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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央芭蕾

舞团最新创作的交响芭蕾《欢乐

颂·星海璀璨》在北京天桥剧场首

演，为将持续至明年初的第六届中

国国际芭蕾演出季启幕。演出在

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经典

旋律中精彩呈现，分为四个乐章，

以交响芭蕾这一独特的国际艺术

语汇，将芭蕾、交响乐、独唱、合唱

气势恢宏地融汇交织于舞台之上，

诠释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该演

出共有 220 余位演员参与，是中芭

建团以来演出阵容最为强大的作

品之一。

（王觅/文 中央芭蕾舞团/图）

本报讯 “茅盾文学周”期间，多场对话活动相继在

浙江乌镇举行。11月17日下午，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吉林省作协主席金仁顺、新疆作协主席刘亮程、作家弋舟

围绕“短视频时代下长篇文学应该去往何方”畅所欲言。

在11月18日下午举行的“青年作家漫谈”对话活动中，湖

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宁夏作协副主席马金莲，作家马伯庸、

石一枫、蔡骏共聚一堂，就青年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捕捉创

作灵感、新媒体和AI对写作的影响、文学作品的影视化

改编等多个话题展开交流。两场对话充满了思维碰撞的

火花，引发现场读者和云端网友的热烈反响。

短视频与长篇文学并不是此消彼长

如今，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兴起，极大改变了

信息传播和知识获取的方式，大众对信息与知识多样化、

全方位的需求不断增长。如何通过短视频拉近读者和文

学的距离，让文学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已经成为当下从

业者亟需面对的问题。

阎晶明认为，当下短视频对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了

重要推动作用。他观察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在网上购

书，面对茫茫书海，困惑于如何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

书，这就需要优质的读书类短视频发挥引导作用。“有时

候网红或流量明星在短视频中提到最近在读什么书，这

本书第二天就可能会卖到脱销。他们在网络上的推荐和

传播，可以帮助读者掌握更多的图书信息，原先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在他看来，如今一方面是碎片

化、快餐化文化盛行，但另一方面，在文学领域，长篇小说

的销量是遥遥领先的。“短视频与长篇文学并不是此消彼

长的关系，有很多人既可以认真阅读一本长篇小说或经

典名著，同时也会在闲暇的时候刷短视频，这并不矛盾。”

金仁顺认为，读书分享类短视频给非专业读者提供

了指引，有一定的营销和传播作用。在她看来，短视频仅

是推广手段，并不是文学本身。一条短视频可能会迅速被

很多人看到，但它的消失也是很快的，而经典文学作品却

是永恒的。“我们要相信文学自身的韧性和强度，短视频

的火爆会让大家认为喜欢读书的人将越来越少，阅读可

能将被其他娱乐消遣方式所取代。但我没有那么悲观，文

学的受众是不会轻易离场的。”

刘亮程长期居住在乡村，他也会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

的生活。面对当下“三分钟读完一本书”的新兴文化现象，

他有着自己的看法。“短视频无法代替文学作品，想要深入

了解一本书，我还是建议去读原作。有人在网上看了图书

介绍类的短视频，就误以为自己理解了整部作品，这反而

导致很多优秀佳作湮没在海量的短视频之中。”他谈到，很

多短视频创作者会把文章中的金句罗列出来，但那些金句

无法组合成一部长篇小说，它们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个零件

而已，真正的读书体验要通过阅读全文来获得。

“如今我们能在短视频中看到丰富多样的内容，但

这些并不能代替真实的感受，也不能代替阅读。”弋舟建

议，作为内容的提供者、制作者，短视频创作者应该有属

于自己的见解，即便是介绍或解读一本书，也要避免同

质化内容。

“天下第一等好事就是读书”

有人认为长篇文学似乎无实用价值，而反对者则提出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谈到长篇文学的处境与方向，阎晶明

认为，如今信息时代各方面的诱惑很多，时间和精力很容

易被分散，这些客观条件不利于读者完成长篇文学的阅

读。他建议在社会层面营造阅读的氛围，不要将读经典、读

名著变成专家的事，而要变成所有读者和大众的事。

“天下第一等好事就是读书。”从事写作多年的金仁顺

依旧对阅读充满了热情，“不论是长篇文学还是短篇文

学，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能够读书就是好的开始”。

她认为，读书可以帮助对抗失落、孤独、沮丧等负面情绪，

只要读者建立起耐心的阅读习惯，读书的好处自然而然

就能体会到。

刘亮程说，他不会刻意地要求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

时候就开始读长篇文学，反而会希望他们能尽可能多地

看看世界。“那么小的孩子最需要的是认识地上爬的虫

子，而不是书中的虫子。他们最先要听到自然界的风声，

而不是作家在书中描绘的风声。”他认为，阅读长篇文学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读完书后应

怎样看待人生，怎样过好当下的生活。

弋舟在长期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长篇文学的实用之

处：“长篇文学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阅读

长篇文学让人变得愉快、变得清醒。书籍天然和我们的脑

部有某种共鸣，强制自己远离手机。回到比较有节奏的读

书生活中，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

“受宠”的作家更要向生活采撷素材

在“青年作家漫谈”对话中，大家深入探讨了有关创

作采风的话题。有人认为，采风帮助作家深入生活、获得

切实生活经验的作用有限，李修文则通过亲身经历作了

反驳。他正在创作一本讲述20世纪90年代下岗工人的

书，由于缺乏推进的力量，好几年都没写出来。后来，他实

地走访贵州一家废弃的钢铁厂，看到厂里荒草丛生、野狗

出入，真切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作品诞生于相信，很多

作品毁于作家对生活的不信任。真正走进笔下的地方，才

能建立真切的关系。”虽然现在新媒体异常活跃，比如可

以借助短视频了解他人的生活，但这个问题因人而异，

“有的作家写一本书需要看一屋子书，有的作家看一本书

就能写一屋子书，这对于体验生活同样成立”。

“写作最初基于经验，当既有的资源耗尽，接下来该

怎么办，只能去采风。”马金莲也认为采风是必要的，她往

往要采访“透”才能下笔。她的创作理念是，作家要“住”进

笔下人物的心里，采风就像到生活中去陪伴笔下的人物

生长。当代通讯技术虽然为作家了解不熟悉的事物提供

了很多便利，但无法透析真正重要的东西。

马伯庸以迟子建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阐释

了创作者与创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该书的后记中，迟子建

写到，她离写作对象越远越写不出来，必须回到额尔古纳

河，才能静下心来写作。“文学外表是理性风格的包裹，内

核还是感性的，没法用语言表达，要亲自深入生活。”马伯庸

坦言自己能写出关于唐代历史的佳作，也是因为经常观

古迹、跑博物馆，充分感受盛唐气象。另外一个办法则是

团结一帮朋友，当作品中涉及专业话题和知识时，他就向

朋友们请教。

“寻找生活意味着已远离生活，作家要扎根土地和人

民。”蔡骏表示，作家“一直在生活中”才是最重要的采风，

文学的土壤源自作家与土地、与人民的关系，这是作品的

基础、血脉和灵魂。石一枫同样认为，采风可以帮助作家开

拓写作素材。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是“受宠”的，但有时候

采风要更加深入。在他看来，作家就是对别人的生活特别

好奇、特别有热情的人，他们把这种热情转变成写作。

小说和剧本遵循着不同的创作逻辑

当被问及写作时是否会预先设想作品改编成影视作

品的情形，马伯庸作了否定回答。“忠于原著是伪命题”，

他认为，小说和剧本截然不同，两者遵循不同的创作逻

辑。“这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差别非常大，改编一定会有变

化。小说家在写小说时不应该考虑影视改编，不仅不应

该，而且也是做不到的。小说家的专业是写好小说，改编

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具有丰富影视改编经验的李修文表示，文学是影视

的催化剂，能够激发导演创作，但电影有其独特性。文学

虽然以文学性涵养着影视作品，并深度介入影视改编，但

电影不应过于强调文学性，电影的主体性是通过各种手

段和媒介获得的。据他观察，当下一些导演的苦恼是从文

学作品中找不到更多的独特性，而不只是文学性。

对话现场，青年作家们还就作家与故乡、写作与教育

的关系，以及短视频对创作的影响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刘鹏波 杨茹涵）

本报讯 11月 19日，“茅盾文学周”昭明书会

“影视改编作为文学的推广者”对话在浙江乌镇举

行。与会嘉宾围绕文学与影视的关系，聚焦当前文

学产业化的机遇与挑战，畅谈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

局的新思考和新办法。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出

席并致辞。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刘震云、柳建伟，天

津作协副主席龙一，爱奇艺首席内容官兼专业内容

业务群（PCG）总裁王晓晖进行了主题分享。

邓凯在致辞中说，文学是影视的源头活水，影视

又让文学熠熠生辉。文学作为其他艺术形式的“母

本”，一直为影视创作提供丰饶土壤。从《红楼梦》等

四大名著的改编，到《祝福》《林家铺子》《家》《四世同

堂》等改编自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经典名家名作

的影视剧，再到《钟鼓楼》《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

《尘埃落定》《历史的天空》《红高粱》等，这些优秀文

学改编作品，历经岁月沉淀，愈发成就其厚重品质。

同时，影视以其直观性、具象性、普及性等优势，拓宽

了文学的审美视域，让文学流传更加深远。中国作

协一直着力推动优秀文学作品向电影、电视剧、网络

视听节目等形式转化，努力为文学插上信息化网络

化的翅膀，以更加开放姿态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让文学以更多元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邓凯表示，中国作协与爱奇艺将于2024年启动

一系列深度合作计划，以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影视

化改编，持续加强和提升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和价值。

未来将充分发挥双方专业资源优势，就参加茅盾文

学奖评选的重点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化合作沟通，增

加影视化改编的作家联谊互动，实现创作者与改编

团队之间的直接沟通，推进更多优秀文学作品的影

视化进程。

刘震云是深受影视行业青睐的作家之一，他的

《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1942》

《一句顶一万句》等多部小说曾被改编为影视剧。在

与导演冯小刚合作的过程中，他发现小说中大段的

人物对白与心理描写，在影视剧中大多是不合适

的。而小说对环境的文学性描写，在荧屏、银幕呈现

上也会遇到问题。刘震云直言，小说和影视是不同

的艺术形式。“如果把二者比作一盘菜，影视要求端

上来的菜要色香味俱全，小说更注重切菜、搭配、炒

菜的过程。如果把二者比作水，影视像河流，奔腾汹

涌，遇到落差就变成了瀑布；而小说像大海，表面的

浪花和波涛并不重要，浪花底下的旋涡暗流以及潮

涨潮落才是它的魅力所在。”

18年前，柳建伟作为茅奖获得者来到乌镇领

奖。18年后，他再次来到这里，以“影视改编让文学

展翅高飞”为题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他观察到，近年来文学和影视双向

赋能已经成为文学界、影视界的热门话题，各种电影节、电视剧大会都

设有文学赋能影视的论坛。这种提倡文学和影视双向良性互动的论坛

和对话活动，有利于文学与影视互相促进、不断创新，无疑会对新时代

文学与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他以莫言、余华、二月河、金庸、

刘慈欣、马伯庸等作家为例，阐释了文学与影视紧密的关系。他认为，

中国优秀作家影响力大小与影视改编作品的加持分不开，很多作品经

过影视化改编后，不仅成为文学领域的经典，更成为影视圈的佳作，文

学与影视的相互成就实现了“1+1大于2”的效果。

龙一是电视剧《潜伏》《借枪》的原著作者。他坦言，从小说到影视

剧，需要改编者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人物和内容，之后导演和

演员要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将剧本中的美妙具象化，让最终的艺术呈

现高于剧本本身。谈到对于创作的态度，龙一认为，作家应该从历史中

学习，从书本中学习，把所有的学习都当作一次深入生活的体验。“我们

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写作，只要写出好作品，就不用担心

被埋没。”

王晓晖在主题分享中谈到，近年来，随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

《人世间》等严肃文学作品被搬上荧屏，影视改编热潮逐步转向现实主

义，这些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影视崛起的强大动力。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有

着天然的契合关系，如今很多作品入围茅奖评选，便会被影视公司预定。

这些作品在当下受到追捧与市场需求和观众偏好分不开。未来爱奇艺将

在文学的滋养下，用通俗的方式讲述当代人关注的、大历史命题下的小

人物命运，打造更多影响力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具的精品力作。

圆桌对话环节由爱奇艺影视文学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晓媚主持。中

广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阎建钢，中国视协编剧专委

会副会长温豪杰，演员王劲松，爱奇艺奇光工作室总经理王晓燕，演员、

歌手徐百慧围绕文学影视化改编的经验和创作心得、改编作品在市场上

获得积极反馈的原因、现实题材创新的路径与方法等话题展开对谈。

曾执导过电视剧《尘埃落定》《人生之路》的阎建钢认为，在小说作

品影视化过程中，是否忠实于原著并不是最主要的，发现作品的独特思

想才是文学改编成功的关键。“任何一部经典作品，一定会有其永恒的

精神内核，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全新的形态让经典和当下产生出新的

火花。”在中国作协帮助下，阎建钢拿到了小说《青春之歌》的改编权，未

来他将继续走在文学影视化改编的创作之路上。

作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新水浒传》的编剧，温豪杰对于改编文

学名著有着自己的见解，“影视剧改编要结合原著特点，不能僵化地照

搬原作，要找到和小说一致的方向”。他谈到，小说的写作可以持续3

至5年甚至更长时间，但编剧的改编是有周期的，一般要在半年至一年

完成，而且要在尊重原著精神主旨的前提下创作出符合影视剧拍摄需

要的剧本。

为了演绎好电视剧《风吹半夏》中许半夏的父亲许友仁这个角色，

王劲松曾做了大量的前期案头工作。在他看来，演员要有对作品的解

读和理解能力，利用自己的经验，把人物从文字中剥离出来，有血有肉

地呈现在屏幕上。王晓燕认为，好的作品要能够展现时代的共性，“改

编网络文学作品也是看中了它们和当下时代的勾连性，除了内容本身

外，产品价值、产品属性也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徐百慧是电视剧

《人世间》中于虹的扮演者，她表示，以后再接触这类改编作品时会提前

去做功课，了解作者、读者及评论家是如何定位书中人物的，这对角色

塑造有很大帮助。 （杨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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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周”期间，作家们畅谈新媒介新语境下的文学创作——

作家“一直在生活中”才是最重要的采风

2023年度中国作家协会网络

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共收到符

合规定的申报项目22个，包括3个

专项与19个一般项目。经网络文

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评审委员会

论证，确定10个项目入选（含3个

专项）。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2023年11月16日

《现代神话、后人类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新世纪中国网络科幻小说论稿》 鲍远福

《网络文学读者阅读行为的多维考察》 王婉波

《当代网络文学的价值取向研究》 高翔

《中国网络小说的现实品格》 胡疆锋

《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周志雄、许潇菲

《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转型研究》 翟传鹏

《网络微短剧的美学特征及其精品化路径》 王冰冰

《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23）》（专项）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南大学研究基地

《中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年选2023》（专项）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山东大学研究基地

中国网络文学阅评计划（专项） 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入选项目

2023年度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评审结果公告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第三十二、三十三届中国新

闻奖和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21日在京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会见获奖代表。

上午9时30分，蔡奇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向获奖代

表表示热烈祝贺，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参加会见，出

席报告会并讲话。

会议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把学习掌握习近平文化思

想作为必修课，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自觉贯彻落实到新闻舆论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努力做有情怀、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会议强调，新闻战线要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

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

党故事和新时代故事，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平台新手段推进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不断开创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中国记协主席何平在会上致辞。人民海军报社、工人日

报社、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

视集团、哈尔滨日报社代表先后发言。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央主要新闻

单位负责同志和新闻工作者代表等约310人参加会议。

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
颁奖报告会举行

蔡奇会见获奖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