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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在历史长时段中才能认清自

己所处的时代，也只有在社会整体语境中才

能明白文学正在发生的变化。文学作为上

层建筑的组成，如同流深的静水，表面上波

澜不惊，但内底里的变化一直在发生，呼应

着社会脉搏与时代精神。

去年初，《人民文学》《收获》等老牌期刊

进入直播间，引发广泛回响，预示了这一年

来文学面对语境变革做出的反应。这种变

革由科技深入日常生活而启动，波及文学的

方方面面：主体上的全民参与，写作上的即

时交互，传播上的移动普及，阅读上的视频

转向。《延河》杂志在 2024 年首开“新大众文

艺”专栏，关注大众写、大众看、大众评价的

文艺新浪潮，就体现了敏锐的文化觉察。

文学不再是个体化、精英化、具有严格

形式规定的纯文学，而是回归了与生活的有

机关联，回到同生活情境、个体经验和真切

感受紧密相连的自然表达。放到长时段来

看，从口头文学到金石木帛再到纸张印刷，

文字书写与纸质媒介只是文学呈现的一种

历史形态。进入数字时代，网络与人工智能

带来了算法“生成”“涌现”的新形态。跨媒

介更是让文学重新成为“大文学”“杂文学”

“泛文学”，带来从主题到风格、从技术到审

美的全面变革。

变中亦有不变。虽然说影视改编让李

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成为一部现象级

作品，但是从内容上来看，真正“破圈”传播、

打动人心的还是对他乡与远方的想象。在

这个意义上，文学始终承担了超越性的使

命，始终眺望远方，为我们在日常现实之外

营造了心灵徜徉的空间。无论科技如何日

新月异、时间如何加速、空间如何压缩，对宁

静、幸福与和谐的本能追求总能给人带来安

慰。这也是“新边地文学”“自然文学”悄然

成风的原因。

与理想天空相并行的是折返大地，2024
年“县城文学”引起关注。长篇小说如张楚

《云落》、魏思孝《土广寸木》、马金莲《亲爱的

人们》，让我们看到生机勃勃的地方生活。

叶兆言《璩家花园》中漫随流水的人间体恤，

杨仕芳《新声》里三省份交界处的世情百态，

都让人印象深刻。文学人物的生老病死、爱

恨情仇、鸡毛蒜皮，演绎的就是身边的生活、

周围的人们，甚至就是我们自己。被看见的

他们与我们，就是一粒沙中的世界，一束光

中的大千。

近些年，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无论是

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有着鲜明的现实

主义复兴的迹象。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开

放的、动态的、熔铸古今中外文学遗产的新

创，其中蕴含着文体革新的再出发和本土传

统的再发明。这两点在 2024 年体现得最为

鲜明。

李修文《猛虎下山》写的是现实题材，却

创造性地对接了志怪文学传统；陈继明《敦

煌》从历史文化与地方文化汲取资源，将被

无数次书写的西域风情和雄浑大唐日常化、

世俗化，赋予遗产以鲜活的生命力——“过

去”以一种基因的方式沉淀在“现在”；鬼子

《买话》将现代人力图返乡而不得的主题，书

写为一个更有象征意义的寓言；张锐锋《古

灵魂》则以绵密细致的笔触向三晋大地的历

史深入掘进……新时代文学将形式探索与

观念创新推向新高度。

未来已来，但过去未去，它们彼此交融，

孕育无限潜能。对中国文学而言，2024 年

也许只是一个并不特别的节点，却构成了历

史稳步前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

研究所）  

文学—

求新以应变
刘大先

回顾过去一年国产剧集的发展，无论是

从创作、接受，还是从产业层面而言，“短”都

是关键词。

在创作层面，以《我的阿勒泰》为代表的

一系列“破圈”之作先后涌现，掀起“因短而

美”的创作浪潮，形成一道独特风景线。所

谓短剧集，并非微短剧，而是指 20 集以内的

连续剧、单集时长 15 到 30 分钟的系列剧，以

及集数在 6 集以内的系列单元剧。

相较中长篇剧集，短剧集体量轻、试错

成本低，但受限于播出周期，以往很难在商

业上突出重围，因此一度承担题材探索和人

才练兵的任务。随着媒介环境变化，剧集商

业价值与集数不再直接挂钩。就算排播周

期不长，绝对播放量不高，只要完播率高或

集均播放量高，订阅会员“拉新”能力强，也

能实现商业上的良性循环。近几年，短剧集

作品数量逐年递增，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

趋势。

2024 年，短剧集不仅数量倍增，还通过

题材、体裁和风格上的探索，发挥了剧集“轻

骑兵”作用。 10 集的《新生》和 15 集的《错

位》，携 手 证 明 短 剧 集 驾 驭 复 杂 叙 事 的 能

力。短剧集蓬勃发展，尊重了依据内容多少

“量体裁衣”的艺术规律，也打开了侧写生活

的新颖视角。过去一年间，这些题材多样、

风格各异的短剧集，与《西北岁月》《上甘岭》

《南来北往》《凡人歌》《小巷人家》《我是刑

警》等精品长剧一起，完成了对雄浑革命历

史、奔涌时代潮流和火热社会生活的立体

刻绘。

就接受层面而言，包括微短剧在内的短

内容，对观众文娱消费习惯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

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到 5.76 亿人，占整体

网民的 52.4%。微短剧追求极致的叙事效

率，追求对情绪本能的呼应，追求降低门槛

的常识叙事。这些特点符合当前文娱消费

需求，用强刺激挽留了新媒介环境下观众碎

片化的注意力，助推了观众不费文化体力享

受“精神按摩”的消费习惯。

由“短”而来的危机感，传导至剧集供给

侧。来自微短剧的叙事“语法”，开始在剧集

创作中被当作参考标尺。铺垫、过渡成为奢

侈表达，套路、反转成为两大“杀手锏”。为

了情节密度，可以只要结果省略过程；为了

“爽感”，可以增强情绪削弱逻辑。虽然这样

的做法可能拉低作品艺术性，但客观来看，

微短剧已经从电视剧、网络剧的竞争对手，

变成了剧集产业的一种“处境”，催生了创作

上的新动作，放在更长时段考量，可能成为

剧集产业“穷则思变”的催化剂。

从产业层面来看，降本增效的新常态，

也对剧集创作提出“向短而生”的要求。篇

幅冗长、内容空洞、情节拖沓的长剧集，不仅

会加速观众流失，还会造成行业资源的极大

浪费。在符合剧集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拧干

水分、保留精华，不仅是留住观众、提高完播

率的有效手段，也是控制成本的有效手段。

据统计，2024 年，在长视频平台上线的新剧

中，20—29 集的中篇剧集占比超过 50%，成

为主流。“上星”剧集虽仍以 30—39 集居多，

但平均集数已经下降至 31 集。30 集以下的

电视剧，如《上甘岭》（24 集）、《山花烂漫时》

（23 集）、《灿烂的风和海》（18 集）等，不仅占

比突出，也收获了良好口碑和广泛热议。

当然，“向短而生”并不意味着“唯短可

生”。在史诗性的鸿篇巨制上，长篇剧集依

旧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向短而生”的发展

动向，是对国产剧经年累积的“重长轻短”习

惯的一种纠偏。在新的媒介格局下，短剧

集、中长篇连续剧和微短剧必须平衡发展、

优势互补，才能满足观众不断更新的观剧

需求。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

学院）

剧集—

小体量  大能量
 卞芸璐

在全球电影业艰难复苏的背景下，中国

电影依然为观众奉献了一批有时代气息、现

实质感的优秀影片。2024 年，《志愿军：存

亡之战》《第二十条》《热辣滚烫》《抓娃娃》

《解密》《里斯本丸沉没》《周处除三害》等影

片，在寻求叙事方式突破的同时，以独特的

艺术视角和审美风格，实现与社会话题、公

众情绪的共情共鸣，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创造

性和多样性。无论从社会关注度、公众话题

度，还是时代鲜活性来看，2024 年中国电影

依然是最活跃的文化场域之一。

全年 50 多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近 60
部国产电影票房超过 5000 万，完成了“十四

五”规划提出的年票房过亿国产电影 50 部

的预定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

电影整体质量的提高，无论是大制作电影还

是中小成本电影，无论是类型片还是文艺

片，无论是成熟的电影导演还是崭露头角的

电影新力量，都体现了对现代电影技术、现

代电影语言、现代电影美学更加熟练的掌握

和更加自如的运用。

与此同时，受短视频及微短剧等替代性

媒介产品繁荣、消费者生活方式改变等的影

响，相比于 2019 年和 2023 年，2024 年支撑

市场大盘的高票房电影以及赢得观众口碑

的中小成本影片有所减少。观众对高品质

影片的需求与优质作品供给不足的落差，依

然是中国电影发展最紧迫的矛盾。要在市

场上止跌回升、在创作上再攀高峰，必须正

视挑战，强化与观众、与市场的情感联系。

首 先 ，电 影 创 作 要 突 破 藩 篱 、敢 于 创

新。在媒介内容增量供给的当下，重复、模

仿、雷同的创作，即便是过去成功的类型，也

很难满足观众不断更新的需要。这些年真

正能够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电影，很少是按

照原有模式创作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你

好，李焕英》《流浪地球》《长安三万里》以及

2024 年的《热辣滚烫》《抓娃娃》等，在题材、

主题、叙事、形态、人物、视听风格上都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在信息过剩的大环境

下，“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唯有创新才能带

来关注、市场和“破圈效应”。

其次，电影创作要更加自觉地追求不可

替代的“影院性”。好电影不仅需要“可看

性”，更需要“必看性”。影片如果达不到影

院必需的高度，甚至还去模仿碎片化的短视

频形式，或者简单追求所谓社会话题，忽略

电影美学本身的强度和完整性，观众就会失

去进影院的意愿。电影创作要更加强化题

材的新鲜度、主题与观众的契合度、故事的

完整性、人物的塑造力、信息的密集度、情感

的沉浸性、细节的充实度、视听的表现力，让

观众愿意克服时间成本、购票成本、交通成

本走进电影院，去感受长短视频、家庭影像、

手机影像难以替代的魅力。

第 三 ，电 影 行 业 要 拥 抱 观 众 、细 分 市

场。市场需要大众化、全面向的“头部”电

影，也需要分众化、面向多样需求的细分产

品。电影行业亟待加强产品和市场“谋划”，

创作上要合理布局，精细规划不同体量、不

同受众、不同档期、不同形态、不同体验的差

异性影片。在发行上，则要量体裁衣、按需

供给，分线发行、分区发行、分时发行，让观

众需求的满足和影片效益的实现在时间和

空间上最大化。

产业化改革所积累的市场基础、工业基

础、美学基础，为中国电影迎接挑战、重装出

发提供可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中

国电影要有信心、有定力，以人民为中心，营

造更加开放、更具建设性、更加鼓励创新的

文化生态，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和产业规律，

在主题、题材、类型、形态、风格上推陈出新、

与时俱进。要强化电影本体特性，用更有共

鸣的故事、更有沉浸感的视听表达、更有效

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为观众带来精神愉

悦、文化快感、情感连接，以市场之繁荣促进

创作发展，以高原之坚实托举艺术高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电影—

锤炼“必看性”
尹   鸿

观
澜

尽管受到市场、新媒介等多方挑战，舞

台艺术仍主动出击拥抱观众，迎来了从量变

到质变的发展契机。回到剧本源头、深耕内

容生产、夯实艺术质量、创新演艺样态，将成

为未来戏剧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与趋势。

文学改编是近年来戏剧舞台值得关注

的现象。2024 年，话剧《生命册》《三家巷》

《北上》《千里江山图》以及京剧《红高粱》、曲

剧《鲁镇》等多部由小说改编的戏剧作品，在

持续演出中收获观众好评。相较于以往的

改编，这些作品更加张扬文学的内核，更加

注重将文本开掘与艺术创新相结合，通过精

巧构思与绵密细节赋予改编作品以全新面

貌。未来，文学与戏剧的互动、融合将会进

一步加深，文学改编也会向着更多戏剧类型

延伸。如何让原作的文学性转化为助推戏

剧观念与形式革新的动力？怎样在尊重原

著的基础上，找到与今天观众审美和精神的

共振点，实现思想立意的再生长？这些改编

实 践 中 涌 现 的 新 课 题 ，有 待 艺 术 家 们 去

破解。

这一年，原创舞剧《咏春》开启新一轮海

外巡演，在伦敦、巴黎演出 16 场，实现了口

碑与票房双丰收。从“破圈”到“出海”，《咏

春》的成功得益于创作者立足艺术本体，探

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赋予传统文化符号以全新的精神内涵和

现代的舞台样貌。像《咏春》这样把艺术创

新植根于丰厚文化沃土、跃动时代精神的戏

剧作品还有很多。京剧《齐白石》、扬剧《郑

板桥》、话剧《苏堤春晓》等，虽然都塑造历史

文化名人，但跳出了以往见事不见人的创作

窠臼，力求从大历史、大文化的格局切入，在

人格、艺格与时代精神的多重交织中，挖掘

人物身上的文化价值和时代意涵，实现了历

史人物在当代舞台的“新生”。在原创舞台

作品的赛道上，随着各地对剧本扶持力度的

加大，“一剧之本”将会受到越来越多创作主

体的重视。尊重艺术规律，深耕剧目创作的

各个环节，多一些前行的沉淀与笃定，唯有

如此，才能让戏剧更好地贴近时代、走进人

们的精神深处。

这一年，“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等科技手段的发展，持续拓宽舞台艺术

边界，打破传统剧场空间，催生了新的戏剧

制作样式、演出形态、表现手段，也孕育了

新 场 景 、新 业 态 ，特 别 是 线 上 线 下 同 步 直

播、新媒体评论的出现，为舞台艺术走向更

为 广 阔 的 天 地 打 开 了 可 能 。 在 这 一 过 程

中，如何把握科技介入舞台艺术的“度”至

关重要。一方面，行业发展离不开大量具

有艺术眼光、熟稔创作规律和前沿技术的

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还要回归到优质内

容的深耕上，落脚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整

个 知 识 体 系 、想 象 方 式 、艺 术 观 念 的 更 新

上。以技术的“形”彰显戏剧的“魂”，进而

探寻戏剧塑造人、表现人的新样态，这或许

应该成为未来戏剧与技术共融共生的关键

所在。

近些年，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各地

陆续推动“演艺新空间”建设，剧场正由单一

的物理演剧空间，拓展为一个集体验式、沉

浸式等于一身的文化消费新空间，孕育出一

批新的演出类型。演艺新空间之“新”，既是

体验的新、场景的新、模式的新，也是经营理

念、创作方式、观众群体的新。未来，如何以

更高质量的内容储备支撑行业长远发展，如

何做到“出人才”和“出作品”相贯通，还需要

从业者以深耕的态度，用心呵护演出的品牌

价值，让演艺新空间真正成为多元化演出生

态格局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

（作者单位：《文艺报》社）  

舞台艺术—

新形式呼唤新内涵
徐   健

时代奔涌时代奔涌，，人文日新人文日新。。新大众文艺的格局新大众文艺的格局

日渐清晰日渐清晰。。一方面一方面，，微短剧崛起微短剧崛起、、AIAI 赋能创作赋能创作、、

沉浸式演艺兴盛沉浸式演艺兴盛，，新品类不胜枚举新品类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文学文学、、影视影视、、舞台艺术不断进化以图破局舞台艺术不断进化以图破局，，新创新创

作层出不穷作层出不穷。。

新大众文艺持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新大众文艺持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自信自信

展示着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展示着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也向也向

我们抛出前所未有的文艺新课题我们抛出前所未有的文艺新课题。。新年伊始新年伊始，，

我们以文学我们以文学、、电影电影、、剧集剧集、、舞台艺术为例舞台艺术为例，，一同艺一同艺

海观澜海观澜，，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向着高峰之路向着高峰之路，，奋进奋进。。

——编编     者者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剧照、文

学刊物《延河》封面、电视剧《小巷人家》剧照、电影《志愿

军：存亡之战》剧照、电影《飞驰人生 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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