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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本版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积极关注乐山文学创作
没有评论的创作犹如瞎子摸象，难免会多走弯路。大巴山作家

何世进，客居嘉州古城久矣。他来往于达州和乐山之间，接触了两
地很多的作家作品，也写作了不少相关的文学评论，特别是对于乐
山的文学创作十分关注，对乐山的作家作品也积极匡扶，不少写作
者都得到过他的亲身指点和文学评鉴，从中获益。现在何先生把写
于达、乐两地的文学评论文章汇编成集，给自己这方面的写作做了
个阶段性小结。

多为基层写作者的作品写评论
40万字的《两地集》，涉猎的对象以雁宁、姜明、王大华、徐杉等

达州和乐山的作家作品为主，以周希孔、冯远征、李佳、何洪等基层
写作者为对象的作品为主，以支持《沫水》《若漹文苑》《川东文学》等
两地内部刊物文学评论园地的作品为主。更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并
非像某些评论家一样唯名唯上，甚至刻意搭乘大红大紫大作家的高
速列车，而是始终把文学批评的眼光锁定基层的普通作者，这是难
能可贵的。当然，何世进也密切注意那些当前引领风骚的作家作
品，及时捕捉那些鼓噪一时的文学现象，写作了《传统与现代的奇妙
交媾——试论冯骥才的小说艺术》等不少高屋建瓴的文学评论文
章，发表于《文艺报》等省级以上专业媒体上，彰显了文学评论家的
胆识和风范。

何先生的文学批评有三个立足点：理性客观、时代合拍、与人为善
从《两地集》中可以看出，何世进先生的文学批评有三个立足

点：首先是具备深厚的文学创作理论功底，使得他在开展文学评论
时能够站上理论的高度，准确把握批评的长短尺度，理性客观地展
开评鉴，避免从经验出发，凭好恶说事；同时积极吸收当今前沿的文
学创作观点，坚决摒弃陈腐落后的文学观念，努力让文学批评同时
代合拍；其次是坚持从促进文学创作的目的出发，坚持与人为善的
原则，而不是利用文学批评去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这是避免文学
评论陷入“口水战”的根本。特别是他对正在成长中的作者呵护有
加，既浇水施肥又修枝除草，认真发现每一个作家创作的亮点，客观
指出其作品的不足，帮助这些作者快速成长。再次是坚持先深读后
评论，潜心阅读每一件评论作品或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
点看法，避免了言不及义隔靴搔痒的现象，更反感那些对作家作品
不甚了了、却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所谓评论。

何先生的评论：视野宽、角度新
同时也是写作者的何先生，笔下的文学评论不拘泥于一种两种

刻板的模式，善于从不同的层面、角度看作品，以不同的手法表达看
法，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评论的视野是
宽泛的，或对某种文学现象展开评论，或对作家的创作风格进行评

鉴，或对某件作品的得失进行剖析。他切入的角度是新颖的，比如
《东西交媾的魔幻小说艺术》中，分别从魔幻文学发展、从道德伦理
层面以及民族情感的深度等，对陈应松长篇小说《还魂记》进行多角
度多层面的分析，同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太多的琐细描写与
缺乏联系的意境，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性及其审美效应”。他评论的
形式是灵活多样的，展开批评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大多数评论的
文风也是认真严肃的，但也不乏灵活亲切如散文、随笔式的表述，在

《雪域高原，发自心灵的歌唱》《李佳散文的锦口秀心》等文章中，我
们读到的是富有感染力的文字。

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有些步履蹒跚，或媚于世俗，或流于肤浅，或
沦落江湖，文学批评被不同程度地扭曲，失去其应有的存在价值。
何世进先生《两地集》的问世，无疑为这一领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
风，也为我们今后做好文学评论提供了样本。

《两地集》：何世进/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批评者的良言
啄木鸟的春声
——读文学评论集《两地集》

朱仲祥

收到文学评论集《两地集》已有些时日，一直想为何
世进先生的这本新书写点什么，但始终都难以动笔。一
是自己才疏学浅，怕惹人笑话；二是“文学批评的批评”
本就难写。今《三江都市报》“书香嘉州”栏目约稿，才终
于动起笔来，写下这些读后感。

何世进，生于1939年6
月14日，开江县人。1956
年 7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学
院中文系（成都）。1978年
春任高中语文教师。1983
年夏离开教学岗位，调县文
教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
今笔耕不辍，发表各类文学
作品800余篇，出版文学著
作 20 余部，计 700 余万
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激
情山水》《乡恋画屏》《芳草
天涯》《多欲年华》等；长篇
传记文学《吴宓的情感世
界》《吴宓的后半生》《巴蜀
奇才》《求索》等；长篇纪实
文学《巴渠战洪图》《跨世纪
之路》《家乡的银杏林》等；散文评论集《悠悠巴蜀情》《何世进文
学作品选》《两地集》等。其中《吴宓的情感世界》于2008年9月
1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长篇纪实文学《巴渠战洪图》获2005
年时代新闻人物征文特等奖，评为十佳作家。2017年《春节寻
根》获四川散文奖。

何世进近照

《两地集》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