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2), 159-16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2025   

文章引用: 季燕, 朱逸渲. 解题与固本: 新媒体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境况思考[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2): 
159-163. DOI: 10.12677/wls.2022.102025 

 
 

解题与固本：新媒体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境况思考 

季  燕，朱逸渲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9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17日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元素，是当代中国守护的火种和承载的底气。如果扼杀中国现代文

学的发展使命，那么将不能支撑其在文学领域中一脉相承的作用。新媒体发展的垂直化和破圈化，不仅

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范式，对于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整合也意义深远。但是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在

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渠道同时，也逐渐显现其劣势。致思理路，厘清相应的困境和挑战，须基于研

究结论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传播新范式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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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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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fire that protects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onfidence it carries. If the development 
miss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stifled, it will not be able to support its consistent role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verticalization and breaking of circ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not only have opened up a paradig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hav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ow-
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has gradually revealed its disadvantages while broa-
dening the development channel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atio-
nale and clarify the corresponding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we must make suggestions and sug-
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radig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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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是当代民族和国家发展的价值追寻，是与世界文学交流、碰撞的有力武器。美国学者

希尔斯认为，“传统不仅仅是沿袭物，而且是新行为的出发点，是这些新行为的组成部分。”[1]习总书

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现代

文学的发展是非常曲折的。鉴于此，本文希望在新媒体背景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试

图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存在的困境，提出最终的应对策略，无疑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新媒体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文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文学这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新媒体境遇下，引

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华优秀文学的创新发展，而且对于激发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化的发

展都意义深远。首先，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新媒体技术的持续优化，是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维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媒体可以作为一种“黏合剂”，更便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媒体的紧密相连。其次，

新媒体技术在当今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密切贴合。紧跟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步

伐，积极传播文化自信，进而也能够维持中国现代文化饱满的生命力。就比如说如今的微博、微信、贴

吧等等，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能够快速、容易地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学，提高对中国现代文

学的认识。最后，一个国家如果失去文学自信，出现文学危机，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变成一盘散沙，人们

极容易受到一些消极态度的影响。因此，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也大大提升了国家软实力。目前，中国现

代文学作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学底蕴和活力。只有通过清晰认识对中国现

代文学发展的使命感，并采取实践，才能激发文文学自信的活力，进而使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更加广泛。 

3. 新媒体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困境 

当代媒介系统地更新发展，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的是生存机制。新媒体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是实

现新飞跃的必要条件，新媒体视域下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有助于民族文学不断全面发展。但任何事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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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性，新媒体可以从多个方面利用数据表现我国的时代精神和先进文学，并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脉相承。

让中国现代文学融入年轻一代的血液，但也面临着新媒体的多元化、开放性、隐蔽性对中国现代文学发

展所带来的冲击风险、弱化风险、消解风险等多重困境[3]。 

3.1. 新媒体的多元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冲击风险 

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当今我国的主流文化。在多元背景下，发展中国现代文学

已经成为文学自信弘扬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媒体通过独特的风格和多元的形态，为中国现代文学发

展提供了多种渠道和更有魅力的方法，但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例如，由于新媒体缺乏对庞大的信息

进行严格的监督，致使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杂音”，冲击着了对文化自信的认同感。新媒体

时代，青年一代是思想活跃的群体，很容易受到各种偏激理念的影响。尤其是新媒体的多种渠道，稀释

了青年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传播，同时也让当代青年学生接触到更多落后的内容和信息，阻碍其

接受更多科学的思想洗礼，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更好地传播发展。新媒体的发展方兴未艾，多元文化冲

破阻碍，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对其思想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保持正确的文学

观，是抵抗新媒体的多元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冲击风险的有效途径。 

3.2. 新媒体的开放性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弱化风险 

新媒体开放性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发挥出自己的探索精神和学习能力，但是也会受到新媒体跨文化、

跨平台信息的负面的影响。在新媒体环境下，西方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其容易

误导青年一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信仰。此外，新媒体的开放性便利了西方敌对势力借助互联网平台对我

国进行负面评论，试图瓦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更新换代频率逐渐加快，传统

交流思维和传统媒体的传统模式逐渐瓦解，甚至可以看出个人学习习惯差异和新媒体终端使用频率的差

异，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新媒体传播时的低效。此外，对于教师个人来讲，他们是青年学

生的指路明灯，但如果他们受快速发展的社会的影响，导致价值观混乱，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的萌

芽也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因此，孕育我国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弘扬新媒体正面力量，营造良好文化氛

围，是新媒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3.3. 新媒体的隐蔽性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消解风险 

新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学自信，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的不利因素。新媒体站在时

代发展的交叉口，隐藏在新媒体背后的利益链条使人们容易陷入被动意识。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新兴媒

体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消极思想，歪曲历史，诽谤英雄，让人迷惑，试图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微博、

微信等微平台上的“泛娱乐”现象正在摧毁社会价值，践踏人们的精神信念[4]。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

学生不仅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思考，而且会消解理想的生活价值和崇高的生活意义。由于新媒体的

隐蔽性，更多人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互联网上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积极的，也有消极

的，而反动性的舆论有侵蚀民族文学的风险，同时也加大了意识形态管理的难度，给校意识形态控制权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必然也会陷入困境。 

4. 新媒体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践方略 

历史证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往往都有文学的繁荣作后盾。因此，继承和创新优秀的传统文

学和现代文学，是消除文学劣等感、提高文学意识、恢复文学自信的有效方法。新媒体背景下，不同文

学和思想之间的输出和碰撞，有意识地迫使我国文学发展面临磨灭的风险，所以更需要加强发展新媒体

时代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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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文学导向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伟大的认识工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

种精神动力。”[5]面临文学的现代化转型艰难曲折的表现，可以用更加全面的方法去整合自身的文学素

养。如果没有正确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导向，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发展方向，

将可能出现文化不自信的消极场面。新时代社会观念更加多元化，强化马克思主义在多元化思潮中的防

御能力，是在实践中促进大学生文化自信融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深层的价值追求。发展中国现

代文学势必要紧跟时代的主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以文化自信为导向，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切实把好政治关和文学关。强化问题导向，坚持创作优秀文学作品，不断提升

自身文学素养。 

4.2. 运用新媒体引导发展中国现代文学 

新媒体技术的空前发展使得新媒体的应用不断扩张，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函提供了输出渠道。我们正

在逐步通过新媒体平台来引导中国现代文学健康地发展，并试图通过建立多层次矩阵，从传统媒体转变

新媒体，推广高品质的文学内容，让更多的学者加强对文学内容的理解和关心，进而加强中国现代文学

的建设。此外，发展中华优秀文学，抵制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掌握新媒体的特性，

培育人们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进程中，全面建设中国现代文学，进一步巩固文化自豪感建设。

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可以有效地提高文化自信，打破对传统文学思考的框架。一方面，我们要整合多种

文学交流媒体，形成协同效应，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能力，扩大文学领域，深化主体意识。另

一方面，将新媒体和中国现代文学有机结合，利用多种渠道，帮助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

提高对中国现代文学认同感，也高效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的力度。 

4.3. 培育主体自觉性 

要树立主体理念，加强中国现代文学素养，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并从总体上把握对中国现代文学

素养的认识。与此同时，提高正确认识使用新媒体平台，了解网络文学的能力，自觉承担起青年传承文

学的使命和担当，发挥中国现代文学传承主体作用，引导人们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出一份力[6]。在

培育主体自觉性的过程中，发挥以人为本的教育原理，可以提高人们的主体地位，培植主人翁意识。引

导其肯定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要培养人们学会去认可他人的主体性地位，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

更好地把控新媒体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动态。此外，还需积极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素养，用务实的

态度去采取行动树立文学自信心，切实增强主体自觉性，并按照现实考量，传播正能量，保障主流意识

形态安全，为引导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5. 结语 

通过新媒体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应该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目前，新媒体的多元化、开放性、隐蔽性对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带来多重挑战，而充分理解文学的成长特点，培育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实践战略，形

成强大的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文学观，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优秀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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