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9.23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蔚/版面设计：管继承 电话：96068 13

人文·文娱人文·文娱

本报记者 孙雯

“现在太多佛系的文学批评家，讲话一来二去，没有锐气，我就不舒服。”

刚刚过去的周末，第五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在杭州举行，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先生在论坛上抛出了上述的观

点。

不过，这两天聚集在杭州的青年评论家们，没有让前辈们失望。基于近年的

文艺创作和文艺现象，他们发出了自己独有的声音。

“西湖论坛”是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倡议下，经中国文联批准，由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共同创办的。

在以“致敬70年：青年文艺与国家形象”的主题下，本届“西湖论坛”分设“造型

艺术与新时代中国形象主论坛，“媒介融合迭代与文艺评论新样态”“新时代现实题

材创作与现实主义精神”“人工智能与艺术未来”“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现实精神”“‘融’语

境下的文艺发展新生态”五个分论坛，以及“对青年文艺批评的批评”名家论坛。

如果你是这些论坛听众，会发现自己的“爱豆”被点名了。当然，被点名不是因为他

们不好，而是青年学者们试图借由大众耳熟能详的面孔去揭示背后社会文化的变迁。

青年文艺评论家齐聚杭州

抛出好多新锐观点

从李宇春说到蔡徐坤
都是审美观在变化

流量爱豆已经进入黄昏？关于这个观

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牛鸿英从李宇春和

AC雷曦说起。

她认为，李宇春是一个新的偶像时代来

临的一个前兆；而 2019 年前半年，在网综节

目《这就是街舞》第二季里凭借甩手舞脱颖而

出的舞者 AC 雷曦，他以可阴柔可阳刚的多

元化样貌以及自身的努力，获得多数网友的

肯定。

牛鸿英觉得，这些人物，预示着偶像时代

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背后美学特征的变

化。同时，这种变化背后隐含着我们的社会

价值判断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这些年还出现了其他的偶像，凸显着现

代社会的偶像判断标准与以前完全不一样。

“最近鹿晗很惨，大家都说《上海堡垒》惨

败，是因为鹿晗。其实怎么可能因为他呢？

导演、编剧等核心环节在哪里呢？”

同样被牛鸿英用“很惨”来形容的，还有

2018 年在《偶像练习生》中出道的蔡徐坤，

“他们意味着流量爱豆的黄昏，他们可能背了

他们不应该背的锅，其实是背了过度商业化

的黑锅。”

听得出来，就个人而言，牛鸿英和大众

一 样 ，觉 得 蔡 徐 坤 这 些 偶 像 男 孩“ 好

看”——

“在节目选秀过程当中，他真的长得特别

美，一直热度特别高，投票也是全国第一名，

选出来 9 个人他是团长。”但是，就因为蔡徐

坤代言了NBA赛季的广告，即使他的动作在

不懂篮球的牛鸿英眼里还是可圈可点的，但

“篮球粉”绝不答应，他们认为“这个太业余

了，还敢代言 NBA”？各种讽刺、批评，随之

而来。

“这两个人的‘沦陷’，说明我们现在审美

标准变成了杂糅美学，已经超越了形式美学

的阶段。”牛鸿英说，这种审美上的变化，让与

之相呼应的新偶像出现了。

比如，毛不易和霍尊，“他们表现出来的

价值状态和他们在专业领域内超强的本领，

使之成为优质偶像新的代言人。”虽然，这一

类偶像，“不算难看，也不算好看”。

这个变化的背后，是青年文化在商业逻

辑之内，对过去那种老的价值系统的升级。

为什么流量爱豆已经进入黄昏为什么流量爱豆已经进入黄昏

新时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其实它是一

种品质概念，新时代也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

种审美观。

——这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

编剧罗怀臻先生提出的观点。

据他透露，在 6 月份刚刚结束的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上，有这样的一组数字：舞蹈作

品的出票率是 100%，上座率是高于 100%；

话剧的出票率是 86%，上座率低于 86%；戏

曲的出票率73%，上座率平均50%左右。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中国戏曲可谓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它日渐和时代拉开距离。

在“西湖论坛”上，诸多青年评论家也给

出了自己的观察。

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颜全毅教授举了一

部戏的例子——戏中的女人丈夫去世，她为

了养活三个孩子，当了挑山工。有一个男挑

山工想帮助她，两个人拥有了爱情。

“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位女性的婆婆

想尽一切办法把爱情扼杀了⋯⋯这个婆婆很

神奇，她不停地告诉孙子‘你妈妈很坏’，那个

孙子不停地跟他妈妈闹。”

颜全毅觉得这种语境很令人诧异，“我跟

一个戏剧界的朋友谈，是我们戏剧界非常好

的专家，他跟我说这是有真事，真事就是这

样。那么我说，我们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真

事，但放在舞台上，你是否能跟今天人的精神

相对应？如果不能，那就是微典型人物。”

在评论家的观察中，这样的戏曲不在少

数。

在论坛上，评论名家也对年轻一代提出

了期望。

“我是搞古典的，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当

我们翻一部书，特别是汉唐以前、先晋以

前，翻一页过去 500 年；如果翻先秦的书，翻

一页过去上千年。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你

是非常渺小的，你当下任何一个行为背后都

有一个深厚的历史在支撑，所以历史感的稀

缺对我们来说是当然的，那就需要我们实时

意识到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加强。”汪涌豪

说。

汪涌豪认为，历史感能够破除当下的许

多迷障，历史感可以疗救现实的失败，历史感

可以摆脱无根的困扰，而且历史感还可以改

变过于个人化的自说自话或者喃喃自语。

当下的文艺创作存在历史感的稀缺当下的文艺创作存在历史感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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