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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跑道与文学的新质生产力新跑道与文学的新质生产力
——从文学期刊走进直播间谈起从文学期刊走进直播间谈起

□□陈陈 涛涛

新时代新时代文学文学
高质高质量发展笔谈量发展笔谈（（之十五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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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读者是紧要的事

2024年开年的两场文学直播，将《人民文

学》与《收获》两本历史悠久但相对于其辉煌时

期又沉寂已久的文学刊物再次推回到大众视

野当中，这次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

度，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已远非“奇迹”一词

所能涵盖。这是文学活动，也是文学现象，更是

文学事件，多年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也正

是从这一刻，新的文学思维被彻底激发，新的

文学样态被逐步形塑，而固化多年的文学版图

正被撬动进而重构。

当下文学是否还有读者？文学期刊的未来

在何方？我们该怎样深度介入社会生活？这些

问题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个文学期

刊从业者的头顶。长期以来，我们将刊物视作

孩子，小心翼翼呵护着他的成长。但在刊物的

“创、编、读、评、推”体系中，“推”或许是最不被

重视的“那一个”，或者说是最令人头疼但又无

能为力的“那一个”。这也直接、间接造成了其

“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现象。

当文学远离聚光灯，从台前移至幕后，同

时，更多有吸引力、冲击力的信息资源持续占

据我们的日常精神生活，文学如何摆脱被动，

主动出击，找寻读者，并在喧嚣众声中努力发

出自己的响亮声音，就成了一件不得不为的紧

迫事情。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新时

代文学”概念，并将“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列入“新时代文学”内涵的八个方面之一。“积

极”是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首要前提，对传统

文学期刊而言，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就意味着惯

有路径的“破”与新发展路径的“立”，必须要有

“融入”的强烈意识与坚定意愿，没有一往无前

的勇气与砥砺前行的决心，“融入”只会浅尝辄

止，成为一件高高挂起的事。融入现代传播格

局是一件复杂的事，需要各方面的能力，譬如

互联网思维的构建、“破”与“立”的内容、坚守

与开拓的方向，以及编发团队的创设等等。

走进直播间的新尝试

在中国作协领导的细致谋划与大力支持

下，在杂志社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1月23

日，《人民文学》杂志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

开创了与互联网头部主播的合作先例。这是传

统文学期刊求新求变、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的有益尝试与创新性举措。一个多月后，《收

获》杂志同样走进直播间。两场文学直播的效

果从令人期待到令人欣喜，有力验证了文学期

刊发展空间依旧存在并且巨大的事实。这不仅

提升了文学的影响力，对全国文学人的信心也

是一种提振。

关于文学期刊走进直播间，各方态度中有

观望有期待，也有批评。有人将此举定义为文

学的自降身价，是向网络流量的妥协，其实这

倒大可不必。文学从来都是真善美的传递，是

与人为善的存在，文学刊物通过有效的方式深

入广大读者内心，终归是一件好事。另外，在大

流量时代，我们无法否定流量所发挥的作用，

但是流量从来都不是衡量文学品质的唯一标

准，甚至不是重要的标准。

《人民文学》杂志的活动筹划始于2023年

4月22日，我们与董宇辉等面谈，进行深入交

流，从而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经过近半年的准

备，2023年10月，我们与俞敏洪、董宇辉等再

次交流落实具体细节，至1月23日直播，前后

共9个月时间。

对合作双方而言，由于尚无先例，直播效

果难以预测，这就要求前期的大部分决定更需

要魄力和担当。对文学期刊而言，需要解决的

问题则更多。我们对作品编发成竹在胸，但诸

如直播内容、刊物定价、备货数量、物流派送、

如何加印等等看似细小的环节，都是需要一一

应对的客观困境与突如其来的现实难题。这也

是文学期刊在进入互联网领域后都必然、必须

面对的事情。但也正是有了长期的筹备与准

备，才让我们能在确定直播时间后相对迅速地

进入状态，并且在遇到突发问题后第一时间予

以解决。

譬如针对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海南

等地快递费过高问题，我们本着社会效益优先

的原则，不计成本，首次对这些地区5000多位

订阅读者实行全面包邮。为了避免邮寄过程中

导致的破损情况，我们一方面改进包裹设计，

另一方面对每本杂志进行塑封。为了提升读者

阅读体验感，我们设计了四季书签，每个季度

赠送一枚到读者手中。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

文学期刊长期形成的悠缓惯性注定无法短时

间内适应快速多变的互联网节奏，在与直播平

台的对接中，这是无法躲避的天然矛盾，还需

要不断改进与完善。

以“道路”二字贯穿直播过程

当文学期刊走进直播间，访谈嘉宾的选

择、访谈内容的设定以及言说表达的方式就显

得格外重要。文学访谈，到底要谈什么？到底要

谈文学的哪个面向？

关于《人民文学》，我们想到了很多的关键

词，譬如“经典”（已有的经典和不断生成的经

典作品），“缘分”（作家和杂志的故事，作家和

读者的缘分），“生长”（经历变为文学经验，无

名作家成为大家，各种文体共生，文学作品转

化为其他艺术样式），“想象力”（文学质地，时

代现实基础上的飞翔，科幻向未来又寻根，是

浪漫更是现实），“生态”（文学有自己的生态

链，直播也是生态行动，生态其实是最大的文

学题材）等等，似乎每一个都可以展开，但是每

一个又觉得不够开阔。最后，当“道路”一词来

到我们面前时，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恰当，同时

也是最美好的词语。关于《收获》，我看到了对

文学春天的期待；对同仁友情的畅享；对文学

刊物的自信以及对文学理念的坚持。前者煦风

拂面，后者欢笑不断。两家文学刊物都为直播

平台上的读者呈现了一场属于文学的盛宴。

具体到《人民文学》杂志而言，在1月23日

的那个夜晚，正因为有了“道路”作为主题词，

所以才有了梁晓声老师对自己文学之路的深

情回望，他谈到了很多的文学期刊，一本本，一

幕幕，簇拥着他；才有了作家蔡崇达这个小镇

青年对文学的深怀感激，细致回顾文学如何改

变了他的人生之路；才有了施战军主编对《人

民文学》历史的娓娓讲述，以及他面对全国读

者表达的“寻亲”心路。一切都是缓缓的，同时

又是真诚、坦诚的。“道路”一词看似宽泛，但是

它却像一个可以生出无数条枝丫的内核，向着

一切敞开，又将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观众不

仅可以从嘉宾们的访谈中回想起久远的记忆，

还憧憬着未来有文学相伴的时光。

直播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找读者，是建立

起文学、刊物与读者之间的心血关联。如何建

立这种关联，所依靠的无非是“共情”二字。《人

民文学》与《收获》杂志发出的主编信，其用意

也在于“以信动人，以情入心”。“我们主要是来

‘寻亲’的，来寻找文学的好读者”，当施战军主

编讲出这句话时，直播间评论区出现最多的一

个词是“感动”。“寻亲”一词所激发的并不仅仅

是文学人的情感，甚至是全社会的情感。当我

们回头来看，“道路”一词是恰当的，除去《人民

文学》多年来的口碑与群众基础以及头部主播

的影响力外，在这些基础上生发的“寻亲”，以

及最终达到的“共情”，为《人民文学》杂志在当

晚不到两个小时的直播完结后，持续保持热

度，并在随后几天内再次售出10多万套助力

良多。

热度过后的深思与实践

《人民文学》与《收获》两本杂志在和互联

网的拥抱中迸发出强大的活力，直播所带来的

读者数量令业界振奋。通过这样的活动，有几

件事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文学的读者还在，只

是我们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失联了。其次，只要

寻找到合适的渠道，文学就有破圈的机会，并

且这样的机会无处不在。还有，当下文学从业

者需要不断抛弃惯有思维。

直播的成绩不能遮蔽一切。在文学期刊

与互联网、文学与读者的双向奔赴中，到底

是杂志本身的品牌号召力，还是头部主播的

名人效应所占的比例更高？到底有多少读者

从下单购买转化为真正打开阅读？我想，这

些都将留待时间去检验。可以确认的是，文

学期刊与互联网平台之间达到了共赢，文学

借助互联网找寻到了失联的读者以及更多的

读者，而文学又为互联网赋能，提升了直播

平台的文化品质。

直播所带来的直观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旧有发行体系的颠覆。直播加速了线

下发行渠道的没落，推动了刊物向线上渠道的

转向速度。与其目视自然订户数量的日趋下

滑，不如在尽力维系的基础上，加快建设线上

发行渠道，这是一条全新的跑道。这条跑道必

然要求全新的“跑者”。譬如，文学期刊的编辑

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也要多多登录新媒

体平台，开设账号，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在这个

时代，较之以往，发行团队的地位在提升，作用

在加大，当然对他们的要求也在提高。因为突

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有的团队已经很难适应

当下的发展，传统的发行模式必须要改变了，

新媒体的矩阵必须要组建。

第二个重要方面，直播对文学刊物的编辑

思路提出了挑战。当下文学刊物的发展面临着

两个错位：一方面是刊物对现代传播格局的不

适，另一方面是大多数读者并未深度参与到文

学期刊的发展进程当中。这造成了长期以来的

文学封闭化、圈子化，而这又反过来排斥了新

读者的进入。这变成一个无解的难题。文学期

刊的从业者究竟有多了解当下的读者？当很多

读者说读不懂刊物发表的作品，甚至这其中有

中文系毕业的读者时，我们是否有必要调整自

己的文学观念，是否有必要踏踏实实坐下来研

究研究，在这个时代何为好作品，何为经典？毕

竟我们文学期刊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时候是

作者、编者、评论者聚在一起，众多的读者缺席

太久，只有“四者”的结合才算文学期刊的良性

生态。从这个意义而言，直播是对刊物的反向

倒逼，逼迫我们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

观念。这和降低文学品质、迎合读者无关。

《人民文学》近两年在封二推出“人民阅

卷”栏目，进行了走近读者的有效尝试。《收

获》《十月》《花城》等杂志借助新媒体的尝试，

已经在年轻读者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人民

阅卷”是《人民文学》的栏目，但这又不仅仅是

一个栏目，它是多元指向的目标集合，也是丰

富立体的内容呈现。譬如杂志上的读者留言、

“与辉同行”的文学直播、文学期刊上作者与

读者的互动等等各式活动都属于“人民阅卷”

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文学期刊应该继续思考

如何主动展示自己，密切与读者的联系，从而

充分展现文学的魅力，重建文学与公共生活

的关系。

直播的热度与热闹过后，一切又将归于平

静。直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学期刊面临

的瓶颈，对此，我们心知肚明。但我们知道，有

许多的变化正在酝酿、萌发。从年初的两场直

播开始，今后越来越多的文学刊物将在继续重

视文学品质的基础上，不断尝试拥抱各种新传

播形式，共建一条崭新的跑道，一条充满了未

知艰难与无限辉煌的跑道。全国的文学期刊作

为文学的共同体，都需要在这条跑道上持续发

力，奋勇向前，让更多好作品出世，让文学深入

读者内心，让刊物的品牌熠熠闪亮，或许花费

的时间会很长，唯有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现在

有一个词特别火，叫“新质生产力”。此次直播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愧于新质生产力在文学

领域的生动实践。有一点我是坚信的，在这样

一次次打破旧有路径的尝试中，“新时代文学”

的内涵会不断丰富发展。

（作者系《人民文学》副主编）

文学杂志为什么要上网络直播文学杂志为什么要上网络直播？？
□□吴吴 越越

文学杂志为什么要上网络直播？神秘地待

在象牙塔里不好吗？作家和编辑为什么要抛头

露面谈论文学，“高洁”地坐在书斋里不好吗？

也许，在一些批评者的眼中，走过一个多世纪

的文学期刊早已是博物馆里的蝴蝶标本。但实

际上，它的心脏还在跳动，它的目光还在本能

地寻找更多的读者，一有机会它就会展现文学

的美丽。

反问也同时发生在另一方。董宇辉为什么

要帮忙卖文学杂志？他有这么多粉丝，随便卖

什么都能卖出规模效应，为什么偏偏选了文学

期刊这个很难的品种？售卖期刊的履约期长达

一年，不是一锤子买卖，用户有丝毫不满意，首

先找的就是董宇辉——他为什么甘愿冒这个

风险？

这些问题，在2月28日《收获》直播结束的

那一刻，得到了解答。当晚从八点开始的直播，

只有接近尾声时的几分钟，宇辉展示了我们为

这次直播间下单的读者准备的独家礼物：分别

是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的手迹纪念样

张和程永新主编写给读者的亲笔信；同时讲解

了《收获》双月刊和《收获·长篇小说》季刊的快

递寄送周期，解释了两份刊物的不同。

在两个半小时中，在最高同时在线的50万

位观看用户中，恐怕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会注意

到，宇辉曾几次触碰到那几张纸。在我以为他

就要展示它们的时候，他的手却又轻轻挪开

了。在直播间里不断发出声震屋瓦的哈哈大笑

声中，我笑不出来，一度有点担心：“不讲产品”

的直播能否“带货”？粉丝们能不能接受？可是

接着，我明白了，这就是董宇辉想要做的事：改

变直播。

复盘全场。在余华、苏童、程永新的老友畅

谈中，宇辉说话不多，但他精准地控制住了全

场的节奏和主题，那就是谈文学与人之间相互

的改变与成全。他以“全程不讲产品”的谈话方

式，讲述了真正的产品——历久弥新的文学精

神，以及与《收获》相关的文学生产。这是一种

真正的尊重和礼遇：不仅奉献了一台精彩程度

不逊于任何大制作的文学访谈，并且始终温

柔敦厚地呵护着文学的调性和气氛。宇辉“拖

堂”问了一个又一个直击内里的问题，让这场

似乎是以售卖为目的而产生的直播变得恍惚

了，它有了新的目的。这不是被事先预设出来

的目的。

《收获》编辑部、抖音平台和宇辉的团队一

起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与其说是用文学改变了

“直播带货”，不如说是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学

精神与互联网精神是一致的，是相通的——都

是尊重个体的权利、倾听个体的表达、容纳个

体的创造。

流量是什么？流量就是芸芸众生的念念不

忘。评论区里，皆是回响。

所以，拥抱才能发生。并且，拥抱将持续

发生。

最后说一件，特别特别高兴的事儿。直播

几天后，当《收获》双月刊和季刊的全年订阅总

数达到 9万单的时候，编辑部问了我们的合作

伙伴杂志铺一个问题：新疆、西藏的订户有多

少？回答是1301单。

这1301单的每一期运送成本，都远远超过

其他地区的，有的甚至达到五倍以上。在上播

前，我们就和杂志铺商量好了：包邮。尽我们最

大的能力和诚意，把文学传递到最远的空间，

那可能正是最需要文学的地方。

这1301单或此后的更多，将2月28日这个

夜晚的光拉得很长很长。在所有因这个夜晚而

发生的未来中，它们跑在最前头，并将在未来

回报我们以深情的一瞥。

（作者系《收获》编辑）

11月月2323日日，《，《人民文学人民文学》》走进走进““与辉同行与辉同行””直播间直播间

22月月2828日日，《，《收获收获》》走进走进““与辉同行与辉同行””直播间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