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文学评论 2020年6月1日 星期一

新媒体与散文写作新媒体与散文写作散文写作有其内在的难度和要求

陈福民：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说不清楚的

东西，每个个体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程度上都会与

它遥遥相望。何时能够望见？那是缘分。但它像一个永

久的动作，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也正是这样一个象

征性的、与美好事物遥遥相望的动作、姿态，区别了我

们人类和其他的事物。文学其实是帮助我们，让那种

不便陈述的情感上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最好的手段。散

文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学题材，它赋予你最大的自由，

然后让你那种隐秘的情感、最微妙的事物能够呈现出

来，而且它不受任何东西的制约和局限，但过度的抒

情化也是文学的一个弊病。

周晓枫：散文写作直接而密切地与一个人的内心

生活相关。但任何人的写作都难以脱离他的外在环境。

置身于社会与时代的洪流之中，写作者既要融入其间，

又要保持内在的独立性。新媒体对于散文写作是诱惑也是陷

阱，是机会也是危险。写作者如果善于利用，新媒体就是好用的

工具；不会利用，它就是自伤的凶器。作为写作者置身其中，需要

保持一种平衡，保持内心的稳定，既不能淹没了自己的声调，又

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荒腔走板。

李修文：在表现、体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种独特

的情感时，它散文有着非常便利、直接的手段或说可能性。它深

入这个世界的内部，及时厘清我们这个时代个人的情感和伦

理，也为我们的存在奠定更加坚硬的基础。在今天，与其说新

媒体是散文写作时一个必须要赶赴的目的地、一个衡量写作的

标准，莫如说它是一种暗示、一种提醒。它暗示着我们今天面临

着一个什么样的写作环境、传播语境，它最终提醒着我们如何

在这样的情况下求助于散文这一最具创造力的文体，乃至整个

中国的文章之道的传统。我们置身于一个碎片化的时代，真实和

虚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相当程度上被混淆、被模糊。新媒

体时代的来临，它应当让我们重新回观散文的传统，回观传统中

的创造力，以及我们自身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创造力，重新建立

起这样一个时代的散文。

金仁顺：与小说不同，散文是一种非常随意的艺术，但“随

意”里面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比如“随”字里面有一个

“月”，“意”字里面有一个“日”，所以说“随意”是两个层面的：

一方面是普通的“随意”，另一方面这“随意”里面，也含着日月

星辰，含着诗意，含着很多隐藏的东西。因此，好的散文应该既

有表面的随意，也有内在的要求。新媒体时代的散文写作，宽

泛地说来都是散文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把有些东

西直接当成一个作品，是因为它可能具备了“随意”的第一个

属性，但没有“随意”里面的那种日月星辰。对新媒体下的新写

作，我也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它可能会出现很多让我们耳目一

新的东西，会创造新的非常有生命力的文体出来。

林东林：新媒体无论是在观念上、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

都改变了我们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散文是一种“被消失”的

文体，它无所不在，但是又无所在。这是散文外部的危机，也是

散文内部升级的契机，它重新开启了散文的革命和革新。对于

写作者而言，散文“被消失”的物理现象，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个

新的局面，就是进行新的散文的尝试，将小说、诗歌、甚至是分

析过的某些元素都拿过来，让它们成为散文的元素。这也是写

作者在新媒体时代应该积极参与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只

是写作我们所写作的内容，同时也写作我们所写作的文体，不

是成为一个散文家，而是成为散文的文体家。

傅 菲：在新媒体传播的文学，注重阅读量，文章一般节奏

快，能抓住受众心理兴奋点，与时政热点、社会热点结合得更紧

密。纸媒体传播的文学，更注重文本探索，更注重通过事件来表

达内心的困境、时代的困境。自新媒体出现以后，散文的写作出

现了分野，即自媒体为主要阵地的大众表达（表达公共情感）式写

作和以刊物为主要阵地的专业化散文写作。专业化散文写作，是

提倡有难度的写作、有探索意义的写作、有精品意识的写作。《与

你遥遥相望》正是众作家精品力作的大集合，很有代表意义，序言

中提到“有情”两个字，即意味着专注、饱满、格局、视野。

好散文是超越其“媒体性”的

张 莉：新媒体当然对散文写作带来了机遇，但是，对动

不动追求“10万+”的阅读量，作为写作者恐怕要警惕。因为那

也意味着某种内在的“迎合”。今天我们每个写作者都宿命般

地被新媒体改变着，它为我们带来生活趣味、情感方式的巨大

改变，包括我们使用的语词和句式。但是，在这样新的介质出

现时，我们是全面接受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抵抗，这是一个问

题。公号上有许多文字和所谓的散文，其实注定是“一过性”

的，而对这种“一过性”的文字和文学趣味，应该是写作者所要

极力抵抗和质疑的，否则，我们便成为被新媒体裹挟、被营销

号趣味淹没的人，我们会被牵着走。真正优秀写作者的主体

性，在于要创造自己的表达方式、语词特点、文体样式，要有今

天写作者应该有的独立思考力和情感表达力。所以，如何使用

新媒体使之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它战胜，是当代散文写作者

所面对的难题。

崔曼莉：小说写作是“借天下之情，抒胸中之意”，而散文

写作是“借胸中之情，抒胸中之意”。小说家“借天下之情”，可

以旁观众生，经过了提炼、杂糅、深思熟虑的情，可能会更有信

心成为一个文学创作的源头；而散文家“抒胸中之情”，要作家

将自己的感情挖掘、沉淀，反复地火烧、雨淋，入微三分、入骨

三分，先不去讨论这种疼痛的程度，单要把它提升为一个文学

创作的源头，这对作家而言已经是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好的散

文家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都是真正的猛士，新媒体的发展给了

这些猛士们一个巨大的舞台。

刘 汀：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

关系。原来的作者和读者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但现在的读者

和作者可以直接发生关系了。在另外一个层面，作者和读者甚

至变成了半雇佣关系，比如说很多写公众号文章的人、讨“打

赏”的人等。所以新媒体在本质上并不是改变了散文，而是改

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它先改变了散文的读者和作者，进

而才改变或者影响了文体。新媒体时代真正的好文章，是超越

其载体的“媒体性”的。这个“好”首先是诚实，所谓“修辞立其

诚”，其情感必须是真实的、诚实的。只有足够的技巧才能保证

情感真实的表达。相比抒情性的作品，我更强调、推崇具有知识

性、思想性、辨识度的作品。

草 白：散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创作者惟有从最独特、

最有效的自我出发，方能寻求与他人的共鸣。在这个过程中，

写作者除了要有基本的“共情”能力，还需要具有“抽象”能力，

要善于从所有素材中摄取、提炼、整合出那个最新异、最核心

的东西。在新媒体时代，尤其需要把散文写作当作一门语言艺

术来经营，善于借鉴各种艺术的形式及内涵，在文本的思想、

内容及形式上找到新的平衡，由此创造出全新的美感。

向 迅：生活于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散文写作者要

勇于打破固化的边界意识和陈腐的散文观念，应该敢于借鉴

各种资源，把戏剧、诗歌、日记等体例纳入其中，拓宽散文的边

界，扩充散文的精神容量，为散文带来崭新的气息、气象和生

机。同时，还要尝试让自己的文字具有爆破力和冲击力，让它们

能够像瀑布和大河一样，在读者心中留下长久的轰鸣。惟有在

形式与内容等多个方面都进行大胆探索，才可能回避传统散

文的软肋，挖掘另外的可能性，创作出具有变革意味的作品。

连 亭：对我而言，新媒体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它改变了

信息的传播渠道，而自己的写作素材则是来源于切身的生活

体验。散文是极其依赖真实经历、切身体验、有感而发的文体，

文学的恒量决定了能够反复被阅读和喜爱的，都是语言和内

容兼美的作品、有深度和光芒的作品、有共情效果的作品。所

以散文要出精品，方法从古至今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必须深耕

细作。首先要积淀素材、融化素材，找准视角和角度，其次是锤

炼语言，精准、精练、留白、延展性都要留心，此外还要有个性，

发出自己的声音，练出自己的风格。

璎 宁：散文写作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

冲击：微博、微信、博客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阅

读习惯和阅读行为。好的散文文本并不在乎平台多少，平台只

是分散了读者，但是并没有“剥夺”读者对于好散文的热爱和

追求。无论新媒体如何发展，纸质刊物或者书籍永远不会消

失，譬如我们的这个选本会引领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阅读，并且

有珍藏价值。而对于散文作家而言，写出吸引人的、有思想的、

有难度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应是贯穿写作始终的追求。

安 宁：新媒体给散文写作者提供了新的更快捷的载体，

但并未改变散文“以情动人”的本质。读者不管通过传统纸质

刊物还是微博公众号等网络载体阅读到的散文作品，打动内

心的一定是文字本身。当前新媒体下的散文写作，依然是内容

为王。散文作家不能因为新媒体的大流量就改变写作方式或

者写作内容。对当下现实的真实观察体悟，对创作主题的深入

挖掘，对人类共同悲欢的文学表达及对情感内核的坚持，不管

时代如何变化，始终是最重要的。

新媒体于散文写作是机会也是挑战

彭 程：新媒体的发展极大拓展了散文的空间，巨大的平

台和灵活的形式让散文写作具有了非常丰富的面相，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但是，网络媒体上的散文在最根本性的方

面，与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

同样也需要遵循这一种文学样式的艺术规律和基本的美学特

性，比如要求思考深入、情感真挚、语言表达生动有力等。这些

方面既是对传统报刊散文的要求，同样也是对当前新媒体写作

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新媒体散文写作中也有一些值得探讨

的地方。首先，发表的容易使写作变得很随意。第二，有一些散

文过分强调装饰性、表演性，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欠缺深度

和分量，缺少一种内在生命的质感。还有一种情况，不恰当地忽

略散文在内容方面本质上的真实性，在虚构和想象上有些过于

随意和放纵，不加节制。在这些方面，一个有追求的散文作者都

应该给予注意，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判断。

沈书枝：新媒体模糊了写作和发表的界限，在网络上，你写

的东西基本上马上可以发出来，也总有一定的机缘被人看到。对

于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反馈机制，一方面，它缓解

了无处可抒发的孤独，另一方面，它也给更多的人以机会，使更多

的人得以发现自己的天赋，能够努力在写作这条路上继续下去。

在写的过程里，如何把握好自己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不被屏

幕那头的阅读量所影响，写出投人所好的东西，这是一件很微妙

的事，最终需要写作者自己来决定。

陈年喜：所有的文学形式都是向世界提供信息的活动，这

个信息可以是历史的、当下的、生命的、心灵的，但那些被喧嚣

声严重遮蔽的部分尤为重要，因为其中有太多真相。眼下的新

媒体形式是对散文写作的一种参照、一种反叛，也是一种校

正，它让我们从书斋中、从一己的自说自话中回过身来，去打

量和述说当下。在新媒体时代，散文应该直面现实，与生存现

实去对接、去较劲。生活的主要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于当下，而

散文就是揭开当下生活盖子的活动。

王姝蕲：新媒体与新写作是一个看起来顺理成章的组合，

但事实上并不是。新媒体的出现使“书写”这个动作变形了。新

技术的出现并不一定使文学更新，反而可能使文学更旧，它可

能使写作更便捷，但未必使写作更自由。如果我们对比看一本

所谓的传统文学写作指南和一本新媒体写作指南，你会发现前

者更多地在鼓励你打破传统，而后者则手把手地教你遵循某些

定律。新媒体上的自由撰稿人看似自由，有时却被禁锢在用户

兴趣机器算法和某种设定好的文体的模具里面。

国家的记忆 民族的魂魄
——读一半的报告文学《国碑》 □张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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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 100 年的光辉历史。红

色题材的文学创作正在不断推出优秀作品，迎接

这个日子的到来。作家一半的长篇报告文学《国

碑》就是这些优秀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以

独特精巧的艺术构思、坚实深沉的思想立意再现

了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八个大型艺术浮雕的

创作过程，重温了这座新中国第一碑诞生的伟大

历史意义，进而读解了这座英雄丰碑不朽的精神

价值和文化价值，突出了作品厚重的思想主题，讴

歌了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

人民英雄纪念碑之所以雄伟，是因为它浓缩

着一个国家对自己悲壮历史的记忆，守望着一个

民族不屈抗争的魂魄，表现着人民创造自己历史

和生活的坚强意志和美好理想，也因此凝聚着一

个伟大国家的精神力量。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

八个大型浮雕，正是毛泽东主席碑文主题的艺术

体现，二者相映成辉。报告文学《国碑》正是在深刻

学习和领会碑文思想的基础上，梳理历史的线索，

讲述历史的故事，思考历史的命运，传递历史的哲

理，落实作品的主题立意。

《国碑》在读解国家第一纪念碑的时候，牢牢

地把握纪念碑的基本思想，重在突现“人民英雄”

这个形象。纪念碑的形象就是人民英雄的形象。有

了悲壮的历史，才有伟大的英雄。有了英雄，才能

开创悲壮的历史。近代以降，我们的国家曾积贫积

弱，民族灾难深重，人民艰难困苦，无数仁人志士

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独立和自由艰苦奋斗、流血

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事实证

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苦难

的命运，开创美好幸福的未来。流血牺牲的中国共

产党人是国家民族的英雄，那些为改变国家民族

命运而献身的仁人志士同样是国家民族的英雄，

他们必须永远成为国家民族最深刻的不可磨灭的

记忆，永世传承下去。

《国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英雄”记忆，其实有

着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那就是，在后来相对和平的

时代里，我们的国家“英雄”记忆似乎模糊了、淡薄

了、遗忘了，甚至存在着被替换被颠覆的风险。例如

我们现在社会上推崇的是商业精英、财富英雄，人们

的价值观正在无声无息地悄悄发生着变化，朝着国

家记忆相反的方向。因此，作品对国家“英雄”记忆

的重温，就是在充满忧患地呼唤我们时代真正的

英雄。现在看来，这种忧患和呼唤是有远见的。

《国碑》的主题表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内涵中

的人民精神。这是作品特别值得称道之处。作家还

原八个艺术浮雕创作思想的同时，特别突出记录

了当年艺术家们讨论所形成的共识，那就是在选

择重大历史事件时，画面上不特别突出个人英雄

而突出人民的精神和力量，因此，浮雕上群体形象

要比历史上重要人物更为突出，体现出人民创造

历史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这不仅还原

了浮雕创作思想的真实原意，也使报告文学的创

作思想清晰明朗，与进步的创作思想一脉相承。在

今天，作家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创作态度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作品放弃了这个根本的

立场观点，而更多倾向英雄创造历史或英雄与人

民共同创造历史的立场观点。殊不知，英雄之所以

成为英雄，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英雄的作用和贡

献不可低估，但归根到底，历史是人民开创的，人

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道理，今天的认识似

乎越来越困难。《国碑》能够认识到并坚持这个基

本原理，能够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思想内涵深处

的历史时空，从而确立了正确的创作思想，把握了

作品的思想主题。

《国碑》本着唯物史观，旗帜鲜明地记录和维

护了八块浮雕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连接起来

正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清晰地

梳理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真

实反映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的时代精神。然而，这

样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近些年来却屡遭诟病，给文学

正确反映历史造成了困惑、困难、困局。我们很多作

品碰到这些被“虚无化”的所谓“敏感”问题，总是绕

道走，没有勇气直面，严重降低了文学作品的品格

和品质。《国碑》在读解这块艺术浮雕的时候，坚持

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的斗争精神，维护中国历史上

农民运动的尊严，这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态度。

《国碑》讲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艺术浮雕创作

背后感人的故事。这是作品内容的主体部分，也是

最可读的部分。虽然故事的素材多数不算新发现

新开掘，许多内容我们在其他历史著述中都读到

过，接触过，但作者用心组织，投入了新一代人的

热情，赋予时代的解读，老故事读出了新意，读出

了深情，读出了时代精神。特别是作家专程行走八

个艺术浮雕的历史发生地，描写了当地人民的生

活和精神风貌，注入了我们时代朝气蓬勃、积极向

上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激活了艺术。

参加创作的艺术家们的故事非常感人。例如

王临乙和王内合夫妇的故事，写出了一代知识分

子的爱国情怀和高贵品格；设计国徽的艺术家林

徽因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一代知识分子与人民同

心、与时代同行的精神品质。可以说，每一个浮雕

创作者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都是从旧时代

走入新中国的文化人、艺术家，集合在新文艺思想

的旗帜下，凝聚起强大的创作力量，创造了一种属

于新时代的艺术，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情。可以说，这组艺术浮雕的成功创作，凝聚着艺

术家们的劳动和心血，展示的是新中国的艺术家

走向人民生活，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创作的成

果，从而揭示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规律，展现了新

时代艺术的新精神和新风貌。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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