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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纸”时代到读“屏”时代，原创文
学与图书出版共同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
局。市场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
标准之后，传统原创文学一直坚信的“内
容为王”受到了“渠道为王、流量为王”的
无情挑战。原创文学作家在进行文学创
作时不得不考虑作品出版后的市场效
益，而出版方将作家个人的创作转化为
社会共享时也会更加看重市场的回报。
以销量、码洋、上榜次数、粉丝数量、点击
率、影视转换等等指标构成的“传播
力”，成为了当下原创文学出版绕不开的
一道坎。

以原创文学网站和自媒体为平台的
网络文学活动，催生了新的文学生产机
制，在文学生产方式上实现从创作到制作
的根本性转变。网络原创文学IP已经实
现了全产业链运作，多平台互动和向传统
出版机构反向输出版权，将文学作品延伸
到全民的“泛娱乐”。由胡润研究院与猫
片联合推出的“2020年原创文学IP价值
榜”，通过全网的阅读量、月票量、推荐量
和收藏量的大数据做出初步筛选，由业内

资深文学编辑根据作品影响力、文学价值
和历史转化价值综合评分后排列出结果，
从文学平台专业数据、百度公共数据、资
深编辑人文数据，多纬度较为全面地排列
了100个国内最具价值的文学IP，百强作
品中玄幻类题材最多，其次为言情类、仙
侠修真类、悬疑类、历史类。

与创造了辉煌的市场化价值的网络
文学相比，注重文化积淀、内容厚重的传
统原创文学出版IP受制于内容改编难度
较大，开发成本较高，市场前景不够明朗
的因素影响，在当代多元化文化产业中
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如果要获得长远的
发展，需要及时融入新的行业形态，积极
拓宽内容源头，挖掘传统文学作品在现
代社会的崭新内涵，才能焕发传统文学
的生命力。

这其实也是出版业当下面临的热点
课题之一，就是如何以融合发展带动创
新升级，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以往，
我们的着力点是在寻找优质作者和内容
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升级传播方式，使好
的内容获得更大的增值空间。而未来，

我们还要对此做出改变，创新内容开发
方式，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局势中扬长
避短，探寻新的发展途径，积极与各类产
业跨界融合，提高文化内容的生产能力
和文化产品的传播能力。文学出版的优
质“内容”标准之一，是要能适应数字化
时代读者的阅读趣味与文化消费方式。

网络文学 IP的市场价值虽然耀眼，
但因资本的强势注入，也带来了另一方
面的困境：过分看重其商品属性而忽略
了其文化属性。商业化生产机制因日趋
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出现僵化。如何引导
作者公平有序地竞争，生产高水准的作
品，在娱乐化与经典化之间获取更好的
平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普及，都是未
来发展中需要突破的瓶颈问题。

当下的中国进行着广泛而深刻的历
史变革，进行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为原创文学的出版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
阔空间。近年图书市场中文学艺术类图
书的市场份额稳中有升，人民群众的文化
消费水准不断提高，也显示着文艺出版大
有可为。传统原创文学作为优秀文化艺
术成果的载体，承担着在新时代传播民族
精神内涵的责任，不应该在当今的文学IP
大潮中走向枯萎，优质原创文学的创作和
出版仍然令读者充满敬意和期待。需要
保持清醒的是，推进原创文艺出版的内容
供给侧改革同样任重道远。互联网技术
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
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
践的深刻变化，文艺作品个性化需求成为
阅读需求的主流。传统文学原创作品的
出版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但佳作仍显不足，有“高原”缺“高
峰”，名家与新人的比例仍有差距。再加
上出版质量良莠不齐，亦有少数文艺出版

物格调不高、粗制滥造，造成不好的社会
影响，这既是对出版资源的一种浪费，也
给读者带来了困扰。

近年来，花城出版社在原创文学出版
方面有所坚守，亦有所突破，以《花城》
《随笔》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作为旗帜，
打造出版全链条，整合出版资源、作者资
源、发行资源和传媒资源优势，建设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阅读空间，建设作者、读
者、编辑共同交流对话的精神家园，推出
了一系列双效突出的重要作品，如获得
茅盾文学奖的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
景》，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好书”
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
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中国好书”的
李娟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获得“中
国好书”的李佩甫长篇小说《平原客》、蒋
韵长篇小说《你好，安娜》等等。除了名
家作品，我们也与百万级公众号联合打
造了何袜皮的原创作品《没药花园——爱
与恨是相互的解药》，出版了热播电视剧
《小舍得》《小欢喜》《小别离》的同名小说，
打造直面社会热点的“中国教育四重奏”
系列小说。

原创文学出版的未来，文本质量仍是
核心，文化产业对优质IP的渴求将与原创
文学出版相互驱动。作为文学出版者，坚
定“好作家决定好作品，好编辑打造好产
品”的理念，以原创力和编辑力的聚合来
提升作品的价值和传播，全力推进融合
出版工作，让“书”不仅仅是“纸书”，“原
创文学”出版也不仅仅是“出版”，而是面
向全产业链、全用户、全渠道、全平台的
全方位内容生产和营销，拓宽原创文学
的衍生空间，满足读者越来越多元化和
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才会迎来一个更好
的未来。

提升IP时代的原创文学传播力
□张 懿

强原创：文学创作
与文学出版永恒的主题

□潘凯雄

从近年我国出版业一个有趣的现象谈起。
2017年，如果你稍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中国的老舍

和美国的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在这一时间成了国内
众多出版社竞相推出其代表作的两位热点作家，他们一
些代表作的中文版本数量在这一年激增。中美两位文学
大师如此殊途同归，其缘由无非就是因为从这一年起，他
们的著作权开始进入了公版期。

其实又何止是老舍和海明威成为一众出版单位抢手
之热点？环顾一下我们的文学图书市场，本土四大古典
文学名著中哪一种没有数百个重复版本？而域外20世
纪前包括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狄更斯、托尔斯泰、陀
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大师的经典名篇，哪一种不同样
也都有三五十乃至近百个以上的版本？这个现象往好里
说，自然可以归结于我们某些出版商的眼神好，识货！换
个角度看呢？如此一哄而上的背后恰暴露出了我们文学
创作与文学出版原创力的严重匮乏和原创性的极端不
足，况且在许多重复版本中，质量平庸低劣者也并不在少
数。这一切无疑已成为影响我们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高
质量发展的严重障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已明确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深化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等一系
列发展目标。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
创作和文学出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就是要进一步
推动创作和产业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不断
增强优质作品的有效供给能力，提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为满足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提供
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内容为王”是文学创作与文学出
版的铁律，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优质原创产品做支撑，没
有大量具有创新精神的从业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创
造，则无异于灵魂的缺失。近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在创作
与出版方面成绩显著、名家频出、佳作纷呈，但问题也不
少，一个突出的重要表现就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
高峰”。具体点说，就是一些作品过于偏向琐碎的日常经
验和一己之内心，而展示时代主潮与人民心声、体现家国
情怀、黄钟大吕的优质原创作品则相对较少，我们近现代
以降诸如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本都应该出现
与之相匹配、可以传之后世的扛鼎之作，但遗憾的是，这
些依然还处于期待的过程之中。因此，抓优质原创，理应
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永恒的主题。

所谓“原创”，本质上就是对既定参照物的一种怀疑
与否定。它既不是对某种既定形态的提升与修补，也不
是对已有存在的一种注释与重复；原创是一种蜕变，具
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原创在尊重传统、质疑传统的同时，
更在于创造新的传统；原创来自创造者自身的综合能
力，虽不排他但又必然在自己的作品中烙出一个鲜明的
新“我”。

“原创”者，重在一个“原”字，这个“原”区别于一般的
创新。它强调的是初始性，即一切来自本源、根本、大地
和生命；这个“原”具有不可复制性和排他性，它是新鲜
的、独特的，又是抗平庸、反陈旧和拒重复的；这个“原”

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新把握，一种新生命形式的艺术
显现。

就整体而言，文学创作首先是一种个体性极强的精
神劳动，优质文学原创作品的产生，首先当然需要广大写
作者——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传统的还是网络的、
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创造性的精神劳作，但文学出版
业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前期的联手还是后期的制作推
广——同样不可或缺。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
文学与出版的良性互动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
展留下了一道靓丽的轨迹，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文学界最好的时期也是出版业最好的时
期，反之亦然。文学创作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也需要
反顾自身；出版不仅是传承，同样也是一种创造。如何再
造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良性互动的灿烂景观就是当前摆
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优质的原创文学因其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审美经验独
具个性的观察、表达和书写而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创
造的活力，而这种文化原创力的强健与否恰是构成我们
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从诗经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
元曲到明清小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文
学，表现了所处时代独特的文化原创力。今日之中国已
然进入了我们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无法想象与难以企及的
繁荣与强盛之新时代，大题材、好故事，丰艺术、强传播，
是我们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这个伟大的时
代当然需要也有条件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优质原创文学，
在现有文学高原的基础上隆起一个优质原创文学的新高
峰。时代抵达的高度，思想和文学应该努力攀登，而思想
和文学抵达的地方，出版就没有任何落伍与掉队的理由。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时间最早、文学出版规模最大、
文学品类最齐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70周年，中国作
协主席铁凝在纪念该社建社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有这样一段感慨：“最近，我看到一张照片，是42年前人
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中长篇小说部分作者座谈会的合影。
那是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
我想，这张照片不仅有历史价值，它还体现着人民文学出
版社70年一以贯之的精神，那是开风气之先的使命感，
是引领潮流的自信和勇气，是鼓励创造与探索的胸襟，是
与广大作家紧紧连在一起的热情与温暖”。而人民文学
出版社在为自己的70周岁生日庆生之际也出版了一本
名为《文学名著诞生地》的图书，该书收录了90余位作
家、评论家、学者、翻译家与编辑家回忆他们与人民文学
出版社交往的种种经历。我之所以引述这样两段事实无
非是想说明：尽管文学出版处于整个文学产业链的后端，
但在促进与推动优质原创文学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绝对
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动的等候者与二传手。在一定意义
上，它既能够参与和协同作家的创作过程，也可以在编辑
和出版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原创文学作品的品质，放大其
影响力与传播力，最终实现原创者与出版者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最佳效果。

如此论断绝非妄言。铁凝在谈到人文社召开的那次
中长篇小说部分作者座谈会时，特意强调了“那是1979
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什么意思

呢？要知道，那还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点，当时一些与会
作家身上背负的种种“莫须有”枷锁此时尚未卸下，而这
次会议的邀请于他们而言无异于就是一次精神上的昭
雪。至于冯雪峰之于《保卫延安》、龙世辉之于《林海雪
原》、王维玲之于《红岩》……这些编辑给作家提出恳切意
见提升作品质量的故事更是可以续写许多。

优质原创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恰
犹如科技创新一样，需要时间与精力的大投入，如果将这
些量化为经济计量也同样是一次大投入。但这种投入无
疑是值得的。它一方面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精品，同时也是在为文化企业提供
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且降低了在复制、生产、传播和衍生
开发等后续价值延伸增值过程中的成本，这种产业链越
长，优质原创文学作品无形价值的开发和利用就越充分，
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就越强。

尽管理论上如此，但由于当下种种复杂的因素，一些
优质原创力在一定时间内未必完全能够释放出它本该产
生的强大文化影响力及经济效益等现象也并不鲜见。对
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优质原创文学的产生有其自
身的运作规律，美成在久。相关部门特别是管理部门，一
定要保有足够的耐心，摒弃那种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与业
绩观，充分尊重艺术生产规律。坚持以强原创为基石。
一方面，在各种资源配置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都应旗帜
鲜明地围绕着原创力坚持党和国家的标准与尺度，大力
扶持、表彰和奖掖原创，尤其是现实题材的文学原创，在
全社会倡导与培养尊重原创、呵护原创的社会风气；另一
方面，也可以通过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管等多种手段，抑制
低端重复出版现象，比如明确规定中外文学名著单位的
专业出版资质与门槛，对校勘者、译者和责任编辑等相关
人员的相关资质与能力进行基本审核等。

无论如何，强原创都应该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
永恒的主题。

所谓所谓““原创原创””，，本质上就是本质上就是
对既定参照物的一种怀疑与否对既定参照物的一种怀疑与否
定定。。它强调的是初始性它强调的是初始性，，具有具有
不可复制性和排他性不可复制性和排他性，，是一种是一种
对世界和人生的新把握对世界和人生的新把握，，一种一种
新生命形式的艺术显现新生命形式的艺术显现。。

我常常会想到那年和三岁的女儿一起去看的一场
表演。

小小的空间里，装置着许多奇怪的物件，孩子们随
意围坐在装置的周围。灯光暗下来的时候，表演者带
着满满一桶水上场了，事实上，水才是那天的主角，当
它们通过这些奇怪装置的时候，仿佛倏然有了灵魂。
开始了，整场演出不需要看，只需要听，是铺天盖地的
倾盆大雨，是辗转反侧的凄风苦雨，是错落有致的阵
雨，是淅沥有声的小雨，有一刻，静止，听不到任何动
静，两秒钟后，远远的，却有一声轻微的布伞张开的声
音，耳朵里便仿佛落进了一两根牛毛般的冰凉……

这场演出叫《雨》，没有故事，没有布景，没有主演，
没有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的戏剧因素，但是，这真是一
场无比美好的演出，那些平时一分钟也坐不住的三岁
孩子，静静地坐满了15分钟，那一刻，彻底颠覆了我曾
经以为给孩子的演出就需要满场蹦蹦跳跳唱唱闹闹的
想法，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给予孩子的声音是不是
太多了，我们离开天籁之美太久了，而天籁，惟有安静
才可以抵达。在这喧嚣的时代，我们轻易地被一滴雨
所带着的原初魅力所征服，我们离开专注和安静有多
远？我们离开我们最初的世界又有多远？

让我们回到当下文学原创
出版的话题。

今天，可以用“兴兴隆隆”
四个字来形容文学原创出版，
出版上游的中国作家们勤耕细
作，作品如林；出版中游的文学
编辑们兢兢业业，造货不断；出
版下游的营销人员，更是音频
视频直播带货，持续破圈跨
界。原创出版产业链的
每一个环节都在热热闹
闹地尽心尽力，然而，我
们的文学图书市场又怎
一个“兴兴隆隆”了得？

作为一个文
学编辑，我所感
受到的是，初版
图书印数断崖般
地 在 下 降 和 收
缩，在读者心中
能激起回响的集
中在几个耳熟能
详的作家和他们
的作品，大量文
学原创图书一出
版便以低于万册
的印数进入浩瀚
的图书市场，能
脱颖而出露出水
面的机会微乎其
微，出版社敲锣
打鼓使尽浑身解
数，基本是声势
大收效小，文学原创出版很多时候是在依靠拼命拉长产品线，来弥补单
品图书印量的不足，而这样做的后果更是加剧了单品效益的持续下
降。在热闹繁荣的背后，实在是每个环节的精疲力竭，所谓原创能力的
提升只是“看上去很美”。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围绕着破解之法，作家抱怨出版社惟利是
图，编辑抱怨作者创作力不足，营销抱怨选题毫无新意，市场抱怨图书
宣传缺失，读者抱怨好书不多，最后，矛头一致地抱怨今天的读者远离
了文学。

今天我们是否真的远离了文学？
如果要我对文学做一个定义，我更愿意把它比作是——密码，是不

是可以理解为，文学，尤其是诗歌、小说就是一种密码文本？创作就是在
设计密码，文学的阅读之所以迷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是一个破
译密码的过程，而每个读者其实都有一套自己的密码破解方式，好的文
学，可以被破译出无数意义。而倒推到创作领域，其实也一样，作家是密
码师，他把命运的哲理和人世的情感，编制进自己的密码系统中，好的作
家都是密码高手。作家、编辑、读者，以文字为码，编制、传播、破译，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各个环节都在生态圈里互生互融互相影响，而我
想说的是，今天，从创作到出版到营销到阅读，我们都在被巨量的信息所
挟持，被日新月异的世界弄得无所适从，被传播介质的创新逼得惶惶不
可终日，编制的人失去了从容，传播的人失去了底线，破译的人失去了耐
心，随之而来的是焦虑，是眩晕，是急功近利中的迷惑，是在坐不住等不
及中失去了一颗平常心。

文学的核心质地从来没有改变过，改变的是我们。我们早已经听不
见风声雨声落花声，我们的耳朵里只有整日喧哗。

信息社会不能对文学形成巨大冲击，因为文学不是信息，它是流水
有痕地把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心灵的、审美的元素一一融进脉络，成
为一个有机整体，把现实和思想送入人心，奈何要把文学强行肢解成毫
无意义的一地碎片：传媒介质的革新也不能对文学形成根本威胁，因为
文学的传播根本在于核心内容的优质，那是时光都淘洗不走的坚挺，奈
何非要电光声披挂齐上阵；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更不会对文学形成最终
打击，文学永远是用心灵破解古老文字密码的高级互动，奈何只阉割出
故事吸引眼球。

纷纷扰扰，迷眼乱心，莫衷一是，有时想，阅读其实是最个性最私人
化的情感和智力活动，就像密码的编制和破译，那是安静地寻找灵魂的
契合，而存在于文字中的写作、出版和阅读，为什么今天要向声光电低下
头，似乎只有声光电俱全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达，如果以文字为职业
的人都不能捍卫文字的生存和尊严，而是“与时俱进”地用种种新技术和
别样的手段消解文字的核心地位，那么我们的文字是不是有一天将永远
消失在未来深处，连同我们的文学创作、出版、阅读，连同我们的历史、血
脉和气息？

也许此刻应该寻找文学出版最初的起点，抱持古老文字的人，当然
不能积古不变，但需要首先学会坚守，像坚守一块田地一汪炉火，因为和
种地、手作一样，那是需要时间打磨的职业，需要文字加持的事业，需要
摒弃很多杂念专注一心的职业，它存在于时间的纵轴上，没有时间就没
有文学，没有等待就没有文学，没有静气就没有文学。写作是手艺，出版
也是手艺，寂寞和安静就是本分，手艺人要熬的不就是时间、专注、认真
和投入？众声喧哗目迷五色中，认清自己，在寂静中聆听和耐心。

且闲看落花静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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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与出版文学原创与出版

创作就是在设计密码创作就是在设计密码，，文学文学
的阅读之所以迷人的阅读之所以迷人，，有一个重要有一个重要
的方面就是这是一个破译密码的方面就是这是一个破译密码
的过程的过程，，而每个读者其实都有一而每个读者其实都有一
套自己的密码破解方式套自己的密码破解方式，，好的文好的文
学学，，可以被破译出无数意义可以被破译出无数意义。。

原 创 文 学 出 版原 创 文 学 出 版
的未来的未来，，文本质量仍文本质量仍
是核心是核心，，文化产业对文化产业对
优质优质 IPIP 的渴求将与的渴求将与
原创文学出版相互原创文学出版相互
驱动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