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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不是封闭僵化。在数字技术时

代，文学与艺术的跨媒介联结，传统与现代的跨时空对话，

变得越来越生动、越来越灵活。一方面，传统文学经典往往

作为数字艺术创造的素材来源，获得了再生与再造；另一

方面，数字媒介又显示出自身的规律性，以CG绘画、数字

影像、数字游戏、跨媒介展演等方式，使观众（读者）获得沉

浸式体验和交互性体验，重建文学经典与受众的连接、传

统文化与当下现实的连接。

一、传统经典的数字化呈现

文学的媒介是抽象的文字符号。随着数字时代的到

来，媒介符号的艺术表现力越来越丰富。将文学作品转化

为视觉媒介符号，使文学世界通过数字技术加以呈现的功

能，越来越强大。CG绘画就是最常见的数字艺术方式。绘

画本来是运用色彩和线条来构建物体形象，现在运用计算

机进行图形处理的CG绘画（Computer Graphics）进入

高速发展阶段，成为数字艺术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因

为CG绘画是利用计算机制作的立体视觉效果虚拟现实

图像，所以，对于浪漫主义作品的艺术呈现就显得尤其适

合。例如屈原的《九歌》体现了古人关于山川河流的最初想

象，渲染出奇异瑰丽的艺术世界。胡特的《九歌图》以CG

技术制作的艺术长卷，刻画了湘夫人、湘君、大司命、少司

命、东君、云中君等形象，在超现实主义氛围的山川云海

里，挥洒出古代楚人的精神境界，或表现思念与伤感，或表

现战争与祭祀，艺术风格上，或壮怀激烈，或婉转惆怅。邱

植涛的CG绘画《大闹天宫》致敬古典名著《西游记》，截取

了《西游记》中最精彩的章节。画幅场面十分浩大，把很多

故事如悟空怒砸炼丹炉、托塔天王率天兵天将围剿、智斗

四大天王、分身战三头六臂哪吒、七十二变战杨戬、勇斗哮

天犬、太上老君金刚镯偷袭等，都杂糅在同一尺幅中做了

压缩式呈现。画面中央是如来掌心中的孙悟空，凸显出孙

悟空的叛逆性格和通天能力，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

CG行业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即通过计算机对自然、

人工或人造的视觉对象进行加工处理并使之产生交互性

效果，例如具有影视特效的数字影像形式。赵炎修、梁蓝

波的数字影像作品《天问II》（Heavenly Inquiry II），其

灵感源自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通过数字

装置技术，融合诗、书、画等元素，时而激昂、时而沉吟的

中胡与弦乐的演奏，调动光色、书法、水墨、影像、镜像等

艺术语言交错融合，迷离倘恍、变幻多姿，创作出天上人

间自由翱翔而又富于哲理的诗境，传达出博大雄健的精

神气象。数字水墨影像辐射出一种超越传统与现代的跨

媒介艺术魅力。叶风团队创作的XR拓展现实艺术作品

《琵琶行》，采取混合现实（AR、VR、MR）方式，以虚拟现

实技术与真实表演相融合的创作方式，再现了白居易长

诗《琵琶行》的基本故事。这部作品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叙

述，而在于沉浸式体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舞蹈、诗词、音

乐、美术等元素，探索科技与人文、艺术融合的数字艺术

美学。以数字化技术传承古典文学经典，一个很重要的优

势在于其强烈的沉浸式体验，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文学意

境之中，零距离体验诗意之美。北京龙江波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制作的数字影像《北京冬奥会开幕式24节气倒计时

短片》的构思别出心裁。它以24节气作为线索，每一个节

气都以历史上的经典诗句作为叙述连接，贯穿起极富民

族特色的唯美影像，堪称一首唯美的农事诗。24节气倒

计时，最后抵达的是立春日，这一天恰恰是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的日子。节气、诗词、冬奥，三个关键元素完美结合，

尽显中国诗词的美妙韵味以及中国文人画的意境之美，

同时又诠释了中华文明四时迭起、万物循生的生命观，浓

缩了华夏农耕文明的生命年轮。

文学经典的数字化呈现，通过观众沉浸式体验的重

塑，唤醒了生命的“新感性”，解放了参与者的审美主体性。

二、观众参与的交互行动

如果说沉浸式体验还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被动性”，那

么，互动式体验就形成了观众与艺术世界的实质性交流。

比如，吕川平、赵若同、兰雨文的互动艺术装置+交互影像

作品《桃源记》，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触发而成。作者将

作品的空间场域关系进行抽象化处理，概括出“沿溪行”

“穿石洞”“观桃源”三个叙事单元，分别设计了“交互式地

毯”“混合介质屏风”以及“沉浸式实验影像”，分别与三个

叙事空间形成对应，跨媒介交互性体验拓展了文学经典的

艺术空间。路杨的交互游戏《非常英雄》更是以游戏方式对

《西游记》故事进行数字媒介化演绎。这是一款全平台横屏

动作游戏，包含格斗、解密、收集、跑酷、平台跳跃等精彩元

素。玩家“进入”《西游记》的虚拟世界内部，运用各种法宝

来操控不同的敌人，最终获得取经的胜利。赏心悦目的唯

美画风，颠覆传统的搞笑情节，以具身性的游戏行为尽显

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刷新了我们对于文学经典《西游记》

的传统认知。

有两件关于《红楼梦》的数字叙事作品，特别值得注

意。一件是胡媛媛制作的混合现实VR跨媒介叙事场域

作品《幻墟13号梦境》，为观众复刻了《红楼梦》的太虚幻

境。作品创造性地使用虚拟现实、AI视觉制造技术、实时

交互设计等新技术手段重构跨媒介场域下的太虚幻境。

作者把原著中抽象的梦境叙事转化为具象可感的体验流

程，观众将遵循梦境叙事“入梦——梦中——出梦”的流

程，在数字景观中重历幻墟梦境，并以现代的观念去审视

和选择，在VR游戏的梦境叙事中直面自己的内心情感

和精神需求，思考数字时代下虚拟媒介对情感与人际的

冲击，以及当代人对爱与欲的永不枯竭的探索。另一件作

品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幻游红楼梦——大

运河文化数字光影艺术展”。展览采用光影数字技术结合

实景搭建，再现元妃省亲、共读西厢、宝钗扑蝶、黛玉葬

花、太虚幻境十二金钗等《红楼梦》五大名场面，利用沉浸

式交互技术，让观众穿越时空，与宝黛钗互动。展览还设

计了“梦入红楼”沉浸式线下剧本游戏，玩家们将随游戏

主持人一起步入曹雪芹笔下的“神游之境”，亲自扮演《红

楼梦》里的经典角色，获得了“梦入神游幻境，奇遇传世名

篇”的奇妙体验。

观众的具身化体验，对于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传播学学者陈霖所说：“不同参与者的一次次交互，意

味着事件的一次次发生，每一参与者都经历着属于自身的

独特事件，从中寻找并发现属于自己的叙事意义与价值。”

观众通过交互行为触达叙事事件中的某个奇点，在另外一

个虚拟世界中获得释放，开启属于自我的意义世界，解放

出审美主体性。对于观众而言，数字互动叙事正在重塑行

为方式，形塑一个特定的身体实践共同体。

三、数字技术背景下的当下反思

韩裔德国思想家韩炳哲认为，在现代信息社会里，身边

的信息爆炸淹没了我们，信息撤销了遥远，使世界失去了光

晕和魅力，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全方位的叙事危机，无间

隔性既摧毁远方，也摧毁近端。他吁请的“远方叙事”还带有

某种程度的保守意味，不过，他对于近端的“凝视”，对于“妥

协社会”里“今日之痛”的警醒，很有必要。数字艺术经由数

字技术去亲近古代经典，在沉浸与交互中感受“远方魅力”

的回响，又将传统置于当下的生存语境来反思，重建经典与

受众、传统与现实的连接，实现文学精神的及物性。

覃家源的CG绘画《蜉蝣》和方经仪的CG绘画《逐梦

系列》，在刻画当下生存语境方面，引人注目。“蜉蝣”的灵

感来源于苏轼的《赤壁赋》中的诗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

海之一粟”。《蜉蝣》系列作品，将“蜉蝣”这一古典意象置于

现代大都市的时代语境，在更宏大的叙事框架中，揭示个

体的渺小，从而聚焦有限个体在无限宇宙中探索生命意义

和未知世界的坚韧品质。《逐梦系列》之《螽斯》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诗经》中的《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

振兮。”原作表现的是螽斯绵延不绝、不断竞争、迁徙不断

的强大生命力，而CG绘画作品《螽斯》将生存环境置换为

现代科技符号电路芯片。在人类现代科技领域中，竞争十

分惨烈，人类竞争的严酷远远超越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

破旧的电路芯片乃是人类科技竞争的隐喻。《逐梦系列》之

《蝉蜕》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蝉

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以隐喻手法赞美知识者出

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CG绘画作品将“蝉蜕”置于钢筋

水泥的建筑垃圾和缠绕的电线裹挟里，不禁让人思考：在

这高度被异化的空间，蝉由幼虫化为成虫，一个自然生命

何以神奇地完成了它的蜕变？陈懿、刘希文、郑旭丰的数字

影像《桃花园》运用流行文化符号emoji同古代娱乐项目

进行异象重构，也体现出鲜明的反思色彩。作品复现并重

建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世界观架构，但是其主旨却在于

观察被投喂的娱乐景观社会，被流行娱乐文化裹挟的现代

人是否还在构筑未来理想世界的桃花源。

无论法国的鲍德里亚、居伊·德波，还是德国的韩炳

哲，都对消费社会和景观社会中的奇观叙事保持了批判性

态度，也值得我们深思。在越来越数字化、智能化的媒介技

术环境中，从“文字时代”到“读图时代”再到“读屏时代”，

观众对“视觉义肢”的依赖感日益加强，而视觉理性的力量

亦面临废弛的危险。在沉浸式、交互式体验过程中，观众的

感官获得解放，但是，在有效传播文学经典的同时，文字阅

读正在变成一件艰难的“工作”，文字自身的“光晕”正在暗

淡。当数字艺术亲近文学经典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值得

深思的悖论。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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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诗人与写作的缘分，往往在童年就

注定了。我不是一个记性特别好的人，尤其是大

学毕业以后，多年的生活回忆起来仿佛只是一个

瞬间，要仔细地回想，才能记起一些细节。但是对

于童年的生活记忆特别深刻，我有时候做梦，梦

里的“家”从来不是我在上海现在居住的房子，也

不是我结婚时住过的房子，甚至也不是老家后来

盖的楼房，而是童年生活过的那座土墙老屋。老

屋门前开满槐花的槐树，村子前后的池塘，以及

早已被一排房子占据的麦场，曾经反复出现在我

的梦里。有时见到某个场景，闻见某种气味，或听

见某种声音，都会唤醒我对童年的记忆。比如夏

天落雨的沙沙声，会让我想起童年的雨，以及一

切跟雨声有关的事物。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家曾

有数年的养蚕经历，一年养四季，养在老屋西边

的三间厢房里，房间里搭满架子，架子上放着一

筐一筐的蚕宝宝。喂蚕的时候，把这些蚕筐抽出

来，铺上一层桑叶，房间里很安静，你会听到蚕吃

桑叶的声音，也是沙沙的声音。这些声音仿佛印

在我的脑子里，多年以后，当我听到沙沙的雨声，

就会把这些场景连在一起，唤醒我的听觉、味觉、

视觉、甚至幻觉。当我还没有写诗的时候，我有的

只是情绪，有时高兴，有时惆怅，我要等待这些情

绪慢慢过去。当我开始写诗以后，这些感觉成为

了我诗歌创作的情感触发点。有时我会觉得，不

是我在写诗，而是这些句子找到了我，我只是把

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了诗中。

童年已经不在了，童年又仿佛是永存的，故

乡、亲人、玩伴，以及与之相连的无数事物仿佛都

是永存的。有人把这类写作归类为乡愁写作，仿佛

是站在现在向自己的过去眺望，向远方的故乡眺

望。但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我清晰地知道，我一

再梦到的这些，今后还会梦到。所以，我仿佛不是

在回忆过去，而是在眺望未来。这些事物，它们会

一直在前方等着我，需要我反反复复地凝视、书

写。它们仿佛不是在为我的过去负责，而是在为我

的情感和生命的终端负责。

写作改变了我对时间的感受，流动不息的时间变得可以被截取，

可以被固化，可以被安装在一个碎片上。我有时感觉诗歌就是一个碎

片，是一个碎片化的精巧的装置结构，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老火车

和现在的高铁，它们都成为诗歌的构件被装置在一个碎片中，而时间

负责让这个装置变得合理而又协调，使感情的生发变得自然而充满

张力，同时，它又像一个保护装置，把我意识到的那种复杂的感受，作

为灵魂装置在一首诗中，贮存又保护着它，完成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创

造，使之重新成为我生命的礼物。

关于诗歌创作，我想到了一个词：“人诗互证”。我记得听过一个

讲座，大意是说，人诗互证，就是抒情言志，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人诗互证，就是“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就是“活文学”。我的感

觉与此大体相似，又有所不同。我觉得诗与人最大的作用不是互证，

而是融合，是发现诗中有一个怎样的自我，而且他（她）仅仅是属于这

首诗的。我现在看自己过去的作品，有时会撇开诗歌本身而直视诗中

的我是不是“真我”，因为只有一个“真我”，才能保证诗中的感情之

真，从而使一首诗达到海德格尔、巴迪欧所说的“存在之真”。我老家

有句话，叫“人要在事上磨”，很朴素，但很有道理，挪用到诗歌创作

上，“人”就是诗人要成为的人，“事”就是诗。而写诗，就是“磨”，是在

这个过程中写出想要的诗，成为想要成为的人。

我写诗，同时也写小说。博尔赫斯说，一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大

体是一样的，但我的感觉却大不相同。我写小说的时候，像个冷静的

旁观者，像个日常生活、社会现象、人的情感危机和精神症候的剖析

者。可只有写诗才能让我意识到我的热爱、我的个人情感。是诗把我

从小说家的身份中解救了出来，让我意识到我是谁，我是一个怎样的

人。我写的每首诗，都与我的一些经历有关。我发现，我个人几乎出现

在自己所写的每一首诗中，每一首诗都有在场的体验，都有我个人的

生命感受和精神呈现。

文学创作像一次漫长的精神漫游，像一个人从自身逸出，不断扮

演着另外的角色。但诗歌却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归来。它让我追踪

自己的背影，或让我与自己劈面相逢，像邂逅，像偶遇，像凝视，像重

新打量和认出自我。最重要的是，在诗歌中，我才能重新享用自己的

一生，从而在不断流逝的生活中，获得一种掺杂着悲伤的喜悦感。

（作者系安徽青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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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晓晓

■关 注

在数字技术时代在数字技术时代，，文学与艺术的跨媒介联结越来越灵活文学与艺术的跨媒介联结越来越灵活。。数字数字

媒介以媒介以CGCG绘画绘画、、数字影像数字影像、、数字游戏数字游戏、、跨媒介展演等方式跨媒介展演等方式，，使观众使观众

（（读者读者））获得沉浸式获得沉浸式、、交互性体验交互性体验，，重建文学经典与受众的连接重建文学经典与受众的连接。。但但

是是，，在有效传播文学经典的同时在有效传播文学经典的同时，，文字阅读正在变成一件艰难的文字阅读正在变成一件艰难的““工工

作作””，，文字自身的文字自身的““光晕光晕””正在暗淡正在暗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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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月 26日

至 30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和西藏

文联、西藏作协共同主办的“2024《民

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在

西藏拉萨举行。来自西藏、青海、云南、

四川、甘肃等地的40位藏族作家、翻译

家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民族文学》主编陈亚

军作书面致辞，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何瑞和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作

协常务副主席次仁罗布分别致辞，希望

学员们通过学习和交流，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心怀“国之大者”，努力创

作和翻译更多反映民族地区新变和人民

群众心声的优秀作品，进一步推动少数

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开班仪式由《民族

文学》副主编杨玉梅主持。

在培训中，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主

席周景雷，西藏曲协主席平措扎西，以及

次仁罗布，分别以《民族文学创作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文化散文创作

谈》《文学与生活》为题为学员们授课。在

改稿交流会上，《民族文学》和《西藏文艺》

的编辑分享了各自的审稿编稿经验，并与

学员就创作和投稿过程中的疑问进行交

流。学员们还走进西藏博物馆和桑木村进

行参观、采访，了解西藏的历史文化和乡

村发展。学员们表示，此次培训时间虽然

短暂，但通过相互交流和聆听专家讲座，

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收获满满。

培训期间，“《民族文学》走进西藏大

学赠书仪式暨文学创作座谈会”在西藏

大学文学院举行。《民族文学》杂志社向

西藏大学赠送《民族文学》汉文版和藏文

版、《〈民族文学〉精品选》（2011-2017、

2018-2022）等书刊，次仁罗布、杨玉

梅、鲁若迪基等与西藏大学学生进行了

座谈交流。

本报讯 5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作协社

联部主办，新疆作协、喀什地区文联、喀什市教

育局承办的“百名作家进百校”活动走进新疆喀

什。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名誉主席

吴克敬，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格日勒其木格·黑

鹤，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蒋殊，走进喀什大学，

喀什市第十小学、第十二小学、第二十八中学和

阿瓦提乡中心小学开展文学活动。

吴克敬在题为《我们热爱文学的理由》的

专题讲座中，从传达真的文学情感、灌输善的

文学情怀、培养美的文学情愫三个方面分享

了写作经历和感悟。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以

《作家的童年：在草原上的我》为题授课，将师

生带入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与各类草原动物

为友，感受新鲜而神奇的草原生活，同时分享

精彩的文学创作之旅。蒋殊在《太行山上的

红星杨》讲座中，深情讲述了太行山上红星杨

的传奇故事，以及蕴含其中生生不息的民族

精神。

为进一步深化文化润疆工作，活动期间，作

家服务团还先后前往喀什博物馆、百年喀什馆、

疏附县新疆民族乐器村、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

亚格曼干村等地进行调研，了解喀什历史沿革、

特色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等情况。

“百名作家进百校”走进新疆喀什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20日，

五棵松·爱乐汇艺术空间在京正式启

幕，并发布了2024年爱乐汇交响乐团

音乐季“完全柴可夫斯基”的演出计

划。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此助力“大戏

看北京”和“演艺之都”建设，形成传统

与潮流交融、艺术与商业并行的文化

消费新业态，为首都文艺事业发展注

入全新艺术活力。

五棵松·爱乐汇艺术空间是爱乐

汇在北京创立的第三家艺术空间，位

于五棵松万达广场，由都市音乐厅和

都市剧场两个中型空间组成，致力于

打造多元化、趣味性、综合型的演艺空

间。爱乐汇文化（北京）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志军表示，2024年，该空间将主

要推出交响乐、室内乐和跨界系列精

品、乐团首席系列、名家大师甄选系

列、演唱会和流行现场、舞剧、戏剧、家

庭亲子等八大演出板块，力求通过不

同类型的精彩演出内容，为首都观众

带来全方位的文化享受和艺术体验。

2023 年，爱乐汇交响乐团曾以

“完全贝多芬”为主题，打造了全套贝

多芬交响乐的古典主义音乐盛宴。

此次策划推出的“完全柴可夫斯基”

音乐季将系统性呈现“俄罗斯音乐之

魂”柴可夫斯基的全套交响曲作品，

并演绎其部分经典芭蕾音乐和钢琴

协奏曲、变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等不

同题材的作品，力求多层次勾勒这位

音乐巨匠丰盈立体的创作人生。本

乐季全系列 7场音乐会将由范焘担

任艺术总监并执棒，首场定档于7月

21日。康斯坦丁·谢尔巴科夫、埃琳

娜·杰尼索娃、克里斯托弗·辛特胡

伯、陈默也、饶灏、赵明月等艺术家将

受邀参加音乐季演出。

本报讯 5月 25日，由浙江文学院、宁波

市作协、宁波市评协联合主办的“个人命运与时

代浪潮的交响——《走远路的人》新书分享会”

在浙江宁波慈溪举行。荣荣、程士庆、谷禾、南

志刚、李壮等作家、评论家与会。

长篇纪实文学《走远路的人》由浙江作家张

巧慧、潘玉毅创作，宁波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

了浙江宁波13家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历程，展现了民营企业家们的多彩人生与实干

精神。

分享会上，与会专家分析了《走远路的人》

的文本特色和思想价值，并围绕个人与时代、文

学与时代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当下的作家要

善于抓住时代脉搏，讲好时代发展故事。张巧

慧结合采访和创作经历，讲述了写作该书的初

衷，分享了创作过程中难忘的细节。

本报讯 5月26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和广庐文化联合主办的“命里有诗——《一首

诗所能做的》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传媒

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索亚斌、诗人严彬、插画

师Joanne Q和该书作者蒋小涵参加活动。

诗集《一首诗所能做的》是演员、主持人蒋

小涵在不惑之年集结而成的首部诗集，作品灵

感源于她对生活的所感所思，以及从童星走向

母亲的角色转变过程中内心的变化。整部诗集

融入多幅Joanne Q的插画，构建了一个充满

想象力的文学空间。

蒋小涵在现场分享了这部诗集的创作背

景。她表示，诗歌于她而言是一种情感的释放

和表达，也是她和自己、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她

尝试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通过诗歌的形式呈

现出来，经过5年的累积，有了这部诗集。索亚

斌谈到，蒋小涵的诗歌语言简练而富有哲理，情

感真挚而深刻，展现了她的敏感心灵。严彬认

为，蒋小涵的诗歌有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

力，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细微而美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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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远路的人》在浙江首发

《一首诗所能做的》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 5 月 24 日

至26日，“新时代山乡巨

变——全国少数民族作家

看石柱”活动在重庆市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举行。此

次活动以“风情土家寨，精

致山水城”为主题，由中国

作协社联部指导，中国少

数民族作家学会、重庆市

作协、石柱县委宣传部联

合主办。

活动期间，李约热、苏

兰朵等10余位作家深入

石柱县进行调研，感受当

地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

乡村振兴成果。作家们还

走进社区、学校，开展文学

讲座，举办改稿会，与当地

作家座谈交流，为石柱县

文学创作和文化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丰玉波表示，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作为推动少数民族文

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直致力于挖掘和培养

少数民族文学人才，推广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此次活动就是助力新时代少数民族文

学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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