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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new media ag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fast-paced lifestyle of life hav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lternative flourishing” of new media. 
However, unlike the traditional media with literary tendency, the new media constantly impact 
the authentic voice of literature and question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predicament of literature, analyze the double connotation of “literature is dying” in 
new media era, clear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literature need to surpass in new media era and the 
necess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n we will discuss why and how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new media literature feed each other. Literature is the reproduction of human memory. In 
this condition, new media literature is the best record carrier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is 
highly globalized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Convergence Media” may become the wa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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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是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等促使新媒体出现了另类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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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于传统媒体具有文学趋向性，新媒体不断冲击文学话语权，质疑传统文学当世存在的意义。本

文将浅析文学的困境，分析新媒体时代“文学将死”的双重内涵，明确新媒体时代文学超克的重要性与

跨学科研究必然性，再分析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互相反哺的意义以及途径。文学是人类记忆的复刻，

新媒体文学就是当代历史最好的记录载体，高度全球化今天，“文学融媒体”建设或成为文学可持续发

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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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不仅运用于生活，还将触角伸向了文学，文学因此不再纯

粹，出现了另类的繁华，衍生出新媒体文学大类，这就需要重新定义文学，明确传统文学的内涵以及新

媒体文学的外延，在宣称“文学将死”的新媒体时代，完成传统文学自身的超克并对新媒体文学进行反

哺。机遇与挑战并存，或许正是文学“复魅”的绝佳时机。 

2. 新媒体时代“文学将死”的双重内涵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李敬泽先生在一次专访中曾提出“没有敞开的姿态，

文学是将死的”[1]。此处的“文学将死”应具有双重内涵，不仅是传统文学式微，新媒体文学同样面临

种种问题。 
传统文学内在动力不足导致生产力萎缩，优秀作家断代，优质作品市场紧缩。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坎坷，21 世纪前十年，互动文本时代风靡，最早打破了作者与读者身份界限，只

要有创作的冲动就可以实现，且创作出的文本不会被置于文学体制中，或走向大众化，或走向个人化，

都是创作者的选择，任何人不能凌驾于其他创作者之上，“彻底抹去‘文化控制者’精神特权阶层”[2]。
2009 年 8 月 14 日，新浪微博上线，开启了碎片化阅读的“微博时代”；2012 年微信推出公众号功能，

新媒体文学形式至此初具规模。文学此时出现了以市场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现象，文学不再服从作家意

志观念，媚俗于读者变成群众性的、可操作的文本。相较于传统文学主要刊登在报刊杂志、纸质书籍上，

其发布形式本身较为“学院派”，新媒体文学则在年轻群体之中更有市场。参考“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及其作家名单，《北上》的作家徐则臣，年纪最小，1978 年生人。参考“第 13 届作家榜”[3]，
上榜 90 后作家仅双胞胎作家之一的苑子豪一人。而“2018 年中国 90 后作家排行榜”[4]榜单前十名作家

均未登上作家富豪榜。由此可见，青年作家，尤其是 90 后新锐作家，尚未成为传统文学市场主力，并且

该群体较大倾向于新媒体文学创作，因此传统文学作家断代。优质作品市场紧缩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学作

品与新媒体文学作品巨大版税差距上。“第 13 届作家榜”前三名作家刘慈欣、余华与大冰，版税共计

4850 万元，而对比“2017 年网络作家排行榜”[5]，排名第一的唐家三少一人版税高达 13,000 万元。由

此可见新媒体文学的市场利益是巨大的，而传统文学进入市场流通急需转型。 
新媒体文学创作同样面临困境。新媒体文学是网络文学与瞬时文学的总和。前者是指以网络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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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读者可以追踪作者整个创作过程并即时互动的文学；后者是指依托网络，但主要发布于微信订阅

号、新浪微博、QQ 空间、Lofter 等平台，阅读时间较短的“类文学”。新媒体文学内部的区间分类并不

绝对明确，网络文学与瞬时文学也会相互渗透。网络文学作家并不局限于单一文学网站创作，也会在微

信公众号、微博长文区，Lofter 中进创作连载。瞬时文学通过梳理脉络整理成文，也会发布于文学网站，

甚至创作成微电影、广播剧等。新媒体文学困境来源于其自身特征：主要发布于网络，写作特征多元，

无法笼统归于某一文学流派，套路式行文，往往猎奇题材先行，同期会出现大量模仿作品，如“穿越题

材”“玄幻题材”等，海量云内容存在知识产权判决困难的问题；碎片化程度高，便携性强(微信订阅号

推荐字数为 800~1500，阅读时长 15 min 左右，微博平台限定普通用户内容发布不超过 140 字)，因此共

享程度高，交互性强，读者可随时针对作者发布的内容进行评论表态，读者与作者容易受制于舆论领袖；

文字风格多元，或通俗易懂，具有强白话性，或形成高度浓缩、别具一格的“文青”语言模式，符合快

节奏的阅读习惯，但是夸张吸睛，故意设置冲突机制的表达风格实际上并无内涵。除此以外，部分新媒

体文学内容低俗，文学失去创作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沦为低俗文化的附庸。依据 2018 年 6 月至 8 月，全

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署整治网络文学专项行动数据，针对提供网络文学业务的网站、

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全面排查和多轮次检查，各地共查办网络出版行政和刑事案件 120
多起，责令整改网络文学经营单位 230 余家，封堵关闭网站及账号 4000 余个，查删屏蔽各类有害信息

14.7 万余条[6]。 

3. 文学超克的意义与途径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都面临发展困境，因此二者都需要进行超克。只有当自身超克

至充盈，才能反哺另一方，最终使得文学整体得到长足发展。 
传统文学需要超克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以及新媒体文学创作门槛低包容性强的特

征，使得新媒体文学的作家阵营、读者群体以及创作作品数量，均以令人惊叹的巨大增幅涌向文坛，以

井喷式的高产谱写了文学的“海量神话”，创造了巨大的文化关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
日发布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8.29 亿，其

中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43,201 万人，网民使用率高达 52.1% [7]。《斗破苍穹》、《吞噬星空》、《斗罗

大陆》等热门作品的点击量均以数千万计，传统文学在市场占比目前以及将来都会不断受到新媒体文学

制约，急需寻找发展出路。 
另一方面，传统文学超克的意义在于为反作用于新媒体文学奠基。社会广泛认为新媒体文学作用于

传统文学，导致上述“文学将死”乱象的产生，将新媒体时代判为文学的“刽子手”。然而应当意识到，

传统文学也反作用于新媒体文学，新媒体文学创作者不被文学主流评论家认可，大部分文学评论家认为

新媒体平台生产的内容并不能称为“文学”，只是“文本”。新媒体文学自身也为了与“更高级”的传

统文学区分而选择流俗。传统文学的魅惑状态致使“文学”被高雅化，文学范畴收缩，新媒体文学被拒

之门外且向反方向行进。新媒体文学发展并非一个自然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

而是在与传统文学拉扯中形成的。如果文学的大门不能彻底敞开，新媒体文学始终在门外徘徊，就无法

被传统文学反哺，阻碍解决“文学将死”乱象的进程。 
而传统文学对自身进行超克，首先就是要“祛魅”。“祛魅”即消解文学之于读者的神秘性、神圣

性和魅惑力。新媒体文学之所以受到大众追捧，正是因其具有交互性，人人皆可写作。而新媒体时代文

学将自身规训在传统文学领域，孤芳自赏。传统文学需要脱掉“高冷”的外衣，表露朴素的价值观。及

时做出调整，使作品回归现实，深入浅出表达丰富内涵，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然而也应注意，“祛魅”

并非要文学流于平庸，只是让文学走下神坛，不再卖弄高贵，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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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统文学还需要向比较文学领域漫溯，进行跨学科研究。传统文学可以与不同学科进行对话。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学首要与新闻、传播、新媒体对话[8]。依托新媒体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发展平台，将

传统文学推向大众。比如腾讯微信读书、网易蜗牛读书、豆瓣读书等 APP 不仅有网络小说，还有名著经

典，将新媒体文学碎片化、信息化的模式复刻于传统文学，传统文学内涵并不会改变，只改变了发行形

式与阅读习惯。纸质文学被高贵化，实际上内容并不一定优质，同理，碎片化并不等于劣质，碎片内容

若能做到高质量，那依旧传承了传统文学优秀内核。传统文学从未离开，只是被边缘化，新媒体就提供

了一种令传统文学再度回归大众视野的可能性。但是应当注意文学“跨界”并非漫无边界，防止新媒体

保量不保质、低俗媚俗文化回流传统文学。因此还需要在敞开的大门内加一道槛，加强新媒体审核监管

机制，提高惩处力度，使得操纵新媒体的黑手无可作为更无处遁形。 
除此以外，新媒体文学也不应只顾迅猛发展不顾解决隐患，其中最大的隐患便是知识产权维护困难，

其原因归结于抄袭手段简单且成本低。仅淘宝首页搜索“自动写作软件”，就有 15~498 元不等 23 款商

品推荐，其中销量最高当月 59 人购买[9]。2019 年 5 月 8 日上午，北京市昭阳区人民法院为期 2 年的《锦

绣未央》侵权首案宣判。被告周静(笔名“秦简”)侵权成立，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偿原告沈文文(笔
名“追月逐花”)经济损失 12 万元以及维权开支 1.65 万，共计 13.65 万元[10]。小说框架、主人公设定、

部分情节、甚至许多肖像、神态的细节描写，也遵从“拿来主义”。这部集合了当今所有网文抄袭手段

的“拼凑文”凭借 IP 改编成影视剧、同名手游等赚得盆满钵满后仅赔偿 13 万。实际上这并不是个案，

早在 2016 年以前《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大 IP 就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但是网络文学维

权无门，上诉结果遥遥无期，许多作家选择沉默隐忍。针对该现象，相关部门需加强外部监管，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 46 条、第 47 条的规定，凡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有不符合法律规

定的条件，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即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11]。网络著作权内容侵权一

般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网页内容完全复制；二是虽对其他网页的内容稍加修改，但仍然严重损害被

抄袭网站的良好形象；三是侵权人通过技术手段偷取其他网站的数据，非法做一个和其他网站一样的网

站，严重侵犯其他网站的权益。但是可以窥见的是，我国网络文学知识产权保护尚存漏洞，如何定义抄

袭，文本商用以及非商用是否影响判决，相似相同内容占比几何可以判定为抄袭，影视抄袭文学是否涉

及抄袭等。尤其是要加大对于抄袭的惩处力度，做到让作家不敢抄，不能抄，不想抄。除此以外，也可

以参考瞬时文学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例如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平台本身具有查重机制，申请了原创的文案

受系统保护，长文与推文的图片和段落文字中内容若被其他平台内作者抄袭，大数据判定后会进行云端

处理，抄袭者则必须删除推送。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在抄袭者手中是违法的工具，但是如果可以善加

利用，科技就可以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屏障。 
伴随新媒体互动性文本产生的舆论领袖也是桎梏新媒体文学发展的诱因之一。新媒体时代，文学创

作日益读者中心化，但是作为读者群体只能对既成的文本进行评论，并不足以动摇文本乃至文学走向。

此时，读者群中一小批深刻了解读者阅读心理的一小批人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我们称之为舆论领袖。普

适意义上，舆论领袖是指在某个领域具有话语权的，运用话语技巧，影响该领域内相关群体态度或者行

为的少数人。他们可能是新媒体技术的发明者，于他们而言，该技术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选择，也是他们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但改变了生存与生活资料，更改变了

思维。他们也可能是信息本身，大数据背景下，不是使用者选择了数据，而是数据流向了使用者，数据

的增迭形成舆论，人们所了解到的权威信息不过是数据的二次传输。但是数据背后应当还有人为操控，

流通的数据一端连接被接受方，读者，另一端就应当是利益的获得者。因此具有读者与作者双重身份的

舆论领袖们的发言甚至可以影响作者整个创作过程，从作品的主旨构思，情节发展到人物性格塑造等方

面。这个模型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因素，比如舆论领袖之间也会产生意见分歧，此时读者群由舆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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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缔造者沦为舆论领袖的教徒。舆论领袖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会以代表群体为借口，实则发表个人意见，

此时水与舟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舆论领袖会加剧固化身份，宣称代表群体意见，扭曲内容，而群

体中每一个因子此时都陷入了以为舆论领袖代表群体其他因子意见的圈套，并且读者很难意识到他们对

于创作的干预是有限的，使得作品发生巨大改变的潜藏在作品背后的利益获得者之一就是舆论领袖。读

者中心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读者在未察觉的情况下被利用，最终作品满足的并不是读者的意愿，而是

舆论领袖利益的达成。为了保持新媒体文学自身的活力与生机，以免舆论领袖控制新媒体文学，首先需

要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大 V 审查力度，比如过滤恶意评论的营销号以及同质内容；与此同时，读者与作者

也应当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判断评论的有效性，作者整合有效意见对作品内容进行取舍，读者依据

自由意志发表观点，避免人云亦云。 

4. 新媒体时代反哺的意义与途径 

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超越自身后还需要反哺彼此，最终二者在对立中统一，使得文学整体得到发展。 
传统文学对新媒体文学的反哺需要明确两个问题：反哺什么和如何反哺。 
第一个问题可以化解为传统文学之于新媒体文学的优势： 
传统文学在艺术取向上具有优势，比如鲁迅的杂文深沉凝练，徐志摩的诗歌至情率真，张爱玲的小

说细腻悲凉等。相较于传统文学，新媒体文学作品缺乏审美，作家缺乏个性，内容同质化程度高，密集

模仿创作，甚至导致无法形成衡量抄袭标准；作家个人创作僵化，复刻“爆款”，比如《花千骨》作者

Fresh 果果陆续创作的《琉璃般若花》《脱骨香》仍旧跳不出“师徒虐恋”的范式；作家为吸引读者，常

进行毫无逻辑的书写，比如“咪蒙”的标题“我年薪 20 万，却活得像条狗”“我有超能力，这几年才确

诊的”“情！绪！是！会！影！响！智！商！的！”[12]，语出惊人却没有深度；人人皆可写作导致写作

更看重个人情感书写，贩卖焦虑居多。因此，传统文学应当引导新媒体文学注重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艺

术化和品位化。 
传统文学在精神内涵上具有优势，比如“五四时期”，文学强调现代性，因此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先

锋意识的优秀作家与作品，传统文学的精神内涵可以引领时代走出人性的困境。浮躁的新媒体时代需要

也必须沉淀，在物质冲击精神的时代，重经济效益不重文化内涵，出版商、作家趋利，为读者意趣所牵

制。因此，文学创作必须要打破“物质至上”的社会观念，倡导新型主流价值观，让文学创作者端正自

己的创作动机，摒弃功利之心，由纯粹的“读者主导型”变为“读者为中心，作家为主导”的良性创作

模式，传达正能量价值观，影响市场消费者的阅读取向。 
传统文学在社会价值上具有优势。文学审美功能包括审美愉悦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

审美愉悦功能，表现为精神的享受和审美的愉悦。审美认知功能则表现为社会、历史、生命或者自然的

认识，展现现实面貌和人生百态。审美教育功能表现为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因此文学承担

了美化、描写和启蒙的作用。但是新媒体文学“误入歧途”，娱乐功能被泛娱乐化，认识功能放大负能

量情感与事件，教育功能变成煽动民众情绪，传达错误的价值观。传统文学应当为新媒体文学阐释正确

的审美功能，使其发挥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 
传统文学反哺新媒体文学需要从内外两个维度展开。 
从内部因素，1) 内容上，传统文学具有时代性，引导读者关注社会问题。例如 19 世纪中叶维多利

亚女王时代前期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始终以写实笔法揭露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卑

琐、凶残，满怀激愤和深切的同情展示下层社会，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悲惨处境，并以严肃、慎

重的态度描写开始觉醒的劳苦大众的抗争。实际上，新媒体文学时效性更强，话题热度更高，如果能加

以正确引导，聚焦时代热点，而非过度关注虚无世界的想象，相较于传统文学，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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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比如“家暴”“PUA”等热点话题就是先从新媒体文学中沸腾，主流媒体进一步聚焦，不但提高了

民众的关注度，而且加深了民众对于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民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但是要遵从适度原则，

新媒体是时代“利器”，而不是“戾气”，不能彻底沦为宣泄个人愤懑和煽动民众情绪的工具。2) 题材

上，新媒体文学看似题材天马行空，较传统文学更具有想象力和创新性，但实际上题材雷同，模仿、抄

袭恶行不止，所以新媒体文学可以从传统文学中“考古”，挖掘经典题材，大众偏好会被时代铭记。新

媒体文学形式多样，可以丰富文学范畴，沉淀后也可以变成优秀文学，成为十年乃至五年后的“传统文

学”。诸如《盗墓笔记》系列，《三体》系列，《龙族》系列等主题宏大，日趋成熟，具有大批拥趸，

或类比上世纪末金庸、古龙等作家的作品成为本世纪“新经典”。 
从外部因素，1) 作协等传统文学主流组织牵头，吸引网络文学作家向传统文学阵营靠拢。比如被委

任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唐家三少，其作品题材也逐渐从玄幻修真转向

现实生活，写作风格也越发严谨。2) 出版界放宽对于新媒体文学出版的要求，优秀的新媒体文学也应当

出版普及。同时，新媒体文学由网络转移到纸质也会不自觉向传统文学靠拢，适度变化以趋向经典，如

金子的《梦回大清》(精装版)改版颇多，从题目到人物、叙事、修辞，较网络版有所提升[13]。 
新媒体超越自身后也可以反哺传统文学，较传统文学而言，新媒体文学的优势在于以下几点。1) 开放

性：创作门槛较低，只要具备开放网络的移动设备以及相关软件，即可发表内容，除网站签约作家，大部

分新媒体文学创作者可以跳过编辑与校对的环节，自由发表，因此新媒体文学对于所有网民都是开放的，

且对比传统文学出版流程，新媒体文学创作成本降低，作者无需缴付版税即可发表内容；2) 交互性：共享

程度高，读者可以及时针对作者的作品发表评论，参与感更强，同时作者也可以根据读者的意见适当调整

内容，盘活静态的文学，赋予文学更强的生命力；3) 便携性：新媒体文学依托网络技术，作者与读者只需

通过移动电子设备即可随时随地写作与阅读，便于作者积累整合灵感，也便于读者随时查阅。 
新媒体文学反哺传统文学主要从时空两个维度围绕新媒体技术展开。 
空间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multilingualism on Internet”大会上提出，互联

网的文化多样性在促进公平、开放和包容的知识社会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14]。无法使用互联网络及其

资源的小众文学肯定会被边缘化，因为传播的机会有限，而这正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原则上，

当某些技术条件得到满足，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到位时，互联网对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开放的。随

着 5G 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速度越发迅猛，大大缩短了空间带给传统文学的阻隔。远在大洋彼岸的作

家最新作品一旦上传到网络，我国的读者也可以第一时间进行阅读与评论，甚至可以将各国语言依托网

络技术进行翻译，做到无障碍阅读。 
时间与空间两端顺序颠倒一下，文学随着时代更迭而变换，也曾为过去写作，也会为未来写作。新

媒体文学并非传统文学的刽子手，文学是人类记忆的复刻，新媒体文学就是当代历史最好的记录载体。

依托网络，传统文学可以更好地保存，比起千百年前由前辈们代代相传，传承过程中还会产生偏移，互

联网就像一个隐性的巨型图书馆，文学上传到云端后就可以及时保存，读者需要“借阅”时也只需要在

搜索引擎中查找，方便快捷。 
俯瞰寰宇，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分享世界各地多元信息和知识的各种机会。呈

现在网络空间的文学不应只是主流语言文学、名人伟人著作，应呼吁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文学融媒体”

建设中来，使其成为文学的培养皿，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更便捷的交流手段、更包容的展示平台。

所谓“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新旧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

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15]。“文学融媒

体”要做到的就是充分利用媒体手段，从文学构思–创作–传播–交互–再创作(以影视作品等形式表达)
五个环节为文学服务。当代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互联网横亘在新媒体文学与传统文学中间，致使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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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新媒体文学互斥，实际上这是一种狭隘的定义方式，一切非新媒体文学即为传统文学，忽略了文学

自身也具有时代性，文学只是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然而其内核仍在。文学欲谋求更强的生命力，就需要

衍生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新态势，围绕文学“去中心化”的主题，加强文学以多种形式进行互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工作势在必行，“文学 + 媒体”模式建设将成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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