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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学发展的整体景观：
边界模糊与内部分化

王慧菊

（铁道警察学院 公共基础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３）

［摘　要］当前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景观，从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关系看，文学创作已不再仅是直接
地从现实世界中获取素材，而是在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的文化整体中与世界、生活发生联

系，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边界日渐模糊。文学已日益成为文化产业链条的一个环节，既从

文化产业的其他形式中汲取养分，又为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提供创意与内容支持。从文学体裁变

化角度看，表现为小说的一枝独秀、戏剧文学的独立、诗与歌的分化及散文的边缘化等，这说明，分

化和独立已成为当前文学体裁演化的重要特征。对文学而言，这种分化和独立虽意味着文学疆域

的缩小，但就艺术整体而言，这意味着艺术种类的丰富与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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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指出，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长篇小说呈现
出经典化写作向市场化写作的历史蜕变。［１］这也反

映了当前中国文学写作的整体变化。在由经典化写

作向市场化写作蜕变的过程中，文学的功能、文学与

文化的关系、文学内部各体裁的分化与发展，均表现

出与过去不同的景观。刘文辉［２］认为在市场经济

大潮中，文学的文学性、教化属性受到了严重冲击；

顾彬［３］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处于衰落危机中，当代中

国文学作家已失去对传统汉语知识的了解与对外语

的驾驭能力；张锋锐［４］认为在新的文化产业大发展

的浪潮中，文学在文化产业链中具有基础地位，文学

发展前景广阔。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文学

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足，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

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缺乏对中国文学的宏观观

照与理性分析，无助于全面地梳理当代中国文学的

发展脉络。为更加理性地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文学

的新变化及其现实意义，本文拟以宏观的、历史的视

角，从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演化及文学体裁

的分化入手，阐述当代中国文学市场化之后所形成

的整体存在状态。

　　一、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边

界日渐模糊，并逐步演化为文化产业链

的一个环节

　　在文学前产业化时代，或者说在文学、艺术的产
业属性未被自觉认识的时代，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

克和沃伦认为，“各种艺术（造型艺术、文学和音乐）

都有自己独特的进化历程，有自已不同的发展速度

与包含各种因素的不同的内在结构……我们必须把

人类文化活动的总和看作包含许多自我进化系列的

完整体系，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

这套标准不必一定与相邻系列的标准相同。艺术史

家包括文学史家与音乐史家的任务，从广义上讲，就

是以各种艺术的独特性质为基础为每种艺术发展出

一套描述性的术语来”［５］（Ｐ１５２）。可见，艺术的独特性

是艺术独立存在的价值基础，是界定艺术类别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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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而美国文学理论家ＭＮ艾布拉姆斯［６］提

出的“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框架

完美地整合了过去的艺术理论，有效地阐释了文学

前产业化时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代表着文学前产业

化时代文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相较于１９世纪的
“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７］（Ｐ６）的理论而言，四

要素框架更加开放、更富有包容性，但其实质仍是一

个以作品为中心的、闭合的、强化艺术独立性的理

论。在这种语境中，作家更倾向于直接从现实世界

中获取素材，文学的独特性、独立性及文学与世界的

直接关联既成为文学理论家与作家着力维护的核心

价值，又成为评判文学价值的基本标准。

但文学进入产业化时代后，文学理论家精心建

构的以文学价值为核心的理论的阐释力日渐消解，

影视艺术中的“叫好”与“叫座”的矛盾在文学中也

屡见不鲜。１９９０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所引发的
一系列事件，昭示着市场反应与理论判断冲突在中

国文学界的萌发。此后，文学作品在产业机制中获

取的利益与文学理论家的价值判断之间不断呈现出

巨大的落差，理论家与生产者、受众之间的价值冲

突，导致文学批评在当前文学作品面前呈现出“失

语”与“无语”状态。传统文学理论阐释力的下降是

当代文学存在方式变化的显著标志，这不仅意味着

传统文学理论已不能恰如其分地阐述产业时代的文

学存在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已经偏离了传统的

运行轨道。

在文学前产业化时代，文学与美术、音乐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复杂的”［５］（Ｐ１４０）关系固然被意识到

了，但从文化产业和文学整体的视角看，它们之间的

关系松散而缺乏明晰性。与过去的、具有明晰边界

的存在状态相比，当前的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化形式

的边界日渐模糊。这种模糊并不是指我们已经无法

使用传统术语来描述我们见到的艺术现象或把文学

从艺术、文化形式中辨认出来，而是指，由于文学价

值或文学性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文学写作的

向心力被弱化，离心与弥散的倾向被强化，文学的写

作、作品的流变与传播常常蕴含着其他文化、艺术形

式。与过去建立在明晰边界之上的泾渭分明的存在

方式相比，当前的文学与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之间

的跨界操作已成为文学生存的常态，拥有大量受众

的作品会很快转化为游戏、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形

式，与此相应，相当多作家具有多重的身份，如编剧、

导演、赛车手、时尚代言人等。

把文学写作放在文化产业链上，考察其与其他

文化形式、艺术类别的关系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产

业从业者常常持有的论点是：在文化产业链上，文学

具有基础性地位，是文化创意的基点。张锐锋［４］认

为，文学在文化产业中是被忽视的最重要的基础单

元之一，现代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很重要的资源来自

文学，并从文学的跨业态传播与异变的视角，以影视

业、图书出版业、娱乐业、旅游业、会展业、广告业等

产业为例，阐述了文学在文化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

张抗抗认为，“从世界范围来说，随着现代生活出现

的程式化倾向，原创作品呈现减少的趋势。文学处

于文化产业链的高端地位，一部具有创新因素的文

学作品可以衍生出很多优秀的影视、戏剧和漫画作

品。国家呼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

行等重点文化产业，这对作家的原创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作家应当努力使作品成为文化产业链上

取之不尽的‘原材料’”［７］。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

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何建明则认为，“文学

创作和文学出版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文化产业的‘母体’地位，因为一切文化产业离不开

作家的原创作品，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文化素

质，以及文化产业能够真正形成多大的规模和多大

的市场效应，作家们的文学产品常常在其中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的优劣与繁荣与否，直接

关联着我国文化产业振兴的命运”［７］。２０１４年，腾
讯旗下的创世中文网刊登的《网络文学：游戏、影视

成完整产业链》指出，网络文学作品每年给阅读网

站和移动运营商带来的直接收益就接近２０亿元，而
以网络小说为核心的衍生的出版物、游戏、漫画、影

视剧、广告等相关产业的收入高达上百亿元［８］。可

见，这些观点都是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与文化产

业之间的射线式的、单向的关系为视角，以商业数据

为论据，来阐明文学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笔者

认为，这些论述表达的只是作家、批评者和文学产业

从业者的愿望，仅具有部分合理性。

其实，文学在文化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

如此简单，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对文学写作或者创

作具有基础性功能。如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游戏、竞

技、体育、历史、穿越、玄幻等并不遵循传统文学理论

的要求从社会生活中凝练意象，而是直接从游戏、影

视、漫画等的世界架构、形象设定与情节构造方法中

汲取养分，以游戏、影视、漫画等的受众为小说的读

者基础。可见，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也是文学创作

的“资源”或“母体”之一。

因而，从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来看，文学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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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直接地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汲取养分，而是

在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的文化整体中与世

界、生活发生联系。文学写作日益成为文化产业链

条的一个环节，既从文化产业的其他形式中汲取养

分，又为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提供创意与内容支持。

　　二、小说一枝独秀，其他文学体裁呈

独立、分化、边缘化态势

　　依照通常的文学体裁划分方式，文学一般划分
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类。用文学产业的视角

来观照，诗歌、散文、戏剧在当代中国文学产业中占

据的市场份额明显偏低，小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

局面。

在纸媒市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仅中国大陆地区
作者以纸媒方式正式出版的汉语版本长篇小说就有

１７３６３部［１］，年均１７００余部，其文字数量远远高于
同期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在网络媒体市场，以当

前较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为例，“起点中文网”“纵

横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的原创作品均为小说，诗

歌、散文、戏剧均无作品。虽然“中诗网”“中国网络

诗歌”“诗词在线”等网站均以诗歌为主要传播内

容，并收录散文和戏剧作品，但这些网站并无小说网

站的“免费＋付费”的阅读模式，其线上作品均为免
费，没有进入文学产业化时代。因而，在文学产业化

视角下，网媒文学市场中小说仍占居绝对的优势

地位。

小说的一枝独秀是否意味着其他文学体裁的衰

落呢？当我们仔细考察当前文学写作的流变与分化

时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戏剧文学的独立。时至今日，在接受、观赏

戏剧时，很少有受众意识到其是在欣赏文学，相反，

大多数受众将之视为一种独立于文学之外的艺术形

式。从高等学校戏剧专业的开设状况来看，设置戏

剧专业的大学很少，戏剧专业也极少出现在文学院

系中。２０１１年３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修
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将戏
剧与影视学增设为第 １３个学科门类———艺术
学———名下的一级学科。［９］这表明，无论是从欣赏

还是从专业设置角度来看，戏剧都已经从文学中独

立出来，在文学市场上几乎找不到戏剧文学的踪影。

二是诗与歌的分化。当前，诗几乎完全演化成

了案头文学，与歌唱、舞蹈几乎绝缘。其实，在文学

的起源阶段，诗乐舞三者不分的状态正是诗歌创作

的黄金时代。回顾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元曲

的嬗变已经验证了诗的某一具体形式与歌唱的分化

意味着诗歌形式的衰落，而在歌唱中则会出现新的

诗歌形式的兴盛。因而，在当前的文化形态中，诗与

歌的分化既意味着旧的诗歌形式的衰落，也意味着

与音乐和歌唱相结合的作为文化产业一部分的新的

诗歌形式的出现。

三是散文的边缘化。在文学四大体裁形式中，

相对于小说和戏剧，散文篇幅小、叙事性弱；相对于

诗歌，散文与音乐和歌唱之间几乎无任何关系，极难

凭借音乐成为大众文艺传播的宠儿。在这种境遇

下，散文极难在产业语境中分化或独立为新的艺术

形式。在当前文学写作中，散文与小说、戏剧、诗歌

的比较劣势在文化产业化语境中被进一步清晰化，

借鉴小说的写作模式已经成为散文发展的一条出

路，如“新近散文中发展起来的‘纵剖面’结构和全

景叙事，可谓应运而生、正当其时。不过，这些在小

说和戏剧创作中已经运用得花样百出、考究之至的

技法，在散文创作中，着实还是崭新和陌生的。２０１３
年，不少长篇散文仍然显露出在大篇幅内驾驭叙事

的艰难和局促。在现代小说的长篇叙事中早被抛弃

的那种零碎支离、生硬拼接、缺乏有机关联的‘缀

段’式结构，在部分长篇散文的新作里仍被援引为

拉长篇幅、组装段落的法宝”［８］，这种借鉴与仿制无

疑为散文的写作带来了一些新变化，然而，就体裁自

身的发展而言，散文在这种压力下的依附式的新变

化无疑是一种主动边缘化，这也是散文目前的生存

与发展状态。

总之，在文学产业化语境下，小说一枝独秀已成

为文学领域的新常态；戏剧、诗歌表现出的独立、分

化与独立交互等复杂态势，对文学而言，虽意味着其

疆域的缩小，但就艺术整体而言，则意味着艺术种类

的丰富与新的艺术形式的成熟；散文的边缘化虽给

散文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也为散文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远近内外种种有意无意的挤

压带来的不仅是威胁，还有转机。古老的散文，在文

体分蘖、递变和兴替的漫长潮流中历经沧桑。它已

不再年轻，但它还可以抓住时机，奋力生长”［１０］。

　　三、结语

当前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景观，从文学与文化系

统的关系看，文学写作与文化产业链的其他部分之

间形成的紧张而又复杂的关系，给原本独立的文学

在存在方式与认知上带来了困惑与挑战。从文学体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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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还是节庆风俗、传统手工、表演艺术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个漫长的时空中形成的稀缺

文化资源，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地域价值的

深挖，是实现衍生品创新的基础。地域资源有其独

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自然价值，从价值层面寻

求地域的独特元素，在深刻理解地域文化的基础上

提炼、组合、提升，用现代的设计语言去表达传统的

生活理念，为现代文明带来传统的观念，通过造物来

传播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实现艺术衍生品创新的

途径。

本文关于艺术衍生品创新问题的研究，更多的

是围绕概念创新、原点创新的层面而展开的，对于艺

术衍生品的材料创新、技术创新、媒介创新并没有涉

及，有待下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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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变化角度看，表现为小说的一枝独秀；诗与歌分

化，诗的衰落与歌的兴盛并存且歌并不被视为文学

的体裁；戏剧独立、散文边缘化等现象，表明分化和

独立是当前文学体裁演化的重要特征。在新的历史

时期，文学产业化已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市场营销问

题，且已成为融入当前中国文学写作之中的要素，并

使得文学形成了新的存在形态。在这种语境下，文

学写作从理论到实践、从接受到欣赏都面临着新挑

战。这种变化和挑战为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特质、

引导什么样的美学流变、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意义

等，必将成为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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