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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学者，张
丽军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乡土文学研
究。他对百年中国乡村变迁的追踪
与认识、对乡民的深切关注与共
情、对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审美变迁
的考察与研究等，熔铸在自身的生
命和情感体验中。他最新的学术专
著 《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
象》，在百年中国历史、社会、文化
的广阔时空中，审视中国乡土文学
历史变迁，遴选具有代表性的乡土
文学作家作品，结合最新研究成果
对其进行阐释，将学理性与研究者
自身的情感温度相结合，形成了一

种“有情”的乡土文化诗学。
《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

象》 中，作者注重从社会与文学的
双向互动角度考察作家作品。乡土
社会和文化为乡土文学提供创作土
壤和基础，乡土文学是建立在乡土
社会基础上的审美想象。百年乡土
文学的审美变迁，离不开百年乡土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研究方
法是切中要害的，也是乡土文学研
究的应有之义。作者从鲁迅写起，
到当下的 70 后乡土作家的最新创作
为止，每个阶段选取最具代表性的
作家作品展开研究。从该书每一章
节的标题可以看到，作者提到最多
的就是乡土文学与中国文化、文明
之间的关联。百年来，从延绵数千
年的乡土中国到今天的现代中国，
其间经历的荡气回肠、波澜不惊，
都在百年乡土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烙
印。从文学触及文化的研究方式，
是该书的特色之一。

《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

象》 中，作者将自我生命经验和情
感体验融入研究，是他“有情”的
乡土文化诗学的显著特征。从作者
的研究对象和书写语言可以看出，
他总是能将自我生命体验和乡土文
学阅读体验融合在一起。正是有了
个人生命体验的注入，他的研究具
有了个性。作者首先关注的是乡土
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真现
实、真问题，特别是反映在乡土文
学中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的
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特别是情感世
界的变迁，是作者阐释的抓手。鲁
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老中国儿
女”形象，赵树理笔下的“地之
子”们，新中国成立初期乡土作家
塑造的“农民新人”，改革开放后具
有主体意识的农民形象，新世纪以
来的农村新人形象……作者在书中
选取这些重要时间节点的典型形象
加以分析，背后是对农民现实及其
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注。此外，该书
的语言饱蘸情感，这种将自我情感

投注到乡土文学研究中的做法，既
鲜活生动、易于传达，又让学术性
的研究变成了“有情”的研究。

《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
象》 中，作者将文本细读与理论深
化巧妙融合。作者探究乡土文学的
审美变迁，手段是用当下的前沿研
究成果去探索文本细部。百年乡土
文学不同时期重要的乡土作家及其
作品，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
及，从鲁迅、王鲁彦、许杰、师陀
到赵树理、柳青、高晓声、张炜、
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再到梁
鸿、刘玉栋、叶炜、付秀莹等作
家，作者几乎都用了专门的章节予
以充分阐释。此外，作者既借鉴当
下中西方乡土文学研究界的诸多最
新研究成果，又将中外文艺理论巧
妙运用其中，使得相关研究既具有
理论深度，又能贴近中国乡土文学
演进的实际。

概言之，张丽军“有情”的乡
土文化诗学，也可用“贴着地面飞
翔”来形容。这里的“贴着地面”
就是要用文本说话，“飞翔”就是研究
的深化和升华。当然，支撑这种飞翔，
离不开研究者浓浓的乡土情结。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为发挥优秀作品导向作用，在
文本质量、IP 改编、国际传播、队
伍建设等方面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近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中心在广东广州发布中国网络文
学影响力榜 （2022年度）。

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和读者
线上投票产生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
力榜 （2022 年度） 分为网络小说
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人
榜 4 部分，29 部网络文学作品和 8
位新人作家上榜。来自全国各地的
网络文学作家、评论家、平台负责
人、文化产业行业代表等近 300 人
参加发布仪式。

本次评审突出主流化、精品化
创作导向，同时关注作品海外传播
情况。网络小说榜上榜作品中，《关
键路径》《上海凡人传》等作品紧扣
时代脉搏、书写现实生活；《我们生
活在南京》《夜的命名术》等展开绚
丽想象，探索科幻题材边界。IP 影
响榜上榜作品题材多元、类型丰
富，电视剧 《小敏家》、网剧 《开
端》、动漫《星域四万年》等，全方
位展示网络文学影视改编潜力。海
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充分展现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星汉灿烂，幸甚至
哉》《光阴之外》等传递中华传统文
化魅力，“出海”多个国家和地区，
引发外国读者共鸣。新人榜上榜作
家平均年龄28岁，创作潜力大，创
新能力强。

网络小说榜上榜作品 《关键路
径》 作者匪迦，另一个身份是航空
航天业从业者，他的 《中国，起
飞》《北斗星辰》《关键路径》 等是
聚焦这一领域的现实题材作品。《关
键路径》 聚焦国之重器，基于作家
自己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讲述国产
大飞机诞生故事。他表示：“文学首

先是自身体验和经验的表达，网络
作家创作自己有亲身经历或较为了
解的题材，无疑更得心应手。现实
题材过去在网络文学中比重较低，
未来的网络文学世界当中，一定会
有更多现实题材作品涌现。”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
弘介绍：本次榜单推介的优秀作品
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创作品质明显
提升，题材结构更加优化，现实题
材创作深度、力度不断加强，科幻
题材佳作频出；二是 IP改编类型日
益多元，微短剧等新兴视听产品进
一步拓宽 IP 产业链；三是在网文

“出海”大潮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作品取得突出成绩，圈粉众
多海外读者，国际传播效果凸显；
四是“Z世代”渐成创作主力，新人作
家结合最新前沿科技进行创作，为行
业发展带来新面貌、新气象。

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 《宇宙职
业选手》 融合灵气复苏、生命进化
等创作元素，以奇特的故事架构吸
引了一众海外读者。其作者“我吃
西红柿”创作的 《盘龙》《吞噬星
空》《星辰变》 等作品被翻译为英
语、印尼语、马来语、西班牙语、
朝鲜语、日语、泰语等语种，部分
作品在海外出版实体书。他表示：

“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搭建的网络小说
世界，令外国读者感到新奇，沉浸
其中。他们可以借此了解仁义礼智
信等中华传统价值观、‘君子一言，驷
马难追’等处事原则、阴阳五行和八
卦等中国元素。”

发布仪式当天还举办了粤港澳
大湾区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研讨
会，多位网络作家、网络文学平台
负责人、网络文学评论家围绕网络
文学高质量发展、“出海”、IP转化
等进行了研讨。

▲王蒙在“春天一堂课”讲座现场。
王纪国摄

▶电视剧《人世间》剧照。 资料图片

作品“出圈”——

衍生文化热点

文学文本一直是影视作品取材
的重要来源，从古典名著到现当代
名家名篇，不少都曾被改编为电
影、电视剧，成为影视经典。但换
个角度看，这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

“路径依赖”以及从输出端到接受端
的单向模式。随着网络媒介以及弹
幕、微评、短视频的流行，文学文
本转化为影视的范围、过程、方式
及其效果早已溢出既定模式，打破
了“输出”与“接受”间的藩篱。
在高度参与性、代入式的新媒体时
代，文学作品借助影视“出圈”也
带有一种再创作的化合效应，有效
吸纳了跨领域、跨身份的新生代语
言与生活体验，并由此衍生出新的
文化现象和热点。

梁晓声的小说 《人世间》 2019
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到文
学界认可，然而它成为一个跨年
龄、跨代际、跨专业的作品被广泛
热议，则是到 2022 年由其改编的同
名电视剧在卫视和几大视频网站热
播。制作团队的精良制作和多位演
员的出色演绎，使这部历史跨度近
60 年的严肃文学转化为被各年龄
层、成长经历各异的网友“一刷再
刷”的大众文艺。在“全家‘聚
看’《人世间》”的过程中，剧情和
不断涌现的弹幕，沟通了长辈和晚
辈的年代记忆，弥合了家庭成员间
的代沟。《人世间》 的现象级播放，
也让“严肃文学”与“大众文艺”
的标准悄然变化。再如热播剧 《大
江大河》，改编自阿耐的网络小说

《大江东去》，讲述的是几位不同身
份的年轻人在转型年代的奋斗故
事，彰显出拼搏创新的时代精神。
其主旋律题材、“网文”发表方式以
及跨媒介的传播效应，昭示了文学

“出圈”与化合的多样可能。前段时
间广受好评的剧集 《漫长的季节》

以悬疑剧方式讲述东北往事，片名
出自作家班宇的小说，“打个响指
吧”的诗句，亦使整部剧弥漫着文
学的隐喻与情致。尽管“悬疑推
理”近来在各大视频网站成为新的
流行爆款，但吸引大众的与其说是

“本格推理”的解谜游戏，毋宁说是
文学固有的、能让大众移情与共情
的现实主义内核。

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所注视
和反映的本就是生活的细节、历史
的变迁、人间的悲欢，这种穿透所
有圈层的现实关怀和心灵深度让文
学从一开始就有了“出圈”的势
能，而新媒介的化合让这种势能变
为现实，并创造了“输出”与“接
受”间的双向互动。

作家“出镜”——

更新传播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启蒙式
的，与救亡图存、启迪民众的历史
使命紧密相连，因此经典作家的形
象多是屹立于文学与文化史上的严
肃面孔。在新媒体时代，伴随数字
媒介、网络文化成长起来的“Z 世
代”已成为各信息平台的主力，信
息共享、即时参与、多元互动不仅
是年轻一代熟悉的互联网特质，更
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交方
式。多元、活泼、平等、放松的姿
态和文化氛围使其围绕经典作家的
阅读、评价、交流与再解读，融入
了日常化的生活情境和鲜活的个人
视角。于是，经典作家的形象也不
再是颇有距离感的教科书式人物。

以鲁迅为例，在 B 站，鲁迅是
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之一；微博
上，鲁迅也有自己的“超话”；在小
红书上，鲁迅的经典语录被嵌套进
不同的场景；能检索“鲁迅说过的
话”的鲁迅博物馆在线检索系统走
红后，一度因访问量过大而崩溃。
年轻一代眼中的鲁迅，在自媒体平
台上成为“金句王者”“亚洲第一梗
王”“世界上马甲最多的人”。他笔
下的阿 Q、闰土、孔乙己等小说人
物也被置于新的时代语境。鲁迅作
为伟大的思想家和经典作家，固然
是我们仰之弥高的一座高峰，但年
轻一代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接
入鲁迅作品的入口，碰撞和激发出
新的文化形态。

当下活跃的作家也褪去神秘，

以接受访谈、参加综艺、现身公众
号或视频号等方式主动来到镜头
前，将与文学相关的一切呈现给观
众。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活动
中，王蒙的“春天一堂课”让线上
观看的网友大呼过瘾；高分综艺

《我在岛屿读书》 没有设置过多噱
头，在余华、苏童、西川等老友们
或激扬或沉静的聊天中，处处是文
学 ； 央 视 纪 录 片 《文 学 的 故 乡》
中，莫言、阿来、贾平凹、迟子
建、毕飞宇重返他们的故乡，为网
友带去有关文学与故乡的独到思
考；贾樟柯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
蓝》 在沉静而略带忧伤的格调中，
探寻城市与乡村、个人与历史的变
迁。在各类视频画面中，网友捕捉
到的还有作家鲜明的个性、情状以
及“萌点”“笑点”，被截屏制作的
余华、莫言表情包四处流传；多次
参加演讲、脱口秀的刘震云被称为

“被写作耽误的段子手”……从作品
的“出镜”到作家的“出镜”，一定
程度上内置了粉丝对偶像的观赏逻
辑，也产生了文学“破圈”传播的
新形式——由从作品到作家的阅读
逻辑，变为从对作家个人的欣赏导
向对其各类作品的兴趣和鉴赏。公
众与作家、与文学的距离在拉近，
对作家而言也是好事，它使后者更
能充分感知不同群体和受众的生活
状态和审美取向，从而借此接通现
实，修正创作。

“出镜”作为联通的中介，带来
的是“老”作家踏出舒适区，“新”
读者打破信息茧房，实现双向“破
壁”的契机。

文学“出海”——

吸引国际目光

新媒体时代，文学不仅在跨媒
介、跨代际、跨圈层的过程中开拓
出新空间，更以其开放姿态生成了
一道跨越多元文明的新风景。随着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入展开，在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方
面，文学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中
国文学“出海”风帆浩荡，风景万
千，让世界看到了更为多样、有
趣、美丽的中国。2020 年 4 月，英
国 BBC 推出纪录片 《杜甫：中国最
伟大的诗人》，讲述杜甫的生活与诗
歌，并谈到“世间有但丁，有莎士
比亚，还有杜甫”。在世界面临疫情

共同挑战的时候，人们看见中国古
代诗人走出东亚文化圈，为更广阔
的群体提供精神慰藉，这既彰显了
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也展示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文学的
独特意义。

继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2015 年刘慈欣凭 《三体》 获得
雨果奖、2016 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
徒生奖，近年来中国作家在海外频
频 获 奖 ， 吸 引 了 更 多 国 际 目 光 。
2014 年，麦家的小说 《解密》 推出
英译本，在亚马逊销售榜单上位列
世界文学排行榜第 17 位，成为国际
畅销小说，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作品
在海外广受欢迎，同时显示了在谍
战、悬疑这个西方文学擅长的领
域，中国作家独具的精彩构思和智
慧。2018 年，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
传》 推出英文版，吸引了西方诸多
媒体和读者的关注。在全球化语境
下，承载着中国古典浪漫、侠义精
神的武侠小说正在引发世界不同文
化背景人群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网络文学
“出海”规模颇为可观，据《2022中
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统计，该年度

“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亿元，累计向
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万余部……海
外用户超过 1.5 亿人，覆盖 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培养海外本土作者 60
余万人”，有人甚至将中国网络文学
列为一大奇观。目前中国网络文学
已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和 IP 运
营生态链，它不仅以充满想象力的
故事、题材、架构、叙事吸引海外
受众阅读、翻译、传播和催更，其
业态模式也被关注和借鉴。从文化
传播角度看，中国网络文学“出
海”已从主动输出变为海外受众自
发追随、由衷喜爱的内驱模式。

中国文学的“出海”，不仅是中
国文化跨越国界的文化传播实践，
更让中国作家有了从“到世界去”
变为“在世界中”的切身之感。其
中既彰显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关注
度，也包含了对“中国与世界”想
象方式的转变。海外读者的热情说
明，中国文学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达
收到了有效回应和情感共鸣。

“出圈”“出镜”“出海”作为近
年来的典型文化现象，是新时代文
学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其紧贴受
众、联通中外的经验，值得我们进
一步总结。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

中国作协推介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中国文学开拓发展新空间
张 欢

建构“有情”的乡土文化诗学
田振华

建构“有情”的乡土文化诗学
田振华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
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闭幕仪式暨

“十月文学之夜”交响音乐会在北京
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

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作为
2023北京文化论坛的配套活动，开
幕以来，近百场文化活动线上线下
立体呈现，王蒙、李敬泽、莫言、
阿来、邱华栋、孟繁华、白烨、刘
亮程、黎紫书等近百位知名作家、
评论家、学者与文学爱好者们一
起，共赴首都文化盛事。

本次“十月文学之夜”交响音

乐会分为“筑梦”“逐梦”“圆梦”
三大篇章，《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平凡的世界》《雪城》《渴望》《贫
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

《大河》等众多名家名篇改编成影视
或舞台作品的经典音乐，经过重新
编配，以交响音画的形式，由北京
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
联袂呈现。

本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以交响音
乐会的形式闭幕，使文学与音乐珠
联璧合。对文学经典进行跨界演
绎，给观众带去全新视听体验。

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闭幕

近年来，文学与
影视、网络媒介相互
介入，跨界融合，不
断显现出新的文化活
力，开拓出新的意义
空间。文学作品的

“出圈”、知名作家的
“出镜”、中国文学的
“出海”表现抢眼，
这些颇具代表性的文
化现象正重新诠释文
学与生活的内在关
系，在作品与创作
者、接受者、消费者
以及传播媒介之间建
立起新的紧密联系，
极大丰富了大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网络世界网络世界文学观察 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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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29日，中国作家协
会“作家活动周”在京举行。本期

“作家活动周”以“新会员回家”为
主题，聚焦具有一定创作实力的
2023年新会员。来自全国各地的45
位新会员代表今年新加入中国作协
大家庭的1203位新会员参加活动。

10月27日上午，新会员入会欢
迎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
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张宏森指出，希望通过“作家
活动周”，切实凝聚起“文学一家
人”的情感力量，建设温馨和谐的
作家之家，增强文学发展的生机活
力，让更多怀抱文学梦想的写作者
成长成才。

几天时间里，新会员走进中国
现代文学馆，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
波澜壮阔的历史；听刘心武讲授

“入会第一课”；与名刊名社负责人
交流；走进中轴线，体验北京历史
和中华文明；听谢冕等老作家分享
心路历程，重温文学初心；观看话
剧《杜甫》，感受“诗圣”的文人风
骨和家国情怀。

来自湖南长沙的影视编剧郭光
荣说，中国作协推动文学“跨界”

“破圈”的一系列措施，让他感到格
外兴奋。“新时代文学需要借助影视
的翅膀来腾飞，影视也必须要把优
秀的文学作品作为坚实的基础，二
者是相辅相成的。影视和文学的奇
妙组合，是产生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的重要途径。”

来自湖北武汉的“90后”网络
文学作家艾小图说，通过这次活
动，自己对文学创作有了一些新的
认识。在今后的创作中，她将更关
注现实题材，坚定自我表达，不盲
目跟风，多选取普通人作为主角，
让笔下的故事反映更多不同群体的
心声。

“感谢文学，是文学塑造了我的
人格，提升了我的思想，也让我培
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学生。”贵州警察
学院教授喻莉娟谈到，文学在自己
的生活和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参加这次活动更是让自己感
触良多。“这次学习的机会让我对写
作有了更深的思考，我将在加深社会
实践和向前辈学习的基础上，写出更
出色的作品，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我从小就对幻想类的文学影视
作品感兴趣，它们给我打开了另一
个全新的世界。”来自重庆的青年科
幻作家段子期表示，科幻文学可以
将时空尺度拉到无限远，大胆地去
探讨人类和文明的未来，但科幻文
学或许还没有完全利用好自己的优
势。“在创作理论的厚实度上，在表
现手法的创新上，科幻作家还需要
再积累，不断挖掘文学大家留下的
宝藏。”

吉林长春的儿童文学作家张紫
华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情况，笑称自
己是一个“追在野生动物后面的
人”。她谈到，长春是一座汽车城，
也是一座电影城，更是一座生态
城、一座文学城。她将努力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从自然生态保护的角
度，去反映发生在家乡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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