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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一本诗集让赤峰的冬天不再料峭寒冷。
这本诗集是八姊合著、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遇见》。

真正的精致，是内心的丰盈。《遇见》像一幅画，或者
花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精致、素雅的世界。在这个或
晶莹或斑斓或水光潋滟的世界里，八姊八仙过海，八音
迭奏，呈八斗之才，传八荒之外。她们抖擞精神，不让须
眉，千帆竞秀，百舸争流，千般旖旎，万般柔情，把情致、
学识、审美，倾注笔端，构建了一个诗情画意的天涯，抑
或，人间灯火的咫尺。由此，不由让人诌诗一首：不屑闹
市竞艳色，乐在幽谷着素妆。虚名任凭随风去，只吐清
香作诗行。

文学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文学却有力量反映多彩的生
活。假如对生命和生活没有足够的敏感与激情，缺乏足够
的洞明或勇气和担当，那么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在强
大的生活面前有些弱不禁风。因此，各种文学的体裁中，
诗歌是最能于瞬间击中人心的闪电。因了诗人的胸怀、睿
智，以及对诗歌技巧恰如其分的运用，其优秀的作品所能
旋起的风暴、留下的余波，会让对真、善、美敏感的每一位
读者久久不能忘怀！

无疑，《遇见》就让我们遇见了这样的好作品。
诗言志，诗歌是抒发情感、以情感人的载体。因此，判

断诗歌的优劣与成败，反观其诗作的情感、情愫、情怀是否
饱满、充沛与真挚，是一个直接的切口或标准。这方面，
《遇见》的作者业已深谙其道。譬如，第五辑鹰的《回望故
乡》：我翻阅到敖鲁古雅/河水从里面来回流过/就这样，我
站在远方眺望/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走过的山林/鹿铃声穿
过岁月最敏感的角落/思念依然任性，疯长。其间，不仅有
浓烈如酒的情思，还有汩汩流淌的乡愁。而她的《冬天之
前》，依然有着对故乡、土地、山林的耿耿眷恋。同样，第六
辑丝雨也把自己对生活或童年、友情的钟爱，化作一粒粒
馨香的子实，在诗歌的土壤，绽放与丰饶。如组诗《写在深
冬的诗》里的《落雪》：我一直相信/每一朵雪花都是过去的
日子/落入凡间和我重逢/于是，我把一些梅花认作青梅/
一些梅花认作竹马。她是一个率真的歌者，用诗的形式，
挥洒着自己荡漾的情绪。

门前秋尽冬草生，陈年老房忆故人。诗歌不是哲学，
诗歌的哲思，要靠令人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的意象来表达
来完成。诗歌的元素离不开意象。何谓意象？即将诗歌
中的感情物化，创造出画面，让我们阅读时能够更加舒朗
地理解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意象美，是《遇见》的又一个

亮点。这些意象的娴熟运用，让人陶醉，让人颔首，让人击
节。随手翻阅，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如第一辑的《一棵
树》：一定是天风/遗落了一颗种子/在空旷的山坡/落地生
根 这是一个神奇的宿命/赐你孤独/不成林的道场。诗
人风吹麦田用冷静和深情的笔触，揭示一种生命状态、感
悟或心境。再如，第二辑淞蓝的《瓷器》，在不动声色而又
其情喁喁的吟唱里，透泻出禅的意境与美感：当温暖 秋风
一样薄下来/就用精致的纹理 取悦自己/她有一肚子的寒
凉/有杯口大的尘埃/有从不示人 隐秘的裂痕/有内心那
朵小火焰/等待寂静/来点燃。此外，第八辑无言的《河
流》，用河流的色彩变幻，寓示人生四季和喜怒哀乐，蕴意
深长。八姊诗中，大多寄情于物，于山川、花草。因为，草
木与童心一样，纯朴而天真。

再说《遇见》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诗歌
的语言，八姊做出了自己独到的探索与有益回馈。她们深
知，人有书卷气，气质美如兰。于是，立志做一个有书卷气
的人，春夏秋冬，读书喝茶，只闻花香，不谈喜悲。她们的
文字，或喜气安稳，或风长气静，或质朴天然。书中，那些
火热的、灵动的、澄澈的、质感的、从容的句子，总是让人心
动，让人像一朵花，遇到了春风的吹拂，不禁恣肆地怒放和
燃烧。这可以在三辑刘晓娟的《莲花山》得以印证：山上没
有莲花，大的，小的/一朵都没有/山下没有寺庙，莲花的去
向/是继经书后，第二个不解之谜 作为出逃者/木鱼溯
游，再回不到一棵树/它们之间隔着刀斧/隔着一碰就流血
的暗疾……她的语言简洁、干净，清新自然，情真意切。第
四辑花非花的《春风》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在这个时
候/我会感觉到/春天近在咫尺/一切都是似是而非/不经
意地飞掠/包括没有归属地、梦的寄托/和柳絮逃离树梢的
牵挂。在第七辑，沉香也有着对待语言的在乎与钟情，比
如《海螺》和《向日葵》。

《遇见》里的每一个人、每一首诗，都是丰厚而多面的，
像极了秋日里的一叶一木，绚烂至极且终归于恬静与天
真。而读者读《遇见》的过程，就是升华的过程。

在《遇见》里遇见静美
——读八姊诗集《遇见》

◎刘泷

日前，一部反映“模范自治区内蒙古精神”的影
片《海林都》问世，影片中内蒙古人民与祖国难中相
帮、苦中相济的“守望相助精神”、“吃苦耐劳，一往
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扎根
基层，服务人民”的乌兰牧骑精神，在人物命运和矛
盾迭起的故事中熠熠生辉。

影片反映的是半个世纪前中国发生的一个重
大事件。1960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饿蔓延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向党
中央请缨，把3000多“国家的孩子”接到内蒙古，由
草原母亲抚养。一场持续的“大拯救”行动，关涉到
众多草原家庭。有人说，“美德，就是把自己最需要
的赠予别人”，对于草原母亲来说，争先恐后地收养
孩子却出自本心，由此体现出了另一种境界的文化
高度。

“海林都”，蒙古语，即“爱之歌”。爱谁？谁在
爱？为什么爱？怎样爱？影片的名字带着一系列问
题不断挑战着观众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知，各种悬
念随之产生……悬念携带着情节，情节激化着冲突，
冲突蕴含着思想，思想凸现出境界，就在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的交织中，将吸引力、感染力、震撼力凝聚
成了合力。当观众设身处地从领养孤儿的草原母亲
的具体生活和情感出发，去感受那并不遥远的生活，
重新认识“守望相助”的史实蕴含的内蒙古精神时，
草原文明的历史根脉和现实意义便感人至深。

在中华文明大视野中，草原文化特色鲜明。当
自然灾害漫及全国之时，为什么会有几千名草原母
亲“为国家分忧，为政府解难”？为什么扎根基层、
服务人民的乌兰牧骑首先出现在祖国正北方的内
蒙古，且能得以传承？影片中令人难忘的情节就是
最好的答案。

为了让刚刚来到草原的孩子们逐渐适应北方
的衣食住行，妈妈们搭建起集体宿舍一样的大蒙古
包。孰料，仅仅几天，就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引来了狼
群。这时，只有几位年轻的妈妈守护孩子们。伴随
着狼嚎，勇敢的乌兰牧骑歌手阿柔娜手持猎枪第一
个冲了出去，却不知该怎样对付越聚越多的狼群。
一边是饿狼，一边是万分紧张的女主人公，相持不
下。就在镜头切换速度不断加快时，巨大的视听反
差出现了：从蒙古包里竟传出了悠悠的歌声，这是一
首草原上哄娃娃睡觉的摇篮曲啊，阿柔娜不禁一
怔。舒缓悠长的旋律，平和平静的音色，把母亲对孩
子的挚爱和慈爱飘了出来。这时，一个特写镜头，是
那只雄壮的头狼在听。没错，狼听见了，愣住了，停
下了，进攻的狼群也随之止步不前。歌声依然在飘
荡，只是多了几分祈求般的悲怆和苍凉……是啊，刻
骨的母爱是世上一切生命之共性。大爱的力量倘能
打破人与狼之间物种的界限，充满母爱的摇篮曲就
会打动每一颗砰砰跳动的鲜活心灵，包括人类，也包
括狼群……最终狼群慢慢退去，则是已然中的可然
了。

草原生活和草原文明的深度在哪里？这个深
度能让我们“收获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吗？”影片中又一个情节与此相呼应，继续揭示并印
证着深度非凡的草原文明。一只初为母亲的骆驼
一直在踢着要吃奶的驼羔。都兰奶奶便伴随着马
头琴的旋律唱起了千百年来流传在草原上的那首
神奇而神秘的《劝奶歌》。歌中只有简单的三个音
节，没有一句语义明确的歌词，但母驼听懂了，默默
地流泪了，慢慢地接受自己的孩子了。是啊，歌词，
是人类的语言，框定着人类的思维，局限着人类的
交流。而母爱，是超越人类，超越各种生命的。当
饱含着母性情怀的旋律和音色，能够唤醒母牛母羊
母骆驼等一切母亲的慈爱时，狼，能够从摇篮曲中
听出母亲的怜爱、珍爱、仁爱，也就可以理解了。由
此可见，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用理解大自然规律之
心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草原文明的灵
魂，也是“爱之歌”的文化根脉和强大力量。

纵观整个故事结构，有三个内涵相呼应的情节
构成了主题的支点，一是草原上的人们怎样对待

“坏人”，二是草原母亲如何对待外人，三是草原民
族怎样对待伟人。

毋庸置疑，每一个孤儿，都是带着自己的故事
来到内蒙古大草原的。童娅（即萨仁），孤儿中最抢
眼的那个漂亮而伶俐的小姑娘，五六岁了，却是个

“哑巴”。新婚的阿柔娜领养了她，百般疼爱照顾
她，她依恋这位年轻美丽善良慈爱的“妈妈”胜于一
切。当阿柔娜为乌兰牧骑的工作要离开她时，小姑
娘突然不顾一切地大声喊了出来“妈妈”。顿时，清
脆的童声延宕在绿绿的草原上，也震惊了所有人的
心。原来，父母被打成右派后，她曾被人收养。可
是，收养人怕受牵连，最终还是将她送进了孤儿
院。从此，“我是坏人的孩子”的恐惧，使童娅再也
不敢说话。童年，禁声，多么令人心痛。这又是一
个多么有深度的情节啊！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让健
康的孩子变得畸形；人与人之间的大爱，又让畸形
的孩子回归健康！而爱，在草原上又是具有强大传
承力的。

7年后，南方的恩师莫尔根被冤为“阶级敌人”

惨遭批斗，这个被蒙古民族养大的汉族小伙子会怎
么办？当南方不顾一切为恩师求医，遭到拒绝后竟
以死相逼时，慈爱和正义就是草原文明的根脉在每
一个“国家的孩子”心里日益茁壮。若细究那些整
人的人的动机，有的是盲从，有的是幼稚，有的却是
为一己私利而异化甚至是泯灭良心的。与此相比，
草原牧民却以最质朴、最纯洁、最善良的本心，为

“坏人”撑起了一片生命的蓝天。由此可见，《海林
都》是一部“为历史存正气，为民族聚精神”并以此
缩短人和人之间心灵距离、让同胞与同胞更加友善
的电影杰作。

那么，草原母亲又是怎样对待外人的呢？你
看，阿柔娜刚刚怀上自己的孩子，却为保护即将被
沙尘暴卷跑的萨仁，从奔马上摔了下来。流产，使
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也让全家人失去了一份期
盼，但小萨仁却没有因此失去爱。你看，倔强而自
尊的小南方一面说“我有妈妈”，一面坚拒任何人收
养。智慧的都兰老奶奶竟逆向思维，一句“那你就
收养奶奶吧，好吗？”让观众唏嘘不已！你再看，蒙
古包前，院长妈妈正在打自己的孩子，原因是孩子
口无遮拦在向她“发飙”：“我要是知道你把好吃的、
新衣服都给了他们，我也去当孤儿了！”而妈妈一边
打儿子一边在流泪……大灾之年，已经有了两个孩
子还要再养两个外人的孩子，确实困难重重。然
而，“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
倔强，是蒙古马的精神，也是马背民族的民族精
神。乌兰夫主席之所以向周恩来总理承诺“收一
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就是对善良的草原人
民的信任、对民族文化的信任、对共产党领导力的
信任！在此，“承诺”，就是不用宣誓的誓言，是内蒙
古人民恪守信义、言必行、行必果的做人品行。

音乐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一种内涵丰富的
艺术手法，与此相似，主创人员还塑造了一位蒙古
族的“无名母亲”，这个情节感人至深！一天，乌兰
夫主席来看望“国家的孩子”并慰问草原母亲。当
乌兰夫主席在人群中大声问：“我还听说有人收养
了六个孩子。这个伟大的母亲在哪里呀？”这位“无
名母亲”淡淡地腼腆地一笑，并不言语。那件蓝色
的蒙古袍，像蓝天一样纯净，善良淳朴的气质像草
原一样厚重。当乌兰夫主席语重心长地叮嘱孩子
们：“将来你们长大了，一定不要忘了好好报答你们
的草原阿妈”，她却说：“我都跟他们说了，不用叫我
妈妈，也不用报答。我只是替他们的妈妈把他们养
大。”那些“国家的孩子”，可都是与她非亲非故的

“外人”啊！就这样，“无名母亲”质朴无华的高尚灵
魂深深打动了乌兰夫主席。当他一再向所有草原
人民脱帽鞠躬，代表国家表达敬意时，在草原人民
眼里，只要“与民心同构”，“伟人”就是亲人，民心就
是党心！

在都兰奶奶、阿柔娜阿妈、朝鲁阿爸、莫尔根老
师等每一个草原牧民的心里，“孩子是这个世界的
未来！无论是谁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为了孩
子、为了所有孩子的未来，奉献一切。由此展示出
的是，作为“模范自治区”，内蒙古是以全体人民永
远与祖国“守望相助”而成就“模范”的！

无可置疑，音乐创作也是《海林都》的一个耀眼
的亮点。且不说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敖包相会》
《北京的金山上》会在人物命运与矛盾冲突的节点
恰如其分地出现，单就那首已经传唱了近70年的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便令人感动不已。这原
本是一首男高音独唱的抒情歌曲，节奏悠长而舒
缓，在影片中却得到了音乐人独具匠心的创造性运
用。每当乌兰夫主席出现在画面上，那熟悉的四分
之四节奏旋律就会以四分之二的进行曲节奏作为
背景音乐，高亢、坚实、有力，令人振奋，也让人踏
实。而旋律连带出的歌词便回响在人们的心间：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是自
然生态的素描。“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叫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是文化的自信，
戍边的自觉。“这里的人们爱和平，也爱家乡，歌唱
自己的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是强调共产党领导下
民族团结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性。最后一段则是内
蒙古人民发自内心的美好祝愿：“毛主席呀共产党，
哺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回眸 70 年内蒙古艺术承载的“内蒙古精
神”，讴歌英雄、讴歌民族团结、强调文化自觉、尽
显民族特色，绝不媚俗、不庸俗、不低俗，一直是
主流。当《海林都》这朵闪光的浪花告诉人们，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的乌兰牧骑这面
旗帜，已经被“国家的孩子”萨仁和巴根从阿柔娜
和朝鲁手里接过来，继而乌兰牧骑事业后继有人
时，就会让人和人之间心灵更贴近，同胞对同胞
更有善意，社会更加和谐了。

“爱之歌”的文化根脉与现实价值
——评民族题材故事片《海林都》

◎李树榕

关于文艺评论家的真诚和勇气，是笔者再读李健吾
先生的《咀华集》获得的另一个突出感受——这关乎作为
文艺评论家应有的心态，同时也于比照中认识到这同样
是当下的文艺评论值得特别提倡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下的文艺评论，要克服或消除一个时期以来出现
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良现象，真正实现其合规律的有效性，
并进而实现有较大突破和创新，其中有一个必须面对的
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努力提升其精神维度及公信力。这
同样是个比较大的话题，涉及到许多方面，笔者结合对
《咀华集》的研读，拟着重谈谈文艺评论的原则性与批评
精神——这是与提升文艺评论精神维度及公信力具有密
切关系的。

对于当下来自方方面面的关于文艺评论的批评，如
果作一番认真梳理与分析的话，不难发现，文风问题是关
键。当然，文风问题本身也比较复杂，譬如，有人认为这
与社会上出现的急功近利、迎合时尚的风气相关；也有人
认为是因为文艺评论的功能及价值取向方面出现了错
位，甚至扭曲；还有人认为主要是某些文艺评论者自身的
素质、境界及其为文之道方面出现了问题等等。这些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于当下文艺评论的文风问题的分
析与认识，的确点中了问题形成的不同穴位，从某种程度
上说，是符合实际的。这说明，当下文艺评论方面出现的
问题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原因是多方面的。若着
重从文艺评论者的自身原因来看，则不难发现，作为真正
的文艺评论家的心态——特别是其应有的真诚与勇气的
有无，与文风的关系不仅十分密切，而且至关重要。

文艺创作讲求真诚，这已是常识，其实以文艺作品及
创作活动为对象的文艺评论，同样是需要真诚的。文艺
评论的真诚既关乎评论者的心性态度，又关乎其从面对
作品，到表达见解的行文实践。所谓心性态度，大而言
之，则可以从其对真善美是否赏识与挚爱，对假恶丑是否
厌恶与摒弃，对自由与尊严是否敏感与信奉等方面见出；
小而言之，即看一个文艺评论者是否能够将自己的心扉
敞开，迎向作品，迎向作家、艺术家，并且坦诚相待；是否
远离伪饰、矫情或者偏激、刻薄等，努力去实践李健吾先
生最看重的对“公平的追求”。文艺评论者往往因其心性
态度的不同，则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评论对象从感受、
认识，到判断、评价以及表达方式等各个方面。李健吾先
生讲：“一个好艺术家多少都是自觉的，至少他得深深体
会他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赏识“自觉的艺术家”，因
为唯其自觉，方可“知道进益”。其实，好的文艺评论家同
样应该是自觉的，如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应该以什么样
的态度去做等等。对此，李健吾先生有这样设身处地的
表述：“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
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摩这部作品同它的
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
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从一定意义上讲，文艺评
论家在评论作品、作家（或艺术家）的同时，也是在评自
己，甚至是首先在评自己。所以，有境界、有品位的文艺
评论家，必然是能够充分尊重与理解评论对象，并能设身
处地从创作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李健吾先生无疑是有“广大胸襟”与真诚之心的评论
家，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不去“误伤”作品及作家是一大自
觉，也是其基本心态，例如他在评论巴金先生的《雾》《雨》
《电》三部小说的《爱情的三部曲》一文中讲：“用同一的尺
度观察废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
废名先生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
种力量。”所以，“临到批评这两位作家的时节，我们首先
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器解除，
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只有这样，文
艺评论才可能在以诚换诚的基础上展开，才可能摒除成

见、偏见等干扰，真正识得个中意味。
文艺评论中的以诚换诚、将心比心，不仅不会与文艺

规律及批评原则相抵牾，而是恰恰有益于获得真感受，吐
露真见解；不仅不会弱化碰撞、论争的维度，而是有益于
推助批评的勇气的。所谓批评的勇气，是指文艺评论家
以自觉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尊重文艺发展规律及自
己独立的审美认知，面对评论对象敢于直面问题，指出弊
端，或进而开出解决问题的良方。批评的初衷是对评论
对象——作品及作家、艺术家负责任，最终目的是“褒优
贬劣、激浊扬清”，激励更多好作品问世，进而推动文艺事
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举凡负责任的、有真诚情怀的文艺
评论家，往往都自然会有这样的批评勇气——从某种意
义上讲，真诚的情怀是批评勇气的培养基。真诚而有勇
气的批评是可以切中要害的，同时也往往是有力与有效
的，这与当下某些以挥舞大棒而引人眼球，以“刀客”式话
语而故作惊人，以盛气凌人的指责而自视高明的“酷评”
式批评，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李健吾先生是具有反驳激情与批评勇气的评论家，
他的批评勇气正是来自于他的责任心与真诚（包括同
情），来自于他对评论对象的独具只眼的分析与他所奉行
的“大公无私”的“公正”的判断。他认为，一个评论家“他
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证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释。他
要公正，同时一种富有人性的同情，时时润泽他的智
慧”。面对一部作品，评论家“不应当尽用他自己来解释，
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类
已经所有的杰作，用作者来解释他的出产”。李健吾先生
倡导文艺批评中的批判精神，而且自己亲自践行，在《咀
华集》中，他对巴金、茅盾、林徽因、曹禺、卞之琳等作家的
作品评论，即不乏态度鲜明的批评意见。如他在评论巴
金先生的“爱情三部曲”时指出：“他（指巴金——引者注）
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他叙述的流畅。你可以想象
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
然而然的气氛。在这二者之间，巴金先生的文笔似乎属
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好时节，你一
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
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茅盾先生
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
一件，西一件，疙里疙瘩的刺眼；这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
实，然而疙里疙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
说家，都不长于描写。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
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
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作者在评论巴
金先生的小说创作中，与茅盾先生小说创作中的语言风
格相比较，指出各自的优长与不足之所在，看似顺带提
及，实则是直指要害；虽为一家之言，但其说理是明白
的。《咀华集》类似富有说理性的批评文字有多处，总体
上看，是属于真诚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寻美的批评。李
健吾先生在书中一再赞赏那种以作家“人生的全部的赤
裸”，而达到创作的“内外一致”的境界。显然，此中大有
夫子自道的意味，作为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的他，正是
一位勇于赤裸灵魂，以表露自己真性情的实践者。这从
他的那些不无率真的批评文字之中，可以得到真切的感
受。

（作者为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博士生导师）

含英咀华 别有见地
——再读李健吾《咀华集》谈文艺评论的心态

◎宋生贵

（中）

（
蒋
希
武

摄
）

◎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

◎ 人 民 是 文
艺 创 作 的 源 头 活
水 ，一 旦 离 开 人
民，文艺就会变成
无根的浮萍、无病
的呻吟、无魂的躯
壳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
一定要脚踩坚实的
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
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民认可，花拳绣
腿不行，投机取巧
不行，沽名钓誉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大花轿，人抬人”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
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
扬清，像鲁迅所说
的那样，批评家要
做“剜烂苹果”的工
作，“把烂的剜掉，
把好的留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李健吾《咀华集》

八姊《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