双方的理论目标

殊途同归：分歧双方的思考均因对现实中存在的问

题不满，都希望社会发展和进步，并没有一派希望中

国变乱、变坏。就此而言，作家在描述这种现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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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不同立场持多元观念和包容态度——深刻的

思想和认识往往来自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激烈矛盾

和冲突，平静如水的生活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

从世界文学史的情况来看，越是矛盾和问题多的时

代越容易出现高峰作品，各国文学史上都不乏此种

例证。多元理念与包容意识源自人内心的强大和自

信，目前中国在世界上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在逐步

提升，作家在社会观念、社会立场等方面的观察上没

有理由不自信。

（六）形上的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就是超越日常功利需求、追求人类共

同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哲学意识。超越意识就是作家

在创作目标上的“广度”“深度”“厚度”意识，因为它

超越了经验因素的局限，跨越时代和种族，是终极意

义上人人都得面临的生命意识，所以能够获得人类

普遍的心理共鸣。之所以强调文学作品的超越意

识，因为文学属于审美文化的类型，是一个国家软实

力的重要标志，文学作品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高度

与深度的精神窗口，文学名作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

在世界文化领域里的精神名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

但能给人们带来审美和娱乐，还能在人格教育、境界

提升、文明陶冶、意义建构等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也是人们说“文学是人学”的主要原因。只有

多多产出建立在超越意识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能

在文化的意义上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提升中国文

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文化内需来说，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较

大规模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品位和

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习近平同志才要求作家

“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静下心来、精益

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就文

化外推而言，“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倡议目标的实现，

其根基是为相关国家的民众提供具有较高审美品位

的文学精品，在美的形象与叙事当中给人们提供艺

术层面的道德、伦理、意义、信仰、理想等人类共同价

值的精神养料，从而使“时代精神”获得超时代的思

想深度、精神厚度和意义广度。

作家在具备上述意识以后，能否精准把握时代

精神、创作出具有上乘水平的高峰文学作品，也不是

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艺术

工程。要创作出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作家就必须

具备比普通作家更多的付出、更强的能力、更大的胆

略、更高的见识、更深的功力。当然，仅有主观因素

还不够，再高明的创作者也需要创作上的客观条件，

比如宽松、自由的思想、政治环境等。从历史上看，

有时候这类客观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要远远超过

作家创作时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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