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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大众传播中，我认为互联网的传播还应从中区分开来。因为它在这个高度虚拟的世界中，最大限

度地确立了大众主体的地位，削弱了媒体控制和操作的因素。网络上常出现一些机智、调侃的文字，那是

在被动中生活的人们所拥有的一种主动的发言姿态，它有时候就是一种发泄，但发泄并不能建构起高端价

值。匿名的、隐性的写作常常是不负责任的，它同时也堆积了大量的文字垃圾。知识分子、精英们自然对

这一传媒世界是不满意的，传媒时代、传媒霸权、传媒与市场合谋等等就是一些抗议的声音和概括。那

么，我们应该怎么想？应该怎么办？ 

当前文学有三种批评：媒体批评、学院派批评和作协系统或说专业性行业系统的批评。前两种批评目前讲

得较多，作协系统批评讲得较少，但还是可以区分，三种批评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实现方式和表现

形态。 

随着传媒在高科技促动下的强势发展，传媒功能的扩大，传媒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覆盖以及它由单纯的传

播工具变成具有独立品格，需要和创造的主体，文学和传媒的关系便也发生了一些复杂的乃至矛盾悖逆的

变化 

媒体批评是一种“热点”批评，有时候甚至还是一种制造“热点”的批评。媒体批评直接影响大众，其必

要的前提又是迎合大众，这是一种微妙的关系。 

作协系统的批评我认为是一种实践的批评。它不仅要关心作家的情感、心理、艺术表现方式，甚至也要关

注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如何深入生活和表现生活的问题。它要把个别作品放在文学创作的整体中衡量

其得失和贡献，也要把新的创作置于可预见的发展趋势、发展要求中予以评论。 

我愿意把学院派批评看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批评。 

它是强调理论并最终要回到一种理论认识上的批评，被认为是学理性批评。当然这种理论观念能否符合作

品实际，是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有的作家对学院派批评表示“愤怒”，其实我在二十年前报纸

上就看到类似的报怨：一部作品本就复杂难懂，看了评论后却发现对它的分析解读更为难懂，让人更糊

涂。这可能不是学院批评本身的过错，更多是技术性的传达的问题。学院派批评着眼点不在于当下性，而

在于历史性；不是急急忙忙的，而是要在一种潮流、运动相对沉淀下来后予以概括；这就使它批评的重点

更接近于文学史的意义。 

回到高端价值，我把它理解为是一些和人的本质要求相联系着的一些价值，和人的发展要求相联系着的一

些价值，它们是文艺的永恒的追求。譬如爱（爱情）、理想、人的自我实现，与人的本质相连着的生命意

识、人类意识，以及作为人的延伸的关于社会、伦理、历史的追求，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等等。这

差不多是两千多年来东西方哲人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世界三大宗教围绕的命题，也是近代人本哲学从各

高端价值实现：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关系 
吴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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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深入的问题。作为人类的精神审美的文学也不例外。文学离开口传文学阶段后，其功能与价值的实

现就与传媒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纸质传媒向电子传媒演变，电视网络出现后，大部分传媒的性质都发生

了变化，它具有了大众的品格、商业的品格、第三产业企业的品格，互联网又有动态、交流的品格。大众

传媒需要策划和提供自己的产品，按自己的需要设计和制作文化产品，满足大众的日常消费。西方现代经

济学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引入了心理学的因素；可它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大众传媒的目标在于吸引“眼球”，获取商业价值，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麦克·

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因为任何事实、消息都不能自己选择自己，推广自己，而需要通过媒介

的选择、编辑才得以传播。媒介同样要考虑大众心理学的因素；反过来由于直接作用于大众心理，通过突

出什么、不突出什么，无休止的形象文化的刺激，娱乐节目潜移默化，以及广告等，大众传媒也获得了对

社会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大众传媒能传播新闻，也能“制造新闻”，如同通过妙作、包装而制造出明星、

偶像一样，新闻、明星、偶像的选择与推出都潜在地包含着一个价值判断。超女、星光大道和各种大奖赛

在努力地贴近生活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欲望和想象，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民间神话。一个人不能每天都

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纯文学作品，但他可能每天都要浏览报纸、或看电视、或上网，人们也不可能把未来

和理想、终极价值的追求等作为自己的日常消费，而是先要满足当下的眼前的需要。大众传媒给予我们的

文化消费是一种日常的消费，直接的消费，感官的消费，视听图像开始流行。大众传媒的品格和机制要求

传播对象通俗化、感性化，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只有这样传媒才能进入大众社会实现其价值。为了最大限

度地普及，低品位化是其不可避免的基本特征。这就和我们所说的高端价值、高雅艺术、文学（纯文学）

发生了9牾乃至矛盾冲突。在当前流行的通俗歌曲中，“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它显然不是我

们所说的高端价值，爱情需要坚守，需要付出，需要忠贞不贰，天天挂在嘴上的爱情只是爱的呓语。我还

在一部比较著名的历史电视连续剧中听到了这样的主题歌：“皇帝百姓本一家，你争我夺过家家”。这样

的主题歌词，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听了内心都会不舒服。 

在所有的大众传播中，我认为互联网的传播还应从中区分开来。因为它在这个高度虚拟的世界中，最大限

度地确立了大众主体的地位，体现了表达自由、写作自由、写作的无功利性，是大众意见的自由交流和对

话，削弱了媒体控制和操作的因素。网络上常出现一些机智、调侃的文字，那是在被动中生活的人们所拥

有的一种主动的发言姿态，无奈与生存压力下对社会之痛的揭示与自我精神的满足。它有时候就是一种发

泄，但发泄并不能建构起高端价值。匿名的、隐性的写作常常是不负责任的，它同时也堆积了大量的文字

垃圾。知识分子、精英们自然对这一传媒世界是不满意的，传媒时代、传媒霸权、传媒与市场合谋等等就

是一些抗议的声音和概括。那么，我们怎么想？怎么办？ 

我们是否要和基本的、占大多数的传媒割断联系？我们能否与“大众”妥协？我们是不是会成为普希金所

说的“多余的人”，即聪明而不满现实，又丧失了行动能力的人？ 

高端价值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也要包含与表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 

让人感到担忧的是，在一个大众文化消费的社会中，高端价值逐渐地被淡化、削弱、遗忘乃至丧失 

有一些例证，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七次作家代表会上指出：这五年，是

广大作家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在现代传媒条件下坚持发挥文学优长、展现文学魅力的五年。近年来热播

的电视剧和有影响的电影中，有许多是由当代作家的作品改编而成，或者由作家直接参与编剧创作。如

《激情燃烧的岁月》、《国家干部》、《亮剑》、《青衣》、《白银谷》、《尘埃落定》、《历史的天

空》、《天下无贼》、《张思德》、《吕梁英雄传》、《赵树理》、《手机》、《民工》、《解密》、

《好大一对羊》、《英雄无语》、《暗算》、《玉碎》、《乔家大院》等等。《白鹿原》、《长恨歌》等

改编成戏剧、话剧也广受好评。实际上，被改编的文学作品还远不止这些。优秀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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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后，难免要损失一些文学性，但它也获得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为感性的形式下传播和推广的效果。近几

届的茅盾文学奖的评奖，都受到了媒体的关心，相对于那些媒体和大众毫不关心的评奖活动来说，这当然

也是茅盾奖的荣幸。在大众媒体的关注之下，茅盾文学奖也评出了一些优秀的长篇小说。而这些作品一经

获奖，再版的发行量便一般都在十万册以上。这又包含着传媒对于纯文学的促动或推动。 

大众传媒的经常性、普遍性需要，将会催生大众文艺的强劲崛起，包括种种模式化的通俗文学作品。通俗

文学的标志是：它永远在已有的、传统的艺术规范内创作，展开自己的想象，迎合、巩固与丰富读者已有

的、习惯了的、传统的审美意识。对此也不能一概贬低否定。规范内的创作总是文学创作中的大量的和基

础的部分，高端价值既有超前与理想的特征，也有永恒与稳定的特征（譬如我们回头看一些已形成的经典

作品），除掉许多低俗的、粗制滥造的作品，通俗小说、大众文学中也未必没有高端价值。 

第七次作家协会的报告中还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虽然一段时候以来人们一直说文学已边缘化了，但从图书

市场看，文学类图书仍占有着图书市场的较大份额，文学作品总量也在增加，文学人口仍在增长。如有的

省份有少年作家协会，有的地区有中学生文联，全国还有相当数量的校园文学刊物等。文学创作队伍的扩

大还与新的媒体出现有关，80后的队伍多数便是从网络写作、网上发表开始走上了文学道路的，这也可以

说是互联网为文学所作出的积极的贡献。另外，大众传媒还为我们提供了数不清的“百姓故事”，让人拍

案惊奇的消息，我们大概不再需要像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那样靠听来的故事触动内心，或把“故事”送给

别的作家朋友构思写作了。高端价值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也要包含与表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传媒

已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原料，虽然它依然不能代替作家自己的体验、情感和审美认识。 

让人感到担忧的是，在一个大众文化消费的社会中，高端价值逐渐地被淡化、削弱、遗忘乃至丧失。它也

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譬如在所谓官场小说中，人们批评体制，揭露腐败。任何体制都是一种集体的建构，

它反映了人们的观点和利益、欲望与追求，知识分子也包含在这一体制之中，而我们却很少看到有知识分

子自我反省的作品。譬如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充斥着欲望化的描写与追求，被称为欲望化叙事，用欲望置

换了理想。譬如在战争小说中，用英雄传奇代替了对于战争的深刻揭示，几乎看不到一点悲剧意识与人类

意识。譬如在80后作品中，有太多的机智、幽默、调侃、叛逆精神，可仍然看不到未来和理想。 

学院派批评是最接近于高端价值追求的，但也许偏重于纯文学的学理分析或仅仅把作品作为某种理论的例

证，使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完全地割离了开来。实际上，文学只有坚持高端价值，才能和大众传媒所代表

的娱乐性的、休闲的、日常消费的文化区分开来；文学只有保持审美的高端价值，才能与大众传媒建立起

一种积极的、交流的互动关系。 

原载：《文汇报》2007-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