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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巨变的时代中，文学仍然是必需，而
且可能更为必需。因为在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中，每个个体都感到孤独，都更加需要理解别
人，而文学是增进人类互相同情、互相理解的
最好方式。

如何评价多种形式的文学破圈？文学破
圈对当代文学的生态有着怎样的意义？是不
是正在构成文学生态的新特征与趋势？我们
来看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的观察
和思考。

在张莉看来，之所以有破圈这个话题，
是因为现有的专业壁垒。和当下大多数写
作者更为固定文体创作身份相比，现代文
学时期的作家们往往有多重身份，当年的

鲁迅先生就是一个标准的“斜杠青年”。“但
鲁迅先生会认为自己破圈了吗？恐怕不
会。当我们说哪个作品出圈时，可能我们
心目中已经有个圈了。而破圈，首先‘破’
的是我们的心中之谜。不过，我依然很欣
赏大家对破圈的愿望。真正有实力的破圈
会长久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比如梁晓声
的《人世间》。但我也得说，很多优秀作品
的读者并没有那么多，算不上破圈，长远来
看，它依然有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所以
张莉认为，是否破圈不能当作判断当代作
家作品的唯一风向标。

文学来自田间地头、万家灯火，能在老百
姓口中相传，为妇孺所知。要达到这样的效

果，除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还
需要媒体机构对文学进行“二次创作”，打造
更加丰富多元的传播产品和宣发方式，《我在
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文学的日常》《文学
的故乡》等有关文学的电视节目让作家的声
音抵达观众，让作家作品以更丰富的形态、更
新颖的方式为读者所熟知。如何理解这类节
目与大众的对话方式？张莉表示，文学作品
是内容，纸媒或者电子媒体只是媒介。纸媒
时代线装书《红楼梦》，电子时代电子版《红楼
梦》依然是《红楼梦》，它不会变成其他小说，
这些只是介质的变化。“在电子媒体时代，文
学为什么不和新媒体融合呢？一百年前，我
们的作家们也演讲，也给读者回信，也和读者
交流互动，小说在报纸上采用连载的方式。
当年的那些市民报纸，那些演讲会也是与大
众交流的新形式。”

张莉强调，用不同的方式多和读者交流，
是当代文学保持活力的传统，也是它应该有
的状态。作家积极地和各种新媒体融合很自
然，只要不自己画地为牢，文学交流的天地便
甚为宽广。她还提到《我在岛屿读书》中，余
华、苏童等作家以一种家常的方式交流，据她
所知，作家们关于史铁生和《我与地坛》的理
解不仅使很多年轻观众重新理解史铁生和

《我与地坛》，也推动了很多读者去重新阅读
纸质版《我与地坛》，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媒体
的传播效力。“节目都是以文学为中心，而不
是将文学当作娱乐噱头，形式活泼、平易近
人，但内核是严肃的，使文学通过新的介质形
式走进大众生活。不得不说，这是将当代文

学与大众媒体进行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对
于推动全民阅读更是深有助益。”张莉感叹。

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让各种文学问题
再次重回社会讨论视野。余华和苏童在《我
在岛屿读书》中的对话涉及到当下备受关注
的ChatGPT，作家们的观点中比如“人类的文
明极其复杂，而且每个人的命运都走向不同
的方向，这不是人工智能能够指引的。”“即使
它越来越厉害，文学一定是最后一个堡垒。”
张莉也颇为认同。什么是文学独特的价值？
怎样重新认识文学对于我们不可替代的意
义？对此，张莉引用了诗人西川的一句话：
ChatGPT 可以画画、写诗，如果你的水平不
行，那机器一定会替代你。所以，ChatGPT区
分了谁是真的艺术家。“说得多好，我深以为
然。”张莉认为，ChatGPT 的功效在于使我们
获取知识的路径更加便利。即使是它进行写
作，也是基于以往信息基础上的整合创作，并
不是独辟蹊径，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内容上，都
不具有真正的创新意义。

碎片化阅读的当下，短视频成为我们快
速打开世界的方式，如何看待对文学生态带
来的影响？张莉坦言，短视频会对阅读产生
一定的冲击，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在今天，
如何保持深度阅读，对每个人都是挑战，包括
我自己。”她乐观地认为，喜欢看视频的看视
频，喜欢阅读的就去阅读，而且看短视频的也
不会一辈子只看短视频。世界上并不存在几
分钟看完世界名著的事情。“阅读需要日积月
累，需要时间沉浸，真正的阅读永远是沉静的、
缓慢的、深潜于心的，它需要全身心投入。”

是以文学为中心
不是将文学当噱头

上月闭幕的上海书展上，中国作协“行
进的风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
展”，带来了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陆天明
《沿途》、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杨志军《雪
山大地》、熊育群《金墟》、李凤群《月下》等与
读者见面。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由中国作协牵
头，联合全国重点文艺类出版社和文学期
刊、图书公司、影视公司、网络文学网站以及
文化类网络平台，打造文学生产、传播、转
化、译介全生态链，是文学创作从“高原”向

“高峰”迈进的重要举措。截至2023年7月，
已有47个项目被纳入该计划，其中已出版
作品22部。

“攀登计划”还设立了两个子计划，一是
为文学向影视等领域转化提供平台的“迁徙
计划·从文学到影视”，二是助力优秀作品在
海外翻译出版传播的“扬帆计划·中国文学
海外译介”。“迁徙计划”与平遥国际电影展
合作，搭建文学界与影视产业的沟通平台，
为文学改编成影视剧提供机遇。刘亮程《一
个人的村庄》《本巴》、罗日新《钢的城》、叶弥
《不老》等18部作品参加第六届平遥国际电
影展，吸引不少影视公司、青年导演、制片人
关注。“扬帆计划”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推动新时代文学“走出去”。
已出版的22部作品中，叶弥《不老》签约9个
语种，叶舟《凉州十八拍》签约8个语种，水
运宪《戴花》和李凤群《月下》分别签约5个
语种。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敬泽表示：“名曰‘计划’，我宁可把它看作
是一个平台，一套机制。通过这样一个平
台，这样一套机制，我们能够有效地整合放
大，从作协工作到文学出版，到文学传播，到
对外译介，到文学作品的延伸转化等。各个
环节的力量共同支持我们的作家写出无愧
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也让那些无愧于这
个时代的优秀作品能够得到更好地传播，能
够走到更多的读者面前。”

“无论‘攀登计划’拥有多么复杂的细
节，它的宗旨是简洁的——帮助中国作家书
写并出版更好的作品。”中国作协副主席、作
家毕飞宇如是说。在他看来，所谓“攀登”，
就是一个挑战自我，并有能力、有恒心去完
成另一个自我的运动，“人性也许是懈怠
的。然而，人性更积极。一部人类的文明史
充分地表明，我们总是在自我的内部获得成
长。攀登不止，我们的创造、想象和表达就
生生不息。”

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杨志军说，如
果把“攀登计划”看成一首诗，其中最重要的意
象就是“攀登”：“一个人的历史是国家历史的
一部分，一个人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一个人的情怀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攀登计
划’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读者。”

作者：继明

《文学的日常》主人公之一，诗人于坚
谈起片名时说：“文学不仅是书架上的那些
书本，它是生活本身。”换句话说，我们或许
可以期待，更多人把文学和阅读视作生活
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我在岛屿读书》有一期正
好赶上世界杯，节目中余华、苏童、西川三
人用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
泰、但丁等世界文豪组成一支想象中的足
球队，顺便点评了《神曲》《战争与和平》《卡
拉马佐夫兄弟》等名著，巧妙地将作家与体
育运动中的守门员、前锋、后卫等对应起
来，这就让读书与当下生活产生了关联，当
期作品点击量过千万。节目中的不少金
句，也在网上被频繁讨论。余华说：“把悲
伤留给虚构，把欢乐留给现实。”阿来说：

“阅读是把我打开了，从狭窄走到宽广，从
低走到高。”这些富有哲理的句子，总是引
人遐思，也紧紧地抓住了观众。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霍艳
认为，借助新媒体，作家能生动诠释创作理

念、激发阅读兴趣，流露出真性情的一面，
让读者感到亲切。青年作家凸显的是个性
和共鸣感，像朋友一样陪伴读者成长，中老
年作家则像长辈一样循循善诱，带给读者
人生的启发。但作家的生活还是应该紧密
围绕着文学，首要任务仍是创作出优秀、打
动人心的作品，过于娱乐化会导致大众很
难以严肃的心态看待他们，也消解了文学
的崇高性。

“在今天的传媒形势和审美生活背景
下，比出圈和破圈更重要的是，这个圈有
没有对标它标榜的文学理想的自我创造
和更新的活力。是自新，而不是自萌。”文
学批评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一语中
的，他还认为，文学的出圈和破圈，首先要
做的不是虚造文学繁荣的幻象，而是汲
取、拿来和学习，是面向世界敞开自己，是
去重建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是持续有
力的审美拓展。

这样，真有所谓的“圈”，也是有机的、
开放的和创生的“圈”。

更多人把文学和阅读视作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黑夜或白昼，无穷的远方都需要文学。
事实上，“文学”从来就不是作为“文学”本身

而存在，始终是民族思想启蒙，开眼看世界的重要
精神通道。

“让文学重新出发，去往广大的世界，从文学
馆走向历史深处、现实生活和未来宇宙，从独白走
向对话，从语言文字走向视听影像，从同仁小众走
向人民大众，从艺术世界走向物质世界和精神世
界。”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
江飞教授认为，这是《文学馆之夜》的创新创意所
在。《文学馆之夜》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
学馆馆长李敬泽组局，邀请导演贾樟柯、作家刘震
云等文学艺术界嘉宾对话，“由鲁迅的《故乡》谈及
中国人的故乡情结，由老舍的《猫城记》、夏目漱石
的《我是猫》谈及养猫文化与亲密关系，由刘震云
的《一句顶一万句》谈及当代人的说话之道，由朱
自清的《背影》、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汪曾祺的

《多年父子成兄弟》谈及中国式父子关系，由脑机
接口谈及科技伦理和科幻未来，由跑步谈及现代
人寻求一种简单而亲密的伙伴关系，由基因谈及
衰老和死亡的永恒命运。随着话题的不断拓展和
深入，文学经典也转化为一种当代化、日常化、大
众化的情感指南和价值观念，一个个熟悉又陌生
的艺术世界由此向听众所在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
界打开，观众不得不反观自己的现实生活，反思自
我的精神处境，也使得这档节目圆满完成了从文
学经典出发观照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意图。”江飞徐
徐道来。

两季《我在岛屿读书》中，作家们以文学的名
义联结在一起，为观众打开一个极具时代纵深的
精神世界。热爱自然与植物的阿来到岛上做客，
作家们聊起了惠特曼和自然主义文学，信手拈来
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梭罗的《瓦尔登湖》；青年
作家郑执来访，大家谈起了世界科幻文学的脉络；
众作家受邀做客桂山岛，熟悉古代文学的祝勇聊
起了唐宋文学与苏东坡在惠州和海南岛的创作轨
迹。第二期中，作家们回忆 20 世纪 80 年代时，苏
童如数家珍地重述了那一波波文学浪潮：伤痕文
学、寻根文学等，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他如饥似渴地
读书、写作、投稿。他对写作者与时代关系的感悟
让人耳目一新：“你既在浪潮之内，但是独立地写
作、自省地写作，是要站起来自主行走的。在浪潮
之中，又要挣脱浪潮，这是每个作家的必由之路。”

从文学经典出发
观照当代人精神生活

攀登计划
走向更广大读者

专 家 观 点

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师杨毅将“文
学出圈”的现象概括为三种类型：文学的影像
化、综艺化和晚会化，三者共同指向的是文学
的媒介融合。具体来说，文学的“影像化”指的
是作家以直接出镜的方式参与影视作品的拍
摄和表演，比如以中国当代作家为主角的文学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掬水月在
手》，实现了影视与文学的跨媒介融合和传统
文化的当代转化。文学的“综艺化”，比如《文
学馆之夜》第一期是从鲁迅的《故乡》说起，小
说家双雪涛和导演贾樟柯畅谈了各自的文学
故乡，这期节目播放量超800万。可见文学逐
渐渗透到综艺之中，甚至成为节目的资源，是
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文学的“晚会化”，以“中
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为代表，被视为

“以年轻形象构建文学传播新范式”，今年的
“花城文学盛典”“芙蓉文学盛典”也进行了类
似的探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也曾在《从后

文学到新人文》一书中讨论过媒介融合时代，
文学的传播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文学创作、传
播、消费，或者说整个“文学生活”都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迎来了一个“泛文艺”的时代，渠道
下沉，即文学作为母体固然有着自身的独立价
值，但它也成为其他艺术形式比如电影、网剧、
游戏的内容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
文学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也证明了文学不仅仅
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而为最广泛人群共享、
共有的生活；同时媒介和渠道变得越来越重
要，提醒着文学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此前关于文
学“四要素”，作品、世界、作家、读者的考量，还
需要补充进媒体的要素。

《我在岛屿读书》有力地折射了这一观
点，体现了叙事模式上的全新审美趋势：一方
面，在内容上追求更加精深；另一方面，在形式
上强调更加轻盈。如观众所评价的，“在这里，
文学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知识讲座，而是共鸣感
不断激荡的文化认同。”

媒介和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

媒介融合时代

8月31日，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收官，余华、苏童、莫言、程永新、叶子在烛光音乐会中，与东澳岛、与
“山海经书屋”挥手告别。但就像莫言说的那样，“在岛屿读书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命题，这个岛屿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属于文
学、属于阅读的故事还在继续。

跨界赋能，嫁接共生，当代文学正以丰富深邃的母本价值，向着其他文艺样式，敞开丰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
去年底，“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首次与电视台晚会和网络平台直播融合，最大程度吸引并拥抱广大读者；今年

3月初春，王安忆与余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对谈，不少学生在新媒体上分享着深夜排队取入场票的画面，主办方开通数个视频号
同步直播；5月，莫言走进复旦大学，与王安忆、陈思和对谈，顶流作家现身高校在青年学子中引发汹涌文学热情，一直蔓延到网
络平台；承接文学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火爆势头，《我在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等高分文学综艺，频上热搜；还
有闪现在短视频中的文学金句，《收获》等文学名刊与新媒体的联动等⋯⋯

种种现象指向的，正是当下文学界热议的“文学出圈”话题。文学不断尝试突破圈层和壁垒，通过凸显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
能力，使文学有了更广阔的触角伸向社会，正如文学批评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所言：“在发微新审美的同时，启发新读者。”

《我在岛屿读书》剧照。从左到右依次为苏童、余华、程永新、叶子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入选作品

来
看
文
学
的
出
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