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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凡的生活也有微光，再小的故事都

值得聆听”，在 2024“文学中国”跨年活动举

办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布启事征集素材，邀

请读者用短视频记录下文学带来的触动，“分

享你生命中的文学时刻”。

自 2021 年以来，“文学中国”跨年活动每

年陪伴读者在精彩纷呈的文学典礼中辞旧迎

新。这次，在名家对谈、经典诵读的基础上又

增添了短视频征集，旨在调动社会大众的参

与热情，分享普通人的文学时刻、文学记忆，

让文学走近更广大读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分享、文学纪录

片、文学综艺等受到欢迎，互联网上文学类短

视频、音频产品层出不穷。文学跃出字里行

间，借助更多元的媒介形态，进入文学爱好者

的日常生活。文学“跨界”传播，触达更广大

的领域，体现了当下精神文化生活的丰饶活

跃，也为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

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

展现文学多维魅力

2022 年 11 月 20 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

奖典礼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举行，2023 年 11 月

19 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

乌镇举行，两场颁奖活动都以专业化、多平台

直播的晚会形式呈现，让文学站上更大舞台。

在浙江乌镇的“茅盾文学奖之夜”上，晚

会导演组提前为获奖的 5 部长篇小说分别拍

摄了视频短片。拍摄团队跟随获奖作家的脚

步回到其生活与创作的地方，循着作家的目

光凝视苍茫山河、人间烟火，捕捉作家在滚烫

的生活现场迸发灵感的瞬间，展现作家的赤

子之心和对艺术的敬畏之心。这些影像记录

让优秀文艺创作者成为主角，将作家推向前

台。人们借此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体会创

作的甘苦，从而对文学的魅力和价值有更深

认识。

“每当想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就会想

到那里驯鹿逐苔藓而栖，繁星低垂于夜空。

篝火旁，人们载歌载舞，饮酒欢唱，直到天亮

又 看 见 森 林 之 间 ，弥 漫 着 薄 纱 一 样 的 雾

……”来自直播间的推荐，带动作家迟子建

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 2022 年一

年之内销量超过百万册。在热播文学类综

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中，多位嘉宾在镜头

前深情回忆已故作家史铁生，相关片段随着

二度加工的短视频广为传播，让史铁生的散

文《我与地坛》进入更多读者视野，同名文集

跃居文学畅销书榜前列。2023 年 2 月，一篇

题为“几乎是震撼着读完的一本书”的读书

笔 记 ，在 社 交 平 台 上 5 天 内 点 赞 量 突 破 10
万，引发其他博主相继推荐长篇小说《烟霞

里》，让这部作品短期内多次加印。

上述这些出版界、文学界津津乐道的案

例，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文化消费场景与图

书营销方式的变化翻新，究其根本，不管是直

播销售、综艺节目还是新媒体口碑传播，激活

的都是优秀文学作品自身具有的艺术感染力

与潜在能量。在大众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多样

的当下，文学要被看见、被选中、被送到潜在

读者手中，需要对自身资源进行媒介转化和

传播赋能。唯有打破思维定势，深入挖掘、立

体呈现优秀作品的多维度魅力，才能让文学

再度焕发活力。

密切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正如不少评论者提到的，对文学“跨界”

传播的期待，其实折射的是对文学影响力的

期待、对当下创作与时代生活互动的期待。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密切文学与社会生活、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建设一种有活力的文学

生活，才是人们尤为期盼的。

让文学与社会大众积极互动，建设有活

力的文学生活，类似的努力与实践构成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脉络。有研究者指

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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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一

句话至今仍被不断引用：“无穷的远方，无数

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也是一部不断回应现实生活脉动、回应大

众精神需求的历史。

2023 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策划并参与

制作的人文谈话类节目《文学馆之夜》，就以

“让我们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一切”为口号，带

观众于妙趣横生的交谈中，感受文学与当代

生活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

推 开 文 学 馆 的 大 门 ，和 来 自 不 同 领 域 的 作

家、导演、学者、媒体人，一同走进摄影棚围

坐聊天，从 7 个呼应当下、活泼有趣的话题发

散开来，与馆藏展品代表的文学典型故事不

断激荡、相互融合：从鲁迅与沈从文的经典

作品，聊到现代人与故乡的情感；从老舍手

稿《多编好相声》聊到语言类综艺节目代表

的当代人说话之道；从《背影》作者朱自清的

雕像，聊到不同时代作家笔下的父子关系；

还有当代“跑步文化”“脑机接口”这样的话

题，与经典文学作品之间或隐或显的关联。

7 次“文学馆之夜”的漫谈，从文学出发，映照

出世界的广阔，也为当代读者打开了视野，

体认到文学内在的浩瀚。

除了《文学馆之夜》，还有像《文学的故

乡》《文学的日常》《但是还有书籍》等一系列

人文类节目，都通过不同角度的创意策划和

不 同 风 格 的 影 像 呈 现 ，展 示 文 学 更 加 生 活

化、趣味化的一面，拉近了年轻受众与经典

作品的距离。从这些节目可以看到，当代人

亲近文学的方式并非只有阅读一种，文学带

给人们的影响也绝非仅仅是记住一些名篇

佳句。文学广泛而深入地在我们的语言、情

感和思想中刻下印记，文学传播也应找准与

今天人们日常生活、审美旨趣、精神追求的

契合点。

释放文学创新潜能

究其实质，文学所跨之“界”，是现有文学

创作、发表、传播、评价机制的边界，以及文学

生态和审美趣味所形成的固定读者圈。与借

助新媒体推动文学广泛传播同样迫切的，是

要打破那些束缚文学发展的旧有观念和封闭

视野，将有生机、有活力、体现人民性和时代

性的文学潜能释放出来。而这最终还是要落

到文学创作上。

文学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但同时又是

和 所 处 时 代 的 读 者 、写 作 者 进 行 的 交 流 对

话。文学创作要想和时代生活建立密切联

系，就要关注正在发生的时代变化。我们评

判一部作品并不单纯从文学技巧、表现手法

的角度，而更看重文学提供的对于现实生活

独特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看法以及新的表

达。 2020 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全国新

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协领导指

出，发扬乡村题材写作的优秀传统，塑造新

人，书写新史诗，需要作家掌握新知识、熟悉

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只有在深入参与人民

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中，获得对自我与世

界的新认识，完成创作主体的锻造，才能焕新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好融入社会生活，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学创新并不只是作品样态与创作手

法的更新，而是关涉新时代文学如何回应时

代这一重要命题。借力新媒体丰富传播方

式、拓展传播范围的种种努力，都应当建立在

紧跟时代、回应时代的基础之上。通过文学

生态的重塑和文学价值的弘扬，让“跨界”传

播的文学再度进入日常生活，让那些“生命中

的文学时刻”发出光亮，照耀这个时代充满生

机的文学生活。

（作者为《当代》杂志主编）

题图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事发

生地额尔古纳河风光。

刘兆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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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

许！”2023 年以来，上海昆剧

团全本《牡丹亭》已在国内巡

演 近 40 场 ，先 后 亮 相 北 京 、

江西、宁夏、河南、山东、江苏

等地，所到之处，一票难求。

演出不是折子戏，不是串折

连 缀 ，而 是 全 本 55 出 ，观 众

们连续三天从城市的四面八

方奔赴剧场，细细品味来自

400 多年前的经典全貌。这

在文化产品极大丰富、生活

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着实

令人感动和振奋。2023 年 3
月，全本《牡丹亭》参加文化

和旅游部“新时代舞台艺术

优秀剧目展演”，线上 50 多

个平台同步播出，在线观看

人次达 1300 多万。

昆曲作为首批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

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

传统戏曲，承载着中华文化

的基因和血脉。《牡丹亭》正

是昆曲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作者汤显祖曾说：“一生

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牡丹亭》以深邃的思想内涵

和美学意蕴闻名。明清传奇

多 为 情 节 剧 ，讲 究“ 一 人 一

事”“立主脑”，《牡丹亭》则以

三组相对独立的剧情段落为

主干，情与理的冲突贯穿始

终，形成了一波三折、精彩纷

呈的折叠式结构。

相较于《西厢记》《孔雀

东南飞》等其他古典作品，全

本《牡丹亭》不单单讲述一个

动人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

一部展现古代社会文化和戏

曲美学的经典之作。在丰厚

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杜丽娘

穿越生死，实现对理想人格

的 追 求 和 对 生 命 意 义 的 追

寻，在 400 多年后的今天，仍

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如何在

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融入

时代气韵，让观众更深入地

了解原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

魅力？全本《牡丹亭》做出有

益尝试。

不 同 于 青 春 版 、精 华

版 、典 藏 版 等 各 版 本 的《牡

丹亭》，全本 55 出《牡丹亭》

一折不少，保留原著的丰富

内 涵 ，充 分 展 现 人 物 性 格 ，

坚 持 词 曲 完 整 、文 辞 典 雅 、

意境深邃。全本《牡丹亭》将汤显祖原作 69 首集唐诗中的 47
首计 182 句通过剧中人物呈现，不仅达到诗与意会、言随意转

的艺术效果，同时起到承前启后、画龙点睛的作用。全剧除

了展现爱情主线的《惊梦》《寻梦》等折目外，还充分做到戏剧

场面冷热交替、动静互补。其中，涉及喧闹热烈场面的 19 出，

《骇变》《诇药》等体现陈最良、石道姑人物个性的段落，特色

鲜明，令人忍俊不禁；武戏场面《淮警》《御淮》《折寇》《围释》

等，刀枪并举，锣鼓喧天；民俗场面《劝农》等，拉近水磨雅韵

与市井烟火的距离。

在表达形式和舞台呈现方面，全本《牡丹亭》结合历史文

化，将诗意境界和唯美场景充分融合，尤其是大转台的运用，

流畅实现复杂的换场和迁景，加快了叙事节奏，营造出传统昆

曲富有诗性的意境氛围。唱腔音乐根据清乾隆五十七年成书

的《纳书楹曲谱》整理改编，在遵循传统昆曲艺术的基础上，对

原有节奏较慢、唱腔柔婉流丽有余而刚劲跌宕不足之处进行

改进，力求做到曲调优美、句读分明，实现曲调和词意的有机

统一，符合当下观众审美需求。全剧制作了百余套精美戏服，

主演的每套服装都是手绣完成，展现昆曲艺术的精致典雅，让

人过目难忘。

全本《牡丹亭》的成功，折射出上海昆剧团 40 多年的深厚

积淀和“五班三代”的传承精神。演出阵容全部起用青年演

员，老艺术家作为主创团队幕后担当，倾囊相授。2023 年，主

演罗晨雪和胡维露凭借该剧分别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和第三十一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展示

出传承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经典与时代相会，古老

与青春交响，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间至情牡丹亭，千古一梦今共享。全剧终了，两位主演

携手向台上的“汤显祖”鞠躬致敬，令观者动容。传世 400 多

年的《牡丹亭》，蕴含一代代艺术家的执着守望，如同一束艺术

之光穿越时空，照见这场传统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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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 400多年的《牡丹亭》，蕴含一代
代艺术家的执着守望，如同一束艺术之光
穿越时空，照见这场传统经典与当代观众
的双向奔赴。

在大众文化生活日趋丰
富多样的当下，文学要被看
见、被选中、被送到潜在读者
手中，需要对自身资源进行媒
介转化和传播赋能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密
切文学与社会生活、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建设一种有
活力的文学生活，才是人们
尤为期盼的

文学广泛而深入地在我
们的语言、情感和思想中刻下
印记，文学传播也应找准与今
天人们日常生活、审美旨趣、
精神追求的契合点

核心阅读

图为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

道》海报。

“你好，120。”接线声响起，生命接力就

此启程。网络纪录片《中国救护》聚焦天

津、重庆、杭州 3 座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

市，近距离呈现一线急救场景。创作团队

历时 3 年辗转各地，汇集近 40 个真实急救

案例，通过影像方式普及急救常识。紧张

气氛中，救护人员规范、默契、有序地进行

抢救，“一息尚存，就不放弃”，呼啸而过的

救护车犹如生命快艇，承载着希望，昼夜行

进。每一个案例，都给人以感动。紧张抢

救之外，作品还讲述了医患、亲友之间的温

情故事；在记录和科普维度之外，延伸出人

文关怀视角。作品注重用特写镜头，呈现

关键时刻的温情，无论是抢救成功后的相

视一笑，还是与死神赛跑的汗与泪，抑或是

医患之间相互支撑的善意，都有直击心灵

的力量。飞驰的救护车，一场场救治，折射

出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更传递出生命的

坚强和社会的温暖。

（焦 阳）

飞驰方舟 生命温度

宵夜，是美食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

味。纪录片《向着宵夜的方向》第三季延

续前两季风格，以宵夜为叙事线索，简洁

明快地讲述 30 余个城市的灯火故事。该

片将镜头对准街头巷尾接地气的宵夜小

店，记录店主和顾客之间的温情互动，并

巧妙利用剪辑手段营造现场感，展现夜生

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平凡而温暖，细微

而感人。无论是家人齐坐、在工作一天后

聊聊家常，还是三五好友欢聚畅谈人生，

观众仿佛置身其中，一同品味美食，舒缓

身心。热闹的街景、香气四溢的美食，以

及灵动的特效字幕和动画，营造出轻松活

泼的“轻综艺”观看体验。较有新意的是，

作品将视角扩展至海外华人开办的夜宵

店，以中华美食文化视角，呈现“天涯若比

邻”的美好情感。城市不同，美食不同，人

物不同，但对家乡的依恋、对生活的热爱、

对文化的认同是一样的。

（付 怡）

宵夜故事 生活滋味

家 风 正 ，则 民 心 淳 ；民 风 正 ，则 社 稷

安。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宝贵的精神财

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选取 12 则中国

传统故事，生动展现家风文化蕴含的家庭

教育智慧。其中，既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

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有司马迁、韩

愈、欧阳修等文化名家的家风家训，传递出

仁爱、勤勉、诚信等美好品质。广播剧每集

8 分钟，简洁生动，适应当下快节奏生活方

式，在每集结尾，画外音的旁白释义升华主

题，给人以启迪。三维立体声技术的应用，

则为故事讲述打造沉浸式的空间感，戴上

耳机，仿佛近距离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

对话。“家家皆尊孝道、户户同守诚信、人人

皆崇勤俭、代代同尚仁义”，主题歌《家风中

华情》以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创作，旋律流

畅、婉转动听，为广播剧在互联网传播提供

助力，带来更多关注。

（王 飞）

家风智慧 生动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