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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道义 笔底藏乾坤 

———龙长吟《治守之道》研讨会述要

刘　哲

（毛泽东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日，由湖南省作家协会 “湖南
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龙长吟文学评论集《治守之

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以下简称《治守之

道》）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行。

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刘克邦，湖南省社科联专

职副主席汤建军，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怀化学院党委书记谭伟平，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秘书长陈善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所长卓今，《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执行主编

万莲姣，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容美霞，湖南

省作家协会组联室主任娄成，毛泽东文学院副院

长、湖南作家网主编刘哲，湖南省知名评论家罗宗

宇、聂茂、禹建湘、肖百容、吴投文、任美衡、许艳文、

罗如春、龙永干、黄声波、晏杰雄，以及《湖南文学》

编辑刘威等出席会议，《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

多家媒体记者、中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教师及

研究生等４０余人列席了会议，湖南师大文学院副
院长岳凯华做了书面发言。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家

协会名誉主席、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

教授欧阳友权主持。这是近年来湖南文学界首次

为评论家专著举办的研讨会。

《治守之道》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由湖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全书共 ３７．５万字，是一部连通国运与文
运、借文学批评反腐倡廉、弘道明德的担当之作，一

部为官场文学正名的专门性著作，一部评论与研究

湖南本土作家作品的同步性著作。书中评论的对

象全是湖南省作家近２０多年来的作品，是一部现
实性与本土性特点十分突出的文学批评专著。

会上，数十位专家、学者对《治守之道》展开了

热烈的研讨，充分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

　　一　《治守之道》著者是一位真正具有独立思
考精神的评论家

　　龙长吟，本名龙长顺，湖南邵东人，１９４４年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曾任湖南省作协理

事、创研室主任，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当代文学学

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二届

荣誉主席。龙长吟先生是一位真正具有独立思考

精神的评论家。１９６５年上半年全国批判电影《早
春二月》时，他在湖南师院中文系读大二，曾奋笔书

写了一篇反批判的万字长文《论“早春二月”主题

的积极意义》，１９７７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批
判“四人帮”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污蔑》一文，最早

提出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平反。这部他退休后

出版的系统研究当代官场文学的《治守之道》，第一

个从理论上为官场文学正名。此外，他还撰写了全

国第一部当代民族文学理论专著《民族文学学论

纲》，１９９９年初夏举行了湖南“６０年代生作家”座谈
会，也是他第一个按年代划分中国当代作家群，尔

后才有６０后、７０后、８０后的说辞。１９７８年开始，他
在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三个方向上发力，

现有专著６部，１６９．５万字；合著１１部，执笔９０万
字；另有未入集的论文约８０万字，其中论湖南作家
作品文字约占８０％。放眼全国、宣传本土，是龙氏
文学评论的一贯特色。刘起林教授评论龙长吟学

术研究的专论《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的有机融合》，

入选了《中国九五科学研究成果选》社会科学卷。

衡文必论人。万莲姣说，作为与共和国一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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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学者，龙长吟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秉承湖

湘文化或湖湘学派仁人贤士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

人文情怀，将学术眼光投向湖湘土生土长的政坛文

学领域，不畏浮云，安守清贫，穷究当代湘地政坛文

学何所由来，诚如该书“自序”言，“殚精竭虑，弘道

明德”，一个已然融入研究对象甚至被研究对象对

象化的勤于思考的湖湘读书人样子活灵活现，一个

勤勉笔耕、敬业爱国的中式学人形象跃然纸上。

陈善君认为，龙长吟是一个专职的批评家，半

个世纪的批评史。在他的笔触中，情中聚理，情中

见专，体现着一位老批评家的眼光和视野。

晏杰雄甚至建议龙老师写一部《一个人的湖南

文学史》，因为龙老师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当代湖

南文学史，他是半个世纪来是湖南本土文学的见证

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熟知湖南当代文学进程中关

节点的情况和重要作家作品的情况，他的个体文学

史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湖南非常稀缺有这样文学

史经历的批评家。

龙永干称龙长吟是湖湘文学的卓识者、宽厚的

仁爱者、批评之美的追求者；欧阳友权指出，龙长吟

先生一辈子只做文学评论这一件事情，他对文学评

论事业的专注与热爱，值得每位青年文学评论家

学习。

　　二　《治守之道》字含道义，笔藏乾坤

刘克邦认为《治守之道》是文学与人学、艺术与

思想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的创新之作。龙长吟虽已

告老闲休，但眼观天下，胸怀大局，用笔、用心聚焦

官场，直面政坛，从典型文本、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

中，寻找与拷问政坛权力的运作，弘扬清廉与正义，

披露贪腐与阴暗，并把脉问诊、对症下药，为当政者

和决策层提供尽管只是只言片语的治守良方，也是

一种担当。

汤建军特别指出“这是一部连通国运与文运的

担当之作”，作为官员要守正道，要保持清正廉洁。

龙老师书中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一部优秀的官场

小说，就是一把反腐的利剑，一部沉重的社会档案，

一篇现成的公车上书。官场小说如果只是歌功颂

德，没有什么人去看，很难引起大众的共鸣。作为

作家，也要守住正道，通过文艺创作弘扬正能量，宣

传真善美。为官之道与创作之道，在为人民服务这

点上是一致的。

容美霞非常认同汤先生的观点，肯定《治守之

道》是一部肩负道义、笔藏乾坤的及时的书。她说，

整部著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独特的学

术发现，该书既把官场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放

在整个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来审视，又充分关注社会

现实，讨伐贪污腐败，高扬人间正气，笔下自有乾坤。

龙老师做的这些研究从来没有向作协寻求任何支

持。他是完全抛开了功利之心，抱着为湖南文学做

实事的态度在做这项工作，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肩

头有责任、胸中有大义的有担当精神的一位学者。

刘哲指出：龙长吟先生以《治守之道》为杠杆，

坚持真理，为文学写真伪，为历史辨曲直，为作家争

地位，担当精神十分可贵；他努力将文学批评的“二

等公民身份”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三　《治守之道》的学术亮点与特色

许艳文把《治守之道》的特色归纳为四个中心

词：系统，广博，深邃，缜密。从文本来看，其涉及到

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伦

理学、文学、美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内涵丰富，信

息量大；行文过程中，其饱含对国家、对苍生的忧患

意识，人文情怀充溢于字里行间。

聂茂肯定了该书的“学理阐释”，认为：“作为

一本扎实的文学评论专著”，“龙长吟不仅运用孟德

斯鸠《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来论证中国权力运作

的缺陷并为其寻找出路，同时还广泛运用社会关系

学的原理来解释官场的权力制衡模式。”任美衡认

为学理性还表现在概念界定的清晰，如：“官场小

说，乃是以官员为主角，以权力运作为中心，描写官

场生态、官运沉浮的社会人生小说之一种”，具有文

学史意义，它将改变中国辞书以往对官场小说的语

义解释。

肖百容肯定了《治守之道》的新发现，“只有把

握住了复杂而又深刻的时代特征，我们才能给予当

代小说以公正的评价。”由此他肯定了该书的两个

“发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发现了官场小说的最

大意义”，“在时代的变化中发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

之间关系的转变，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与政治

之间的新关系：‘以文资政、以政养文、文政协

和’，”“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功力与学术的激情”，认

为它是我们了解湖南官场小说、湖南官员创作以及

湖湘文化魅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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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凯华认为龙长吟“在当代湖南官场小说作家

的创作基础上，把他们没有用文字明确写出的具体

途径与办法，用精炼的语言和独到的文字提炼表达

出来，希望为高层领导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参

考”，“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尤其是情节场面之中加以

分析，将作者潜藏的意念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多次由小说的现象描写归结到权力体制问题，

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龙长吟眼中的政坛也

是一片文学的园地，它润育着越来越多的醒世之

作，人间正气潜藏其中。这一股静默的力量，等着

大家用心去发掘。”

罗宗宇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有责任担当和

现实意义的文学评论作品，也是一部有理论深度和

个人识见的创新之作。一是以“政坛文学”这一命

名和范畴将“官场文学”和“官员创作”统括起来，

对当代湖南文学创作也是当前全国文学创作的一

种重要现象进行考察，体现了一种理论勇气和新

见。二是对一些固有判断进行了突破，如“优秀的

官场小说并非通俗小说，而是一种成熟的纯文学文

本”，对官场文学的批判性品格给予了肯定；同时从

新角度如从文化角度来考察官场小说的繁荣的原

因；从全国的视野对当代湖南政坛文学创作进行考

察，以“重镇与先锋”来定位当代湖南官场文学在全

国的文学地位等，都显示了理论观察和认识的深

度。三是宠观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如第１章
对官场小说的定义和品格的思考，对官场小说的整

体把握，第２到１０章选取若干个案研究，在论析中
特别注意对现象或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具有文学史

的脉络和眼光。

吴投文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富有新意而自

成体系的专著，视野开阔，新见迭出，在近年来的湖

湘文学研究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其特色主要表现

在：一是总体把握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二是理论概

括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三是重点突出与文体兼顾相

结合；四是历史透视与现实意义相结合。该书对湖

南近２０年以来政坛文学的总体定位、发展历程和
创作特色都概括得相当到位，在个案研究上更显深

度，一方面在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的总体性视野中观

察湖南政坛文学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在一种综合

性的视野中把握湖南政坛文学在中国当代官场小

说中的地位，符合湖南文学的实际情形。

罗如春认为《治守之道》运用比较视野，从宏

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研究对象，系统完备，

结构严整，在有限的空间中把问题说清说透。

黄声波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官场小
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在图书市场持续流行和火

爆，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一些优秀之作

如以王跃文的《国画》、阎真《沧浪之水》等，其实际

影响要远高于同时代一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原因，其创作

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湖南是官场小说创作的重

镇，人称官场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龙长吟先生

《治守之道》一书，开湖南当代官场小说创作系统研

究之先河，把王跃文、肖仁福等人的官场小说提升

到当代湖南文学品牌的高度，充分肯定其时代价值

和艺术成就，其表现出来的学术眼光和理论勇气，

令人景仰。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治守之道》从为政

之本、为官之道出发对政坛文学进行研究评论，基

本诉求与习近平总书记 “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精神高度吻合。龙长吟一方

面沿着作家的创作路径，用文学史眼光为作家作品

定位，挖掘当代官场小说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性，

论定官场文学已属成熟的、重要的社会主义纯文学

的新文体，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指出了官场文学作品

应该把握的分寸，对官场小说和官员创作中滥竽充

数的赝品、次品，做了严正的批判。作者以一个评

论家的冷静思考，为官场小说的走向把脉。《治守

之道》在评说作家的同时，还及时表达了批评家的

文学观念、美学见解、政治理想和历史思考时，并对

文化实业学、文化产业学的建设问题，以及文学与

政治由从属于关系转变为“文政协和”的新型关系

等前沿问题，做了新颖的论述，其意义与价值不囿

于文学本身。

　　四　《治守之道》著者的评论特色与风格

谭伟平认为，《治守之道》是一部为官场小说正

名的作品，知人论文，力求公允；涤浊扬清，昌明辨

正；借道究理，返璞归真；语言晓畅而有诗意，可读

性强。

禹建湘说，龙长吟先生以独到的文学批评创造

着属于自己的批评谱系、批评话语和美学原则，坚

守着文学批评的尊严和独立价值，自觉地承担着中

国当代文学的“导航者”和“守夜人”。在当今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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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圈子批评、酷评、媚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日

嚣尘上、学院式批评大行其道的批评背景下，龙长

吟先生的文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独

特的贡献，对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和建设

中国化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其具体表现为四个特色：坚持文学与文化的先进方

向，占领文学评论思想的制高点，对当代文学进行

正确的认识、把握和评价；把文学批评放在全球化

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比较中把握文学的发展走向，

他的批评注重对文学作品历史文化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感悟和阐发；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作家与

批评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强化和张扬主体意识，实

现对文学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也是龙长吟文学批

评思想的灵魂。

晏杰雄认为龙长吟的批评代表中国当代文学

的一种批评传统，即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批评传

统，他是把现实经验与文学文本直接揉合在一起的

一种批评，把现实改造力量倾注在批评写作之中的

批评；文风朴素，却切实有效，不花哨，句句有所指，

能够击中作家和现实生活中的痛处。

万莲姣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它必

须依托作家作品，实现文化互动再造。在作家／文
本和批评者（读者）的关系场中，批评发散着浓厚的

第一读者的文学生产现场气息。《治守之道》篇篇

如是，章章如此，字里行间，莫不如是。

卓今说，龙长吟的批评为新生的青年文艺批评

家树立了好的榜样。当下，以西方文论为脚手架的

批评模式被推倒了，我们如何展开批评？一是要有

问题意识，二是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深入

文本与跳出文本、规律研究与个案研究、西方资源与

本土资源、缘情与缘道的关系。这些方面，《治守之

道》都有所探索，有成功，也有尚不尽如人意之处。

任美衡说，作为一个几乎与湖南当代文学同行

的老批评家，龙长吟先生为湖南文学之发展作了突

出的贡献，今天所捧出的文学评论集《治守之道》仍

然显示着其锐气、客观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说

来，一是关注文学热点。该著不但精心地雕刻出了

湖南官场文学的主题形象、特色与诗学，而且还从

正面切入文学官场的逻辑、内在结构与发展方向，

并力图用文本细读重新建构政治与艺术的本体情

怀。二是直面文学难点。具象化现实体制的官员

形象并予以辩证的评价，突破“定性”之难；化解本

土、当代与审美之评价和世界、历史与人文评价之

矛盾、错位并将之创造性地结合；从而由批评之技

通向批评之道。三是还原文学奇点。作者力图回

到现场，剖解那些人事情物；回到感觉，从印象出

发，将之作为评论的基本要求、基本素质与基本标

准；回到个体自我，形成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动

的龙氏批评伦理学。

《治守之道》作者龙长吟也向与会者坦陈写作

该书的专业追求：一是坚持文学史眼光和广阔的视

野；二是深入挖掘作家作品的思想灵魂和审美属

性；三是唯真、唯实、唯理，努力追求学理性；四是坚

持作品本体、文学本位，不搞不看作品任意发挥的

盲评，不搞痛快淋漓骂倒一切的酷评，不搞玩弄新

名词新概念、故弄玄虚的妄评；五是地方评论家要

坚持本土评论，努力让墙内开花墙内外都香。

　　五　《治守之道》的不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者们也坦诚地指出了

《治守之道》的一些不足之处。

刘克邦等几位专家认为，《治守之道》虽然在引

论中详细而严厉地批评了官场小说创作中的种种

弊端，但一接触到具体的作家，对其缺失都是点到

为止，显得批评虽厚重但不犀利，其所以不犀利，可

能是他为人为文太善良了的缘故。罗如春指出，如

果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距离太近，批评品格的独

立性便难以保证；也许正是与批评对象之间距离太

近的缘故，《治守之道》批评的独立性有所不足。

万莲姣说，《治守之道》有些章节读来荡气回

肠，但有些地方，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湖湘

文化只讲经世致用的权谋思维和战斗思维，尚未摆

脱治乱循环的传统谏言策士路径依赖；其对官（公

职）的认识较为陈旧，未能达到人类世界政治文明

的最新层次。从这个角度看，龙著对官员的写作评

价偏高。

还有学者则认为，《治守之道》选取作家作品有

点杂，如对王跃文《漫水》和余艳《杨开慧》的评论

文章就不适合编入著作中。

同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尽管《治守之道》存在

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不会影响其作为一部创新

之作的总体价值。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８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