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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创会花絮青创会花絮

9月3日上午，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青
年作家作品的融媒体传播”平行论坛在京举
行。论坛特邀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执行董事（社
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宋强，抖音集团头部作
者合作负责人王恒，与参加青创会的近40名青
年作家、批评家、编辑、文学工作者一起，就
融媒体背景下的文学传播、融媒体对文学创作
的影响和启示、青年作家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增强融媒体意识等话题展开研讨，旨在
为青年作家的创作赋予新动力，为文学在现代
传播格局中探寻新方向。论坛由中国作家网总
编辑王杨主持。

如何看待文学的融媒体传播

文学传播是文学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对青年作家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宋强
看来，媒体融合的重点在于技术、形式与内容
相贴合，选择最有效的传播方式。融媒体时
代，各媒介平台都在积极利用自身优势传播及
推广作家作品；文学机构也应将自身影响力充
分转化为传播优势，为青年作家服务；而青年
作家更需了解当下融媒体的传播机制和特点并
积极参与其中。有顺应亦应有坚守。“媒体融合
并非‘唯流量论’，文学作品也不能仅着眼于流
量，有时甚至需要‘拒绝流量’，在合理利用流
量快速吸引读者的同时，更要坚守艺术品质。”

互联网平台的变化，让我们精确地知道受

众在哪，也能快速收到反馈效果。在一些媒体
从业人员看来，从账号入驻到日常运营，从平
台热点趋势研判、内容传播，到最终形成商业
化闭环，青年作家可以充分借助平台的资源和
服务，更好地找到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

青年作家小饭表示，自己这一代作者“经
历了完整的传播媒介的变化”，来到了融媒体
时代。“融媒体能将单一媒体的竞争力转化为
多媒体的共同竞争力，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地
改变着信息传播和文化表达的格局。”他谈到
了随笔集《在中间》的作者罗衣将创作与新媒
体融合的事例。拍摄视频作品、写作、做模
特……罗衣巧妙运用融媒体理念进行了多种形
式的艺术表达，她的成功为文学传播带来新的
思考和启示。

在青年作家鄢冬看来，文学的传播问题反
映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需要讨论作品的生成
及其接受语境。融媒体时代的写作者应以更加
开放包容的心态，思考文学如何利用技术和媒
介“增强”现实，制造出读者难以在认知经验
中获取的陌生化的现实。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即便进入交互写作的时代，高扬人文精神
仍然是写作者不可或缺的素质。

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对“融媒体”持审慎态
度。在他看来，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对于写作和
传播的考量，并非所有写作者都能适应并愿意
接受现代传播方式的“洗礼”。我们应客观看待
和尊重这类写作者，并为他们开辟适宜的发展

途径。文学创作是个漫长过程，评判文学作品
的价值也是如此，“不能只盯着短期的销售和流
量等横向坐标，还需重视作品的未来影响力这
一纵向坐标”。

融媒体时代青年写作的变与不变

融媒体时代遽然来临，给文学创作带来了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局面。“互联网等新形态的
发展改变了文学传播规律，迫使文学从业者必
须做出改变。”《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表达了
青年作家积极参与融媒体格局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尽管这种改变可能很痛苦，但如果故步自
封，文学的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我们不应
将融媒体传播狭隘化和偏见化，要正确处理好
传播与作品创作之间的关系，让传播作为一种
手段参与其中”。

在过去的10年中，儿童文学作家邹超颖的
作品通过动画剧集、动画电影、游戏开发等多
种媒介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结合自身创作情
况，她着重强调了在融媒体背景下，文学作品
实现类型化和精细化的关键意义，以及创作者
在创作初期就应当树立IP意识，以便为作品的
多媒介衍生和市场推广奠定基础。

融媒体时代，文学创作不再是“孤独的盛
宴”，而可能是一种从个人写作到影视改编再
到多媒介推广的“合力”行为。青年作家艾诺
依认为，面对不断升级迭代的传播手段，青年

作家更应该专注于文本的打磨，保持写作者的
独立思考，并且在碎片化的时间侵蚀中坚持深
度阅读。同时，也要打破思维定式和路径依
赖，对新技术、新行业、新领域的发展保持敏锐
关注。

《当代小说》副主编王玉珏谈到，为适应各
种现代传播形态，传统文学期刊的传播功能需
要发生迁移：一方面重新定位传统纸刊的功
能，发挥门槛及准入作用，当好“守门员”，通
过精心挑选发表的作品来树立好作品的标准和
标杆；另一方面，把内容传播更多地转移到网
络、新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及AI智能等各种数
字化媒体，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融媒体时代，青年作家面临着整合全球写
作资源，提升自我、打破自身局限、拓宽视野
和思维等诸多复杂问题。”河北青年作家四四
说，如果作家没有强大的心智和使命担当精
神，很容易受到利益诱惑而乱了方寸。但无论
处于什么时代，作家都要坚定人民立场，都要
坚守文学的审美标准，创作出文学性、思想
性、艺术性高度统一，能够经得起时代和人民
考验的文学作品，给予社会和人心源源不竭的
信念和力量。

用好融媒体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手段讲好中国故事，是
青创会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来自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的青年作家朴珍华在编辑工作中
勇于创新，积极参与创办微信公众号“花茶
屋”和“视线”，成功打造出文学与广播相融
合的原创作品平台，积极为广大朝鲜族读者呈
现由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佳作。她表示，自己肩
负着以民族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将不
断增强融媒体意识，利用其优势大力弘扬延
边多民族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文
学力量。

在今年7月举行的“首届国际青春诗会”
上，金砖国家的青年诗人在浙江文学馆充分体
验了文学与新技术的交融成果。浙江省作协党
组成员朱丽军介绍，浙江文学馆通过知识图谱
展示作家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和视
频，以线上线下展馆相结合的方式传播作家作
品——借助多媒体，文学变得可听可感。

作为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来
自重庆的“90后”作家周宏翔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从早期参与BBS和博客，将网络作为
练笔之地，为创作奠定基础，到抓住公众号兴
起契机回归大众视野，再到如今将微博和小红
书作为重要传播方式，他深知，在融媒体时
代，作家不能被动等待读者，而应主动出击寻
找受众。互联网让大众了解到生活的表象，然
而作家的使命却是深入挖掘并丰富生活的内在
纹理，如此方能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量让作品
更广泛地被大众知晓。

在融媒体的浪潮中激荡出别样的浪花
——“青年作家作品的融媒体传播”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李英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