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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吗？

[ 作者 ] 孙辉 

[ 单位 ] 人民日报 

[ 摘要 ] 人民日报2005年10月31日讯 进入新世纪已经5个年头了，许多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成为人们思考的热点。为了对这些热点作出学理

性的回应，广东商学院中文系最近主办了“新世纪新文学”研讨会。与会的内地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对21世纪5年来的中国文学

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多层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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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2005年10月31日讯 进入新世纪已经5个年头了，许多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成为人们思考的热点。为了对这些热点作出学理性的

回应，广东商学院中文系最近主办了“新世纪新文学”研讨会。与会的内地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对21世纪5年来的中国文学进行

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多层面探讨。凭着对当代文学史的熟知和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深度跟踪观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在历时性与共

时性两个方面对当代文学作了宏观的分析。在共时性上，他高屋建瓴地描绘了新世纪文学生态系统的全景。首先，依据传播媒体不同，将

文学现象一分为二，一为传统纸质媒体上传播的文学，一为互联网等新媒体上传播的文学。纸媒文学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和错综复杂的局

面，从文体来看，曾经一度边缘化、处于低迷状况的诗歌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而且，旧体诗的写作与传播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写作

者出版刊物、组织社团、酬唱应答，在文学的天空涂抹了一道靓丽的红色。从题材来看，出现了两个层面的分化：一方面，底层写作蓬勃

兴起，出现了新工农兵文学、打工族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这是“劳者歌其事”的民间意向与中央“三贴近”（生活、群众、实际）的倡

导自然相遇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收入阶层日益壮大，这个阶层必然以自己的趣味影响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于是

有了“香汗”、“臭汗”并出的格局。在历时性上，他对文学史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维度，指出分期不仅要依据写什么方面的变化，

还应注重生产传播方式的变化，如当前互联网等新媒体上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已对纸媒文学形成了强劲的冲击，网络文学已成气候，也有一

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张炯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对当前人们断代、命名的热情持审慎的态度，认为对于新

世纪文学与上世纪90年代有无实质性的区别，这些新现象是否足以构成文学史断代的依据等问题，还需进一步地追踪观察，不宜匆忙定

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马相武教授进一步强调了对文学当前生存环境的考察。他认为在环境中去界定对象，更能把握对象。在开阔

的学术视野中，他将对当代文学的思考置于当代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的审视之下，道出了文学当下难以界定的生存境遇：文学泛化

了，与文化的边界模糊了，与媒体的边界消解了。一些畅销的图书是文学还是媒体调查报告，就很难严格区别。文学似乎与每个人都有了

关系。而与之同时，文学性处于拓展、置换和更新的境地。与文学的泛化相对应的文学研究的扩展，使文学理论成了文化理论，理论上的

边界也是大大突破了。在当下，中国主流文化并没有将消费文化推到对立面上，而是与之形成了默契，主流文化并不完全否定大众文化和

文化产业，主旋律也可以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文学以新的方式存在，主要是同大众文化混合一体。马相武对网络文学、短信文学、

文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哈韩”景观作出了中肯的论析。广东商学院的多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江冰教授抓住“民间”、“文人”、

“庙堂”三个关键词解读文学史，阐述了三种文化力量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将其对当代文学的观察主要聚焦于互联网等新媒体对写作

的影响。指出新媒体的“零进入门槛”、交互式共享等特性带来了文学神圣性的消解，使得上述三股力量发生了新的组合，开启了新的发

展方向。对产生和发展于网络空间的“80后文学”，命名的意义、文化背景以及“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分野等问题与现象，作出了文

本细读式的实证分析。孙辉博士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平台上的文学现象向传统的文学理论发出了挑战，使得许多有关文学的全

称判断失去其普遍有效性，如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的“泛主体写作”使“文气说”、“风格论”等理论话语失去了言说能力；再如，“文

学性”的内涵也变得不确定了，要求我们重新加以审视界定，在21世纪刷新人们对“文学性”乃至文学本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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