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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动态生成与新媒体重塑
□傅守祥

自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传承，
之所以值得重视，来自于这样一个
预判，即在自媒体时代，对文学经典
的阅读习惯、阅读方法和阅读心情
都出现了新变化。但在这些变化中，
需要坚守一些恒定的东西。经典所
包含的恒久价值，需要我们在新的
媒介语境中进行坚守。

自媒体带来的传播环境新变

这需要我们增强对自媒体的理
解。早在上个世纪，传播学家麦克卢
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就提出过

“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在他看来，媒
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即
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
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
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
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
惯”。因此，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
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
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
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
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
革。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围绕在我
们周身无处不在的微博、微信以及
新兴的视频APP，就是自媒体现有
的主要表达渠道。这些自媒体平台能
够将数据挖掘和智能推送结合在一
起，从而通过一种用户乐于接受的
方式推动内容的传播。社区生态链
加强了用户之间的联系纽带，使得
信息的发布者与接受者们沟通更加紧密，联系
也更加稳固。

自媒体之所以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和对
传统媒体有如此大的威慑力，从根本上说取
决于其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大众化和普泛化。
这无疑是自媒体好的一面。有好的一面，自然
也有不好的或负面的影响。所谓良莠不齐、可
信度低等，是每个卷入自媒体的人都能感受
到的不足。拼凑、移植、套用，乃至于篡改、整
合，特别是取其一点不计其余、放大一处屏蔽
其他的做法，也是经常出现。在如此强大而复
杂的自媒体语境中，文学经典的阅读与传播，
自然也发生了形变。

经典代读短视频的三种模式

经典代读的现象是最显而易见的。很多
人不再阅读文学经典，而是看影视剧作品，甚
至只是看剪辑了的影视片段。比如，面对《三
国演义》，很多网络用户依据1986年版电视
剧，剪辑出各种短视频。例如，对应当下职场
中的察言观色伎俩，文学经典成了处理人事
关系的厚黑学范本。《三国演义》中刘备怒摔
阿斗的细节，被发挥成了刘备笼络人心的绝
好表演；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反而成了诸葛亮
用计除掉马谡的阴谋。这样的“提炼”，距离原
著所要表现的思想和情感，肯定有很大出入，
甚至误读。在此基础上，文字所织成的隽永表
达及所营造的刻写人物的精准酣畅，皆被乱糟
糟的职场勾心斗角破坏，经典从而沦落为一场
龌龊的诛心之术，乃至于醇味尽失。

一些短视频制作者挖空心思揣摩人们的
窥探心理，引用一些所谓的文学名句，配上一
些美颜画面，表达一切生活、情感中的不如
意。在这一块，我见得最多的是制作者对《红
楼梦》和张爱玲小说的拆解。文学作品中无以
计数的人生小细节、情感小波动、异性暧昧关
系，几乎不经过怎么费力的语境转换，就能直
接进入当下人们的精神世界，照样是一通穿靴
戴帽，照样是一通穿针引线，照样是一通张冠
李戴，结论也早已摆在那里了：人生中的诸多
闹心、生活中的磕磕绊绊、情感世界中的纠结
郁闷，都起于自身的愚钝。言外之意，如果多
点心机，提高点情商，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到
此为止，文学所蕴含的对人性的复杂观照和
对美好人生的神秘向往，在手指的频频滑动
中，也就该支离破碎、土崩瓦解了。

经典代读，另一种体现是“几分钟带你读
完某某名著”。为了节省讲故事的时间，也为
了更加具有话题性，视频生产者会故意削减
故事的复杂性。例如，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
世界》，其重要情节可以分主线、副线等多条
线索。可是，对于几分钟的自媒体产品，只能

对经典进行删繁就简，不断浓缩、提
纯，乃至进行充满曲解、误读式的个
性化理解。这是自媒体这种节奏和
形式的规定性使然。要保证百万字
之巨的长篇叙事，跨度几十年之久
的社会现实变迁，容纳着上百个人
物以及众多家庭的艰难生活，特别是
纷繁纠结的情感命运和苍凉凌厉的
内心活动，在短短几分钟得以原汁原
味地呈现，这事神仙都不敢拍胸脯。
怎么办呢？他们只能以某一个人物的
某一个行为或心理为突破口，拉出一
个相对完整的线索，向前做一些铺
垫，向后做一些延伸，就行了。关键
不在于是否建构了符合原著的故事
框架，而在于所选择突破点上的人
物命运有无能够抓人眼球的结论。
所以，短视频中关于《平凡的世界》
的叙述就不断被简化。比如，抓住孙
少平的爱情线索作为突破口，讲述
他与田晓霞等女性的关系，聚焦主
人公宿命般的结局。至于人物的丰
富心理，还有其他复杂的人物关
系，以及人物与时代的深刻关联，
均在自媒体的“遗忘”之列。

是简化、误读还是重新选择

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此可以一
口否决自媒体了呢？不能。要生产这
些短视频，作者必定阅读了文学经
典，同时为了流量，他们又必须关注
现实的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

们还是做了将文学经典与社会现实进行关联
的工作。退一步说，在当下许多文学读者都不
愿啃文学经典的语境，能用简洁语言概述文
学经典，本身也是一种传播，至少，总比让人
们淹没在哈哈一笑的无聊段子中要有意义得
多，这一点也必须给以正名。

其实，经典代读的现象很早就有了。在传
统媒体中，出版人为了适应青少年阅读心理，
通过图文并茂形式，对四大名著所作的简化
处理；影像商人为了迎合读图时代的普遍社
会心理，通过专业人士的声音，对几乎所有文
学名著所作的朗读版处理。自媒体时代的短
视频，只是这一链条上的延伸和变异生产。这
种形式可谓“古已有之”，我们根本用不着大
惊小怪。我们也同样可以作一个假设。假如没
有这些新媒体新载体，也许会少一种经典的
传播手段，大体上不会太多影响到经典的传播
广度和深度。因为，即使没有这些“代读”产品，
那些平时不听、不读经典的人，也可能还是不
去听、不去读。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自
媒体语境中的经典传播呢？是禁止这类代读
短视频，来确保纸本经典的阅读有效性，还是
继续保持和鼓励这类自媒体产品，让真正的
经典在多元化传播手段中不断经受时间的淘
洗、年轻读者阅读口味的挑剔？如果我们不人
为神话、圣化经典，闭着眼睛也会选择后一
种。道理很简单，每次只是几分钟的自媒体传
播，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点击率和流量。毫
无疑问，这是他们首先对文化市场、阅读市
场、精神市场经过精细调研和把握后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他们对读者所进行的
类型化处理。但一般而言，主要是对当下时代
人们最关切、最上心、最热切期待的精神问题
和意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如此，所选经典，无
论近的还是远的，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肯
定最起码得具备一点，就是是否具有反复阅读
的魅力。这种魅力就自媒体而言，限于时间和
节奏，又主要还不是语言的，而是故事、情节、
细节，乃至由此而再生产的故事的多解性、情
节的多层次性和细节的多义性。说到底，是所
选经典所蕴含的适合于不同时代人群主要关
切的文化结构、情感结构和价值结构。

毋庸置疑，与其说用自媒体传播经典，是
对经典的简化、变异、误读和误解，不如干脆
说，这是对经典的重新选择乃至筛选。我们应
该正确地看待自媒体传播，不是将其看作对
经典的“捣乱”，而是视为一种对经典的阅读
召唤。关键还是要回到文学经典本身。我们要
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对经典进行重读，激发文
学经典的新魅力。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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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中有很多关于文学经典的“二度创作”，这其

中肯定存在一些对经典的误读，但它也是一种重要的“阅

读触发点”，很多人由这样的新媒体产品产生对文学经典

的阅读渴望，并获得进入文学经典的新角度和新方式

文学经典凝聚着不同时代的精神财富。如今，文学经典作为一种重要的元素频繁出现在各

种短视频中。本期两篇文章中，傅守祥的《文学经典的动态生成与新媒体重塑》认为，面对文学经

典的媒介化生存，应该将时新的媒介视角与传统的人文视角结合，更好地实现“将精神遗产转化

为现实资源”的美好愿景。牛学智的《经典代读短视频的利弊得失》谈及经典代读短视频对文学

经典的误读和简化，但又注意到这些视听产品中所蕴含的一些时代心理，强调了自媒体对经典

的重新选择乃至筛选作用。 ——编 者

文学即人学，人类的共同经验以语言艺术的
形式凝成文学经典并得以代代相传。对于前现代
和现代的人们来说，“文学经典”的具体内涵和存
在价值是相对明确、具有共识性的，即：文学经典
是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
心，反映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和文明程
度，体现了文学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
和想象生成。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
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形式的独创性、想象的
延展性。

文学经典：不断受到冲击，却又
不断释放活力

在一个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媒体时代，
文学经典“存在与否”、“属于谁”以及“是何种层
次上的”等反思性问题日益突出，在相当程度上
使“经典”出现了“地动山摇”，为文学经典的重
构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开启了新空间。在今天，文
学经典的辐射范围也与以往不同了，它们不仅要
在本民族内部传承，还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跨
文化“场域”。

文学的跨文化交流是经典的传承与变迁的重
要方面，不但可以使经典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
射出新的光彩，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本民族文化
的发展和建构，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的发生和20世纪后期“拉美风暴”的引发就是这
个问题的最好注脚。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
到文学经典在消费时代的弱势格局。在如今文学
相对被边缘化、文学典律的概念日趋淡漠的形势
下，文学研究者应该向学生和广大读者传授些什
么？世界性的人文教育滑坡、文学教育碎片化的现
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文学经典有没有永恒性？这在前现代和现代
文明时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典是不容置
疑的，特别是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典籍和文学名
著，如中国古代的《诗经》和唐诗宋词、基督教的
《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古希腊的《荷马史
诗》、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等。但是，随着文化研
究、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乃至各种后
现代思潮的到来，一些民族原有的经典不断受到
冲击，另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则开始登上经典
的殿堂，文学经典日渐出现多元化面貌。事实上，
尽管经典受到了冲击，但是，一些真正意义的文学
经典依然散发着永恒的、不朽的艺术魅力，向当代
人昭示生命的本真和终极的意义，提供丰沛的精
神滋养。譬如《诗经》中的《关雎》，当我们今天重新
阅读的时候，依然为诗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美、情感
之美、意象之美、音乐之美等感动不已。从这个意
义上说，经典是永恒的。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经过时间的淬炼，所谓经
典，总是能让读者在其中寻觅到对人之处境的真
切关心，对人在这个世界上之命运的周彻认知，对
人内心经验的感同身受的体谅，在“认识真理”“立
人”的层面上让参阅之人认识世界、观照自我。这
也正是梁启超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
中所说的，“我们作为社会成员，总要彻底地了解
它，才不至于产生社会意识隔阂”，“另一方面我们
日常生活中应事接物，常常仰仗它给我们光明”。
因此，经典中所凝聚的深邃智慧，决定了经典必须
是用来“啃”的，相对于畅销书等的“淋漓尽致”，并
不一定算得上是愉快的体验。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文学经典是了解
异域文化的重要手段。世界文学经典是各民族基
本价值观和审美诉求的反映，在网络虚拟性冲击
着经典标准的今天，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和

情感纽带的文化经典传承变得尤为重要，而传承
的根本方式就是不断地研究经典，在“价值重估”
的平台上作出与时代相符的文化阐释。如何与这
些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经典交流对话，如
何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学经典中汲取精神
养分，不仅是人文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
每个读者应该面对的课题。

数字与人文结合，赋予文学经典
阅读和研究新的视角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急速发展的
同时正改变着当下的中国社会格局，亦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在互联网出现之
初，曾被一些一味崇尚“新奇”的文人雅士吹得神
乎其神，也曾被另一些文人雅士贬得一文不值。实
际上，“互联网+”的核心是以共生、共享的空间和
共创、共赢的平台来实现用户的参与、互动，简言
之，“互联网+”是通过数据识别用户实现精准服
务。科技的发展使民众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相
反，在很多时候，针对一些事件和现象，普通民众
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传
递给他人，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呈现出对现实
的干预能力。

因此，当下的网络媒介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
会形态，它绝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简单放大。互联
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众
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推动了传播学
理论的思考与创新。不仅如此，由于互联网等新技
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
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展望未来，新技术与新人
文的互相融合应该是数码时代艺术发展的前景。
创作者如何选择和应用技术这把双刃剑，对文学
艺术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大转型环境和“后人
类”性的媒介技术“暴涨”，文学经典如何面对、应
对和有效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确实是一个亟
需讨论的话题。毫无疑问，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语
境中，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运用大数据等新方法
加强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将诠释经典与“活用”
经典并举，最大程度地发掘文学经典的精神矿藏。
其次要通过多种手段引导公众关注文学经典、阅
读文学经典。新媒体中有很多关于文学经典的“二
度创作”，这其中肯定存在一些对经典的误读，但
它也是一种重要的“阅读触发点”，很多人由这样
的新媒体产品产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渴望，并获
得进入文学经典的新角度和新方式。这么做的目
的就是用新的视角，回到经典文本自身，获得一种
与现实有关联的文学新认知，重新激活传统经典
在当下的活力。

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新媒体不仅从根本上改变
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而且日益深刻地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尽管作为“数字人

文”的文学经典研究和传播，愈发离不开“大数
据”，但是重视大数据分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意义
的追索和对思想的执着追求。文学经典研究与传
播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沟通的桥梁。对于文学
经典的视觉化生存与数字化发展决不能忽视，也
不能过度拔高，应该将时新的媒介高科技运用与
传统的人文意义追索结合，构建立体型、纵深性的
人文谱系，以适应时代变化、接续人文根系，更好
地实现费孝通先生晚年积极倡导的“将精神遗产
转化为现实资源”的美好愿景。

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有个著名的发问：为什
么当文明扩展时，杰出的个体反而减少了？为什么
当知识变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时，天才反而更难见
到？原因固然与物质、技术有关，但更在于人们回
避思考、耽溺安乐的自甘平庸与自我放逐。因此，
我们需要重新唤起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
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热烈关切，而文学经典
永远能够提供这样的根基。

在新媒体语境中，更加重视深度
思索和反思思维的作用

在新媒介语境中，我们更加需要重视深度思
索的作用。知识本来就是供人思索、讨论的，以纳
入生活的经验当中。而今，深度的阅读和思索变
少了，深入的沟通也变得匮乏。科学技术与文化
越来越深入地嵌入人们的生活，而人文文化需要
充分地发挥其反思性的作用。如今，知识在无名
的数据库中积累，人们对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
多，这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在信息的汪洋中陷入新
的迷茫。因此，必须重视文学经典，结合大数据分
析，回到经典本身，结合现实语境进行思想的新
创造。

人文知识的特长原本就在于基于理性的批
判与反省，文学经典研究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
沟通的桥梁，将诠释经典与“活用”经典汇通融
合。从整体上看，今天的文学经典已经不再是一
个个“孤立”的文学文本，反而成为一个容量巨大
的文化“场域”、“话语”海洋，各种来自文学和非
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与张力使其“意义”得以
不断生成、增殖与传播。只有立足于“动态”的文
化“场域”视野，文学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
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危险，进而在文学与社
会、精英与大众、美学与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有效
沟通的桥梁。

毫无疑问，文学创作与文学阐释均是全球化
时代表达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也是
展现表达权、语言权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具体方
式。研读文学经典是全球化时代的明智选择，基于
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帮助我
们在新的历史情境下重新发现、多层面思考“人”
自身的内在含义。

（作者系新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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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集书稿
南通海心文化艺术服务有限公司从2005 年开始长期组

织图书代理承接书稿编撰出版业务，即日将继续代理承接图
书出版业务，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国内图书出版后将推荐
作者辖区相关单位申报各级政府文艺（社科）扶持项目和奖
项。 版权可以在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CIP 数据库进行核查
验证。同时承接各企事业单位公众号、网络宣传平台图文制
作和企事业单位文化策划后期管理服务。

（二）招收学员
本公司从即日起常年开办公众号、网络平台新闻信息创

作、摄影以及制作公众号（自媒体）创作函授、面授培训班，由
资深专家一对一辅导，随到随学，包教包会，培训考试合格发
结业证书。

投稿与培训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经济开发区双逸创
业园企业服务中心404室海心文化公司编辑培训部

邮编：226400
投搞与招收学员联系人：高老师、欧阳老师
联系电话 13813732486（投稿与招收学员微信号）

0513-8413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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