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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文讯八方文讯

第八次湖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举行

日前，由湖南省作协、共青团湖南省委共同主办的第八次湖

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长沙举行。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明办主任赵成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训，湖南省作协原

主席唐浩明出席并讲话。会议由湖南省作协主席汤素兰主持。会

议期间，湖南省作协向第一届签约作家郑朋、肖睿、郭沛文、许

玲、杨丰美、王春兰、梁书正、周静、罗志远、王子健等颁发签约聘

书，并举办“新青年”出版计划新书见面会。会后，湖南省作协还

举办了为期两天的青年作家集中培训。

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在报告中表示，今后几年，湖南

省作协将大力实施人才集聚、文稿提质、作品出版、优稿奖励、青

年评论、文学传播等六大工程，奋力开拓湖南文学新境界，在中

国式现代化湖南新篇章中展现文学的磅礴力量。

专家研讨长篇小说《曾在部队扛过枪》

近日，作家衣向东长篇小说《曾在部队扛过枪》研讨会在

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徐贵祥及十余

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

仁主持。

《曾在部队扛过枪》首发于《小说月报·原创版》，单行本由百

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聚焦优秀退伍军人群体，用感人的故事

诠释了“一朝戎装，终生军魂”的军人情怀和“若有战，召必回，战

必胜”的军人誓言。与会者表示，这部作品饱含深情地书写真挚

的青春岁月，通过对不同性格的退伍军人生活与经历的描摹，展

现出当代退伍军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风貌，是一部长篇军事文

学佳作。 （王曦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年纪事”丛书发布

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年纪事”主题文学创作出版

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兵团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潘峰勤出席并向部分高校赠书。

为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兵团文联携手中国

作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组织知名作家深入兵团一线采访创作，

并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兵团出版社共同推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年纪事”主题文学创作丛书。该丛书汇

集了梁鸿鹰的《此处有青山》、张子影的《大漠学府》、纪红建和杨

丰美的《边陲如歌》、杨晓升和杜文娟的《丰收的绿洲》、李青松和

明洛澜的《戈壁与春的交响》5部长篇报告文学以及郭晓力的

《辽阔》、刘永涛的《边魂》2部长篇小说，生动展现了兵团70年

的沧桑巨变和奋进历程。

十大诗刊主编联合直播共话办刊新思路

近日，《诗刊》社和“为你读诗”策划、发起并联合《星星》诗

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当代·诗歌》《江南诗》

《诗潮》《诗林》《草堂》诗刊举办了“一行诗能使我们沉醉——十

大诗刊主编联合直播”。霍俊明、龚学敏、胡弦、桫椤、何冰凌、徐

晨亮、哲贵、刘川、安海茵、熊焱10位刊物主编、副主编分享了办

刊新思路。

大家谈到，当下诗歌刊物在内容策划方面不断探索，积极进

行数字化转型，让诗歌抵达更广泛的读者群。比如，《诗刊》通过

“现场”栏目刊发普通写作者的作品；《诗选刊》和《诗林》分别以

“诗歌口述史”和“东北诗人钩沉”栏目聚焦诗歌文本背后的故事；

《扬子江诗刊》发起“80后诗歌大展”，《诗潮》开设“另一种玫瑰”

栏目，关注“80后”诗人和女性诗人的创作风貌。大家表示，诗歌

刊物要呈现多元化的写作风格，以高品质永葆生命力。（黄尚恩）

“中国梦·劳动美”2025新年音乐会举行

为贯彻落实“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展示广大

职工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营造温暖祥和、欢快热烈

的节日气氛，近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全总文工团承办的

“中国梦·劳动美”2025新年音乐会在京举行。

本届音乐会特邀青年指挥家金刚执棒，男高音歌唱家阎维

文、打击乐演奏家李尚加盟，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兼艺术总

监、女高音歌唱家陈思思，女高音歌唱家郑咏领衔全总文工团艺

术家参演。音乐会以《红旗颂》作为开场序曲，分为“奋进新征程”

和“阔步新时代”两个篇章，通过管弦乐、民乐、合唱、重唱、独唱

等不同艺术形式呈现了多部音乐精品及原创新作。音乐会在大

合唱《亿万职工心向党》中落下帷幕。 （王 觅）

“百名作家进百村创作计划”走进昌平

日前，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策划推出的北

京市“百名作家进百村创作计划”走进昌平。徐迅、周晓枫、星河、

尹小华、毛嫱、韩瑞莲、高若虹、王江红等作家组成的扎根创作小

组深入昌平区的8个村庄开展采访创作。

此次昌平行活动的8个村全部集中在兴寿镇，作家们走村串

户、采风采访，与村民唠家常、交朋友，了解农村的新变化、农业的

新发展、农民的新面貌，实地感受新时代首都山乡巨变。“百名作

家进百村创作计划”昌平区座谈会同期举行。会上，作家们与各村

负责人结成对子，并探讨了下一步驻村深扎计划。（王 觅）

国家大剧院举办建院17周年系列活动

国家大剧院建院17周年公众开放日艺术节近日在京举行。

本届艺术节在国家大剧院本部、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一院三址”共同举办，14场精彩演出、50场各具特色的艺术

活动给观众带来更加多元的艺术体验。

当天，国家大剧院本部举办了艺术电影放映和一系列演出、

展览，艺术讲座、文化沙龙、作品分享会、非遗手工艺体验与歌舞

表演、舞台角色服装展示与快闪表演等吸引观众参与。北京艺术

中心迎来开幕一周年，观众打卡原创剧目主题空间，欣赏艺术普

及演出。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策划举办了舞美艺术工作坊、爵士乐

音乐会等活动。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音乐剧《战争与

和平》在建院17周年之际举行世界首演，歌剧《冰山上的来客》、

舞剧《冼星海》、话剧《玩偶之家》等再度与观众见面。（王 觅）

北京大视听“追光计划”微短剧大赛启动

日前，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北京

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北京大视听“追光

计划”微短剧大赛启动仪式举行，发布了大赛赛制与微短剧扶持

政策。

本次大赛以“北京大视听·追光正当燃”为主题，旨在实现

“孵化一批创意、推出一批精品、发掘一批人才”，推动微短剧行

业高质量发展。大赛分为“好故事”（大纲或剧本）和“好作品”（完

成片）两大赛道，鼓励创作者以多元表现形式丰富作品内涵、提

升创作品质，运用科技手段进行创新探索。经过初评、复评、终评

及路演等环节，大赛最终将遴选出100部北京大视听“追光计

划”微短剧大赛“好故事”“好作品”及40位优秀创作者。

（杨茹涵）

关木琴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原副

主任关木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月14日在

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关木琴，女，满族，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

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

1990年12月离休。

郁茹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

席、原《少年文艺报》副主编郁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5年1月15日在广州逝世，享年104岁。

郁茹，女，中共党员。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

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遥远的爱》《一只眼睛的风波》

《西湖，你可记得我》，专著《郁茹作品选集》《郁茹作品选

萃》等。曾获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等。

专家研讨里下河青年写作
本报讯（记者 刘鹏波） 日前，由江苏省作协、泰

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十二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江

苏泰州举行。会议以“区域与拓展——里下河青年写

作”为主题，旨在发现和扶持新兴文学力量，为新时代

里下河文学注入青春活力。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作视频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

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

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副主席丁捷，泰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万闻华，泰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刘霞，江苏省作协副主

席王彬彬、汪政等出席开幕式。

邱华栋表示，里下河地区近几十年来涌现了一大

批重要作家，推出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里下河文学现

象已成为引领江苏各地文学发展的重要地域文化和文

学现象。此次研讨会围绕里下河青年写作展开探讨，将

进一步提升里下河文学在全国的影响力。

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作家、文学刊

物主编与会，围绕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区域文学的可持

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表示，应在继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重青年文学人才的培养

和精神空间的拓展，以创新的笔触和开阔的思维，推动

里下河文学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让里下河文学更

加丰富多彩，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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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赋权与赋能正在催生新一轮大众文艺的全面兴起。

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化、智能化，甚至可以说是媒介的本体

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的生态，同时也重新定义着大

众，以及大众之于文艺的意义，从而使新一轮的大众文艺与以

往的大众文艺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形态。

媒介的本体化与文艺的媒介化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有着多种时代因由，如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的倡导、大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文化消费途径

和方式的日益丰富等等，但最直接的根源则是新兴数字媒介

的日益普及化和智能化。这一趋势使媒介已经由单纯的传播

工具，逐渐成为文艺创作与生产的本体因素之一。媒介由“载

体”向“本体”的转向具体表现为：媒介已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

发表、传播作品的工具和渠道，而是成为作家艺术家灵感、艺

术创意和想象力的重要触发因素和全新空间，也已成为文艺

作品结构、形态，以及文艺接受、体验和评价的重要构成因素。

由此，媒介不仅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样态，如网络小说、微

电影、网络微短剧、XR电影、GIF动画等等，而且也在使传统

文学艺术逐步媒介化，如大量传统文学作品被IP化，进而被纳

入跨媒介叙事、跨媒介传播的轨道，被众多媒介所分享，还有

传统舞台艺术被延伸到了云剧场、云舞台，从根本上刷新了戏

剧编导演的创造观念、手段和想象力等等。

毫无疑问，媒介的本体化与文艺的媒介化已经使媒介成

为文艺创作生产的新的重要因素。媒介已不仅决定着文艺的

传播形态，更决定着文艺作品的构成形态，决定着作家艺术家

思维和想象力形态。在ChatGPT出现之后，作家的写作已经

开始面临AI写作的挑战。2019年初，科幻作家陈楸帆与AI合

著的短篇科幻小说《出神状态》在《收获》和《思南文学选刊》联

合举办的一次AI评选中排名第一，以0.0001分的优势领先

“榜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小

说《等待摩西》。陈楸帆笑称，这篇小说让他成为了打败莫言的

男人。2024年1月，33岁的日本女作家九段理江，凭借《东京

都同情塔》（Tokyo-to Dojo-to）赢得日本第170届芥川文

学奖。在获奖感言中，九段理江说她的小说中约有5%的内容，

是完全由人工智能ChatGPT生成的，并且是“原汁原味”一字

不差地被使用。

这一趋势随着媒介技术的进一步智能化，无疑将会使作

家艺术家的原创写作面临更大的威胁，同时，也将为大众加入

到文艺创作生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随着新媒介技

术进一步普及化，对文艺生产与传播的介入越来越深，新的文

艺生态涌现。

大众的主体化与文艺的大众化

媒介的赋权和赋能，使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成为与以

往大众文艺中的“大众”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首先是大众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古代到

近现代的文艺大众化中，大众多指民族民间意义上的普通民

众，特别是在延安时期的文艺民族化、大众化运动中，大众主

要指的是创造了民间文艺的边区农民。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

的边区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其文艺活动大多是口头创作与

口头传播。因而，延安文艺的大众化，是指作家艺术家自觉去

学习民间文艺，去体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进而创造出为普

通老百姓（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的大众，

既是作家艺术家学习的对象、文艺作品要表现的对象，也是文

学艺术的服务对象。总而言之，大众只是对象，是客体。而新大

众文艺中的大众，则是新时代城市和乡村、各行和各业热爱文

艺的社会公众，特别是具有媒介驾驭能力的青年文艺爱好者

群体。他们不仅熟悉传统的民间文艺，更熟悉现代的文人文

艺、新媒体文艺。他们不仅可以动用文字，而且可以驾驭互联

网、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可以熟练运用数字影像技术制作

短视频、网络剧及进行网络直播等等。

同时，今天的大众不仅不再是文盲，而且通过学校教育和

各种信息渠道获取了广泛的知识、技能和文艺信息，整体文化

素质远高于以往以文盲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有些被称为“大

众”的群体甚至是长期的文艺爱好者，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

有着自己的认知、见解和分析判断能力。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数字媒介的急速普及化和智能

化，新兴大众借助媒介赋予的权力和能力，已经可以深度加入

到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消费、传播、评价等各个环节中。他们

因此已不仅仅只是文艺的服务对象，更是文艺创作生产、消

费、传播和评价的主体。用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的话说，他们

是文本的盗猎者、参与者、分享者，事实上也是创作者和评价

者。他们通过新兴媒介技术不仅可以将自己对一个原文本的

意见及时反馈给原作者，而且可以加入到文本生产中，做大量

的延伸创作，并通过网络分享给更多的粉丝群体，进而引发更

大量的延伸创作。这种延伸创作尽管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

也不乏为原作者意想不到的新的创意，在客观上延展了原文

本的故事世界和意义疆域。类似案例在近年来已多不胜举。

同时，新大众文艺的大众，也是文艺的批评主体。他们有

权力，也有能力参与到文艺作品和文艺问题的讨论中，并自

由发表自己对文艺的见解和对作品的评价。互联网和智能手

机上各个文艺社区、文艺论坛、阅读平台和各种各样的微信

“公众号”，都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文艺评价的广阔空间。一些

阅读平台甚至还为他们提供了文艺作品的评分机制（如“豆

瓣”），让他们可以直接对一部文艺作品作出评判，并给出具

体的分值。

在新媒介时代，大众以自己的创作与批评彰显对文艺的

自主话语权、创作权、评价权，成为文艺创作、批评的主体，与

此同时，他们的创作和评价会通过各种媒介及时反馈到专业

作家艺术家那里，对其进一步的创作发生重要影响。由此可以

说，新文艺大众也已参与到了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产之

中，已经属于文艺创作生产主体的组成部分。在韩国，有些电

视连续剧是在播出一集后广泛听取了“大众”的意见后才去更

新下一集的。在这个意义上，大众已经成为与职业作家艺术

家、批评家相互补充、相互平等的文艺生产与评价主体。

大众的主体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文艺的大众化。

大众的主体化使文艺不再是传统职业作家、艺术家和批

评家的专属领地，而成为与大众共存、共有、共享的公共领域。

而且，这一公共领域也已不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具有相

近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在咖啡馆、宴会厅高谈阔论的小圈

子式的公共领域，而是在无边无际的网络虚拟空间中，兼容文

化消费与文化批判、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真正属于大众的

公共领域。尽管这一领域的公共性还有待进一步去建构，但其

中的文艺无疑已是大众化了的文艺了。

人民大众的精神聚会和媒介狂欢

新大众文艺的基本样态当然尚属正在形成中的、亟待进

一步成长的初始状态。很多由大众参与的新兴文艺样态，如

网络小说、微电影、网剧、网络微短剧等等，还不大容易出现

具有经典性的作品，有的样态甚至还处于只具备商业属性而

很少艺术价值的胚胎状态。而方兴未艾的跨媒介叙事也还处

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因而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这些样态

及其创作生产方式毕竟已经给大众的参与预留了广阔空间

和无限可能性，而且呈现出了与以往的大众文艺完全不同的

特征。

第一，新大众文艺已形成了一个吸纳和聚合大众智慧、灵

感和想象力的巨大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文艺已不仅仅是某个

个体经验的孤立呈现，而有可能成为众多个体经验的聚合。当

然，在任何情况下，文艺都是包括个人智慧、灵感和想象力在

内的个体经验的产物，但在新大众文艺这个公共领域中，有可

能吸纳和聚合更多的个体经验，使文艺的意义世界更加丰富，

表现力更加多样化。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同名舞剧、话剧、电

影、电视剧和短视频的出台，小说《白鹿原》的人物形象、故事

世界、意义内涵和审美价值得到了大幅扩展，特别是作为粉丝

群体的大众在网络上的“文本盗猎”和“协同创作”，以及以“白

鹿原”命名的影视城和民俗文化村用景观、实景演出的演绎，

让小说《白鹿原》真正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尽管这一过程中

还存在大量芜杂的部分，但不可否认这部纯粹基于个体经验

的小说，已经吸纳和聚合了众多不同门类艺术家和大众的个

体经验，这无疑会对其进一步的经典化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新大众文艺是一种众多媒介分享的文艺和融合各

种媒介叙事功能的文艺。大众的“大”不仅仅意味着数量的多，

而且意味着视角的广，还意味着动用更多媒介技术参与的可

能性。事实上，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它属于一种

由众多媒介分享的文艺。分享是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生产、接受

和评价的主要方式，而分享的方式则是各种各样的媒介技术

及其所引发的想象力。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因而

也具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当《红楼梦》进入不同

的舞台剧、影视剧和数字影像等媒介类型之后，不同媒介的叙

事功能使其人物个性和故事世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尽管

在不同的媒介中其表现力良莠不齐，但无疑使这部经典名著

通过不同的视角进入了更多的大众视野，并在大众文艺中获

得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新大众文艺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影响

下、在数字媒介打开的网络虚拟空间中形成的，因而必然是具

有人民性的文艺。主流价值观对人民大众话语权的尊重，媒介

的赋权和赋能，让更多的人民大众获得了参与文艺创作生产

的空间，获得了发出自己真实声音、展示自己的心灵世界和想

象力、表达自己文艺观的种种可能性。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时

代的大众文艺中，听到更多人民大众的心声，看到人民大众文

化权益的扩大，感知到一个时代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对艺术

理想的希冀和期望。因而，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人民群众通过

各种新兴技术手段形成的精神聚会和媒介狂欢。

当然，任何一种新兴的事物，都会有一个成长过程，都需

要在不断的探索中克服种种弊端，逐渐走向成熟。新大众文艺

尤其如此。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媒介本体化与新大众文艺的潮起
□李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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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由澳

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澳门作家协会、澳门文艺评论家协

会、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澳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澳门国际科幻奖颁奖暨发布典

礼日前在澳门大学举行。杨步亭、成彦希、李自松、陈

志玲、谭锦荣、马莹、王晋康、吴岩等有关方面领导、主

办方代表及科幻作家参加活动。

首届澳门国际科幻奖于2023年12月启动，特邀

杨步亭担任顾问，吴义勤、吴志良、梁鸿鹰、丁亚平、葛

红兵、吴岩、林庭锋、王晋康、韩松等作家、评论家担任

终评评审。经评选，天瑞说符的《死在火星上》获最佳

科幻长篇文学奖，昼温的《失重的语言》获最佳科幻中

篇文学奖，海漄的《土楼外的春天》获最佳科幻短篇文

学奖，周闻悦的《再见，木卫二》获最佳科幻儿童奖，欧阳

子毅的《起点》获最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奖，谭健锹

的《生死攸关》、彭执中的《神明五号》获最佳澳门科幻文

学奖。此外，弗朗西斯科·沃尔索获最佳国际传播奖，澳

门科学馆获最佳科幻IP运作机构及组织奖。

首届澳门国际科幻奖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