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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說中國「文藝評論兩新」代表馬忠的專著出版
近日，《風自青萍之末起——馬忠及其

文學批評透視》由三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收

錄有關巴山作家群「文藝評論兩新」的代表

馬忠文學批評的評論、印象和媒體刊登的專

訪文章共60篇22萬餘字，為業界和讀者瞭解

馬忠的文學批評寫作提供參考。　　

《風自青萍之末起——馬忠及其文學批

評透視》一書由四川文理學院巴山作家群研

究院執行院長趙定貴編著。

該書作為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

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區發展研究中心2023

年度重點專案結題成果，分為「馬忠及其文

學批評覽觀」「名家序」「同道評」「師友

說」「媒體訪」五部分。

書後附有「馬忠作品發表年表」，是對

馬忠個人創作生涯的一次重要回顧與小結，

也提供了深入瞭解馬忠文學批評寫作的一把

鑰匙。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四川

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李明泉在序言中說：

「從不同角度瞭解了作為打工者、創作者、

編輯者、評論者四位一體的馬忠之後，我覺

得他更具啟示意義的在于他的批評家身份，

他的主要業績也在評論方面，而且作為『文

藝評論兩新』的代表，二十年來孜孜不倦、

執著堅韌地從事著枯燥而艱辛的文藝評論工

作，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人生選擇和事業追

求。憑此，我們從事評論工作的業內人士就

應對他表達深深的敬意。」　　

從大巴山走出的70後「打工詩人」馬

忠，從2003年開始涉足文學評論，20年來，

相繼在《人民日報》《文藝報》《作品與爭

鳴》《文學自由談》等國內外報刊發表文學

理論、評論文章200多萬字，出版評論著作16

部，被稱為「文學評論界的勞模」「草根文

學評論家的重要代表」，2019年5月榮獲廣東

省五一勞動獎章。　　

談到這本書的緣起和初衷，趙定貴認

為，「馬忠的成長髮展，代表了巴山作家群

的作家們成長髮展共性的同時，更具有其較

為突出的特殊性，值得我們去研究總結，為

年輕的巴山作家們提供借鑒和參考。」

勵志性文藝評論的特別意義
——讀《風自青萍之末起——馬忠及其文學批評透視》

許慶勝  

西方文藝批評大家杜夫海納在《審美

經驗現象學》中早就說過：「不同的知覺者

在藝術品中發現的意義和作品的深度是不同

的，但不管什麼意義，總是在作品中發現

的，而非他自己外在賦予作品的。」這話語

的學術深度是顯明的。由此看來作品意義的

發現，除了作品本身之外，也與閱讀者的審

美經驗、知識儲備甚至直接間接需要以及天

賦聰慧與否存在著不可隔離的重大關係的。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文壇大家前文化部長王蒙

先生才把批評家的類型分為五類，即學者專

家式、作家經驗式、編輯式、記者報導式、

隨想式。仔細打量這五種類型，估計可能主

要指的是發現作品意義深與淺的層次上的區

分。讀完趙定貴教授編著的《風自青萍之末

起——馬忠及其文學批評透視》，其厚重令

我非常激動，我首先發現的就是這本著作的

勵志性文藝評論的特別啟迪意義。

從《風自青萍之末起——馬忠及其文

學批評透視》的整體氣韻觀照，這60多篇文

字皆因馬忠文藝評論天賦的超逸和著作非同

一般都大為驚喜驚詫，並在這種驚喜驚詫的

狀態縈繞下完成了評介，基本皆是在繁忙的

工作之餘偷空寫就的：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

副主席、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四川

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李明泉先生：「大

吃一驚」「不得不感佩與驚喜」並「表達」

「對馬忠執著文學批評工作的敬意」，可以

說這種吃驚與敬意是基本表露在《風自青萍

之末起——馬忠及其文學批評透視》內所有

參與評價的評論家們的心魂之中的！更可掂

量出該編著的順應適時以及編著者的敏銳發

現與選擇的突出智慧！這種文化伯樂精神是

值得其他地域，甚至值得全國性的文化機構

以及大學效仿與學習的，並可以此為特殊契

機從而形成一種良好的發現和選擇拓展突出

文化優秀人物的良好氛圍！實事求是地說，

如今馬忠的存在意義儘管是多層次的，而最

要緊的應該就是如李明泉先生所界定的「幫

扶作者的真誠評論」。為此，李明泉先生在

為該書所作序言《向評論世界敞開思考和言

說》中具體闡釋道：「一般而言，文藝評論

具有介紹作品、判斷是非、尋找意義、表達

思想、引導創作、提高審美的基本功能，尤

其是對新人新作予以熱情而真誠的評價，能

充分而切實地發揮評論促進文學藝術創作繁

榮發展的獨特作用。」而這個具體文藝評論

工作總體打量，無論從地方地域，還是就全

中國而言，我認為做得最好的就是馬忠！說

句實在話，能進行文學創作，尤其是具體詩

歌、散文、小說等等創作的作家、詩人比比

皆是，尤其是業餘作者更是多如牛毛！但創

作的確是分層次的，有的僅僅是愛好，打發

剩餘的時光，就像飯後吃點水果，吃也可，

不吃也不飢餓，不辨方向，不根據自己的特

長與優勢創作，只顧「低頭拉車，不抬頭看

路」，只是順興趣使然，盲目地前行，結果

自己的「創作」在成果不斷的態勢下，也不

可避免地出現了很多偏差，而自己還不知

道，以至創作進入瓶頸狀態，踟躕不前；所

以這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傑出批評家的指點迷

津，才能撥雲散霧以至豁然開朗的。但是，

再進一步實事求是地說，現在的創作狀況

是，因為特定天賦的左右，具體作品創作的

作家詩人不缺，而能指點迷津的評論家太缺

乏，除缺指點迷津外，更缺信心上的鼓勵！

馬忠恰恰具備這一作家詩人所欠缺的天賦才

能，而更具有批評家的指點迷津的優勢！所

以他的文學評論一經出世，便得到了文學界

的一致歡迎與好評，尤其是地方特定地域的

推崇和讚揚，比如清遠作家群、陽信作家群

等等，並不斷得到中國文藝評論界的一片叫

好聲！

所以，趙定貴教授編著的《風自青萍

之末起——馬忠及其文學批評透視》，對于

文藝評論的啟迪效用，尤其是文藝評論隊伍

更積極的建設壯大，其特別意義就太明顯

了：本書可以無限制的推廣、發行，甚至可

以引起教育部特定專家們的高度重視，以便

作為優秀教材廣泛管道，從而起到它應有的

引領與榜樣效用。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

有言：「一個藝術家的基本品質：感覺的敏

銳、情感的深沉、心靈的豐滿。」這種優秀

「基本品質」在趙定貴教授編著的《風自青

萍之末起——馬忠及其文學批評透視》中，

更得到了充分體現和進一步的印證。

作者簡介：
許慶勝，濟南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萊蕪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學術專著
《鐵凝小說藝術論》《苗得雨詩文賞藝》
《蔡氏四兄妹詩歌研究》等多部，現任山東
濟南萊蕪《江北詩詞》編輯。

向評論世界敞開思考和言說
——《風自青萍之末起：馬忠和他的文學批評透視》序

李明泉

此前，我對馬忠的詩歌散文特別是文
學評論一概不知，至今尚未謀面，這次因我
學生、四川文理學院巴山作家群研究院執行
院長趙定貴教授的力薦，要我看一看他主編
的馬忠評論資料集，我才大吃一驚，這位從
大巴山走出去的「文藝評論兩新」（新文藝
群體、新文藝組織）批評家寫了這麼多高水
準、接地氣、有見解的文學評論，使人不得
不感佩與驚喜。我樂意為本書寫寫文字，以
表達我對馬忠執著文學批評工作的敬意。

馬忠1971年出生於四川南江縣石灘鄉
王光山村，高二下學期輟學後進入成都金牛
區一家私營企業，1999年南下打工，在廣州
白雲區廣榮鞋業公司做流水線操作工，2003
年元月廠報改為雜誌需招一名編輯，經過筆
試面試，當上了廠刊編輯。這期間，他在
《打工‧知音》《南方工報》等報刊發表大
量詩歌並出版詩集《日記‧一個打工族的清
晨》，成為打工詩歌的代表詩人之一。

2010年5月，馬忠被清遠市委宣傳部作為
寫作人才破格招進其下屬公益一類事業單位
《北江》雜誌社做編輯。現為清遠市委宣傳
部宣講團專業技術副高級職員、《北江》執
行主編。馬忠從2003年開始涉足文學評論寫
作，20年來先後在國內外報刊發表文學評論
200多萬字，出版評論著作15部，被稱為「文
學評論界的勞模」「草根文學評論家的重要

代表」。
本書收錄了評論家、記者們所撰寫的

有關馬忠文學批評的評論、印象和媒體專訪
文章60篇，分為「馬忠及其文學批評覽觀」
「名家序」「同道評」「師友說」「媒體
訪」五部分，書後附有馬忠作品發表年表。  

低處說話的民間立場。2004年2月，馬
忠第二本打工詩集《南方吹笛》出版。同
年5月，隨所在公司從廣州搬遷到了清遠市
清新縣（現為清新區）太和鎮。就在這個的
時候，馬忠產生了寫作上的困惑，他發現：
打工詩歌所表現的主題千篇一律，多叫苦喊
痛，格調低沉。打工詩歌該如何突破？在反
思中，馬忠開始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向。他嘗
試寫作的第一篇評論是關於青年作家吳佳駿
散文的讀後感《美麗的故事總是憂傷》，發
表在2003年第12期《時代作家》。由此，馬
忠正式轉型文學評論寫作，並給自己定位：
民間立場，低處說話。2012年秋，馬忠報讀
浙江師大蔣風教授旗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
中心」辦的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班，成為
第17屆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馬忠在從事
成人文學批評的同時，兼事兒童文學批評，
也創作詩歌和散文。2004年至今，馬忠利用
業餘時間為國內外400多位作家、詩人和藝
術家撰寫評論，作品文入選《中國「打工詩
歌」輯錄與評點》《中國當代詩人代表作名
錄》《中國散文大系抒情卷（7）》《親歷中
國改革開放40年（70後卷）》等選本。評論
集《站在低處說話》體現了作者「站在低處
與生活對話，站在低處與作家對話，站在低
處與文學世界對話」的批評姿態。

我以為，站在低處說話實際上是一種
批評態度。批評家既不能高高在上、盛氣淩
人、拿腔捏調地對批評對像指指點點，一副
傲慢與偏見的作批評狀，也不能低三下四、
吹牛拍馬、喪失人格地把批評對像吹捧上
天，一副抬轎貼金的奴顏媚骨，而應在批評
主客體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切磋的人文環
境中以作品為研討對象，將批評家的認知觀
點和批評意見一一道來。這裏的「低處」是
批評主體與批評對像回到應有平等位置的同
一立場和價值取向，批評家不要說空話套
話、上不接天下不沾地的話、讓人摸不著頭
腦的話，要說將思考思想轉化為通俗易懂的
「人話」，說對批評對像有作用有幫助有建
構意義的話。馬忠的這種平視眼光和言說方
式，我以為對療治當下個別「批評玄浮虛妄

症」是大有裨益的。
幫扶作者的真誠評論。一般而言，文藝

評論具有介紹作品、判斷是非、尋找意義、
表達思想、引導創作、提高審美的基本功
能，尤其是對新人新作予以熱情而真誠的評
價，能充分而切實地發揮評論促進文學藝術
創作繁榮發展的獨特作用。馬忠進入評論的
寫作立場，很鮮明而突出地表現在關注那些
剛剛起步的文壇新秀（雖有對名家評論，但
不是太多），不遺餘力地為他們撰寫評論，
力圖通過自己的認知和評介，幫助扶持正在
跨入文學藝術領域的創作者，以評論的力量
鼓勵支持他們再接再厲、追逐文學夢想。馬
忠這種批評視野與批評對象的選擇，或許與
他本身從寫作打工詩歌起步，切身感受到創
作初始的艱辛以及需要評論把關激勵的重
要，他才把批評的主要精力投放到那些雖名
不見經傳卻又有創作潛質的新人新作上，
使評論關心和扶持的作用得以淋漓盡致地彰
顯，也才形成了馬忠「平民化評論」的底色
和風格。

翻開馬忠的評論，隨處可見他執意注
目新人的文字，比如他對劉大程、葉才生、
王超、肖敏、紀虹、周延奎、鄒天順、孟勝
利、王秀華、楊啟剛、吳佳駿、楊輝隆、藍
樹嬌、葉清河等數百位作者的詩歌、散文、
小說、兒童文學展開富有學理性、體悟性、
評價性的批評，字裏行間流露出馬忠的真誠
與熱情，顯示出一位評論家的道義與良知。
他探討「用詩歌打磨對苦難的終極思考」
「本土經驗的個人化吟述」「如果用虛構還
原真實」「心靈的還鄉」「堅守詩學的傳統
文化精神」「現實主義的執著追求」等關乎
文學藝術創作的有關問題，在對作品的評論
中表達自己的態度和思考。

馬忠的評論不僅僅是單篇的文章，他在
兒童文學領域作了大量系統性研究，出版了
《兒童文學現象觀察》專著，對「兒童文學
民刊考探」「地域兒童文學研究」和「兒童
文學創作散論」作了專題探討，涵括了兒童
文學理論、評論、賞析、爭鳴等內容。其專
著《重返孩子的世界——回族作家王俊康兒
童文學論》對王俊康文壇半個多世紀以來的
兒童文學創作，進行了全面研究與評論，併
力圖探究其作品魅力產生的原因所在，顯示
出紮實的學術研究功力。

賦能城市的文化力量。馬忠定居清遠
後，將評論目光聚焦在這片土地上，撰寫了

大量關於清遠作家詩人的評論，為推動形成
清遠文學群體，彰顯清遠城市藝術品質作出
了獨特貢獻。我常常在想，文藝評論之於地
方文化建設、之於城市美學品格的形成有什
麼關聯？如果文藝評論只就作品言作品，或
只是空泛地高談闊論，這對當代地域和城市
發展是很難賦能賦意賦美的，評論的社會價
值會大打折扣，評論家的職業意義也變得微
不足道。馬忠發表的《清遠清遠當代文學概
述》《鄉土詩花香清遠》《清遠文學：邊緣
的活力》《北江文化視閾下的清遠當代文
學》《揭開「清遠生態詩歌」的面紗》《評
清遠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等評論研究清遠作
家作品，特別是他出版了兩本專著，比較系
統地研究清遠文學現象，《亂花迷眼——清
遠作家作品評論》一書是對清遠地區30餘位
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和解讀，
被《文學報》稱為「為地方作家留言」；
《「邊緣」的活力——清遠文學200-2017》一
書展示了十年來地方文學的發展成就，並總
結過去的經驗和不足，為未來清遠文學的發
展提出了理論指導。這些評論文章和專著，
集中體現了馬忠對清遠作家的關注，更深情
地表達了他對這方接納他支持他從事文藝評
論工作的土地的熱愛和禮讚，將自己的評論
匯入城市文化發展的浪潮之中，以綿薄之力
為清遠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鼓與呼。正因為馬
忠在文學評論中取得突出業績，2019年5月他
榮獲了廣東省五一勞動獎章，成為清遠建市
30年來首位獲此殊榮的文學工作者。

為這本書寫序，我覺得很難，難在為評
論的評論的評論說事，隔了幾層，是為馬忠
評論作評價呢，還是為眾多學者記者講述他
們眼中的馬忠作評論呢，因此遲遲未動筆。
我閱讀了收入本書寫馬忠的文章，從不同角
度瞭解了作為打工者、創作者、編輯者、評
論者四位一體的馬忠之後，我覺得他更具啟
示意義的在於他的批評家身份，他的主要業
績也在評論方面，而且作為「文藝評論兩
新」的代表，二十年來孜孜不倦、執著堅韌
地從事著枯燥而艱辛的文藝評論工作，這是
非常不容易的人生選擇和事業追求。憑此，
我們從事評論工作的業內人士就應對他表達
深深的敬意。是為序。

二O二三年五月七日於成都華陽
（李明泉，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

席、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四川省社
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