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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短篇小说一向是文学原创文体中的重头戏，也是文学刊物承载的重要文体，代表了当

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作家喜爱创作的文学体裁。在上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

说大行其道，中国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是一个创作的高潮，也是一个文学刊

物发展的高潮。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整体上受到商业和市场经济以及影视的冲

击，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冲击，中短篇小说遇到了创作、出版、传播

和影响力几个方面的问题。作者、读者、刊物都出现了流失和减少，探讨中短篇小说的创

作、传播和未来的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十分迫切的问题。 

  白纸黑字有权威 

  在全媒体时代，中短篇小说与新兴媒体的联合，比较突出的是手机这个终端。作家莫言

之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管笑笑举例，盛大文学曾经举办一次手机小说比赛，在进

入前30强的小说中，涉及的体裁和领域与传统文学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在文学品质上，手机

小说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手机小说的阅读都是读者或者手机用户用零碎时间进行

的，要求作者设置小说情节必须更有连续性和悬念。此外，手机小说更富有娱乐性，是一种

轻娱乐，是一种轻松和消遣。互动性也是手机小说区别于其他传统文学的重要特征。管笑笑

分析说，传统文学中作品与读者的交流需要经过出版商等中间环节，读者都是被动的阅读。

传统的文学生产和阅读中，印刷品本身的白纸黑字暗含不允改变的权威，而在手机文学中，

手机媒体的技术可以提供给读者参与作品的构思、创作、阅读等多个环节的机会。手机小说

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来征集构思进行创作，并在创作过程中，读者可以及时加入进来，决定

小说情节的走向、人物的命运。但手机小说的语言更多是直接和平淡，偶有华丽，另外，手

机小说虽然不乏对生活百态的摹写，但是缺乏对重大命运深刻的思考。 

  特殊群体，个性阅读 

  “类似古老的中国突然遭遇白话文，文学被放大，但它的审美功能和趣味被弱化。手机

和阅读器上的短篇小说将转化为段子，智慧、幽默、箴言式的语录将再次火爆。那种一波三

折、仰望星空的诗性想象和神性向往，将留给纸质杂志和精英阅读，这就意味着文学界和诗

歌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著名出版人、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认为，在

全媒体时代，传统的中短篇小说即将分化为两大读者走向，一部分是急剧增长的手机阅读和

网络读者群，另外一部分是不断萎缩的、继续眷恋纸质媒体和文学杂志的精英读者群。前一

部分读者由于新媒体平台的阅读方便和普及，将给文学带来传统纸质媒体无法达到的爆炸式

传播效应。 

  他说，纸质杂志将越来越少，越来越纯粹，越来越诗化，越来越艺术，并将因此得到全

社会的尊重，同时也会得到基金会的扶持和国家的资助。如果真的办成这样的杂志，其实也

就盈利了，也就有市场了。因为这样的杂志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政权文明体现的标

志，目前，欧美和日本的杂志就呈现出这种状态。“我所担心的是，没有杂志敢于和勇于进

行越来越纯粹的坚守和坚持。”安波舜说，手机阅读和网络阅读将制造大量的草根文学和作

者，以点击率和下载量为商业目的的文学新贵将跻身富豪俱乐部。如果管理得当，这种现象

将对普及文化和文明，特别对文化启蒙有极大的好处。 

  纸上阅读无可替代 

  《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觉得，在电子阅读强大的冲击下，纸媒文学期刊读者已经出现

了断代，必须把这个目光投向“80后”、“90后”。《小说月报》正在向新闻出版总署申请

电子杂志的许可证，以期创办内容与现有纸媒完全不同的电子杂志，争取新的读者。 

  但是，拥有众多“80后”读者的《最小说》并非电子杂志。安波舜认为，所谓全媒体时

代的阅读，永远代替不了纸质出版物和纸上阅读。从已有的出版和编辑经验看，全媒体时代

全媒体时代，中短篇小说怎么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10月26日10:04   人民日报海外版 宋庄

热

视频

图

新



纸质杂志的衰落已成大势，不可逆转。“纸质出版必须做到任何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确是浓

缩精华；语言要有魅力，放弃它等于放弃阅读的快感，不如此，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成本和

货币成本以及堵车成本去书店买你的书和杂志。这实际上给我们的作家和出版从业人员提出

了很高的专业要求和艺术要求，这也是全媒体时代的中短篇小说必须尊重传统的叙事技巧的

原因所在。” 

  “全媒体时代科技再发达，也不能够代替真正的纸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

义勤觉得自己的观点相对“保守”。他认为，对文学作品一定要通过纸阅读才能体现其价

值。文学本身是通过有限的形式表现无限的内容，通过手机或者屏幕的阅读无法体验其内

涵。在屏幕上可以一目十行地阅读，而文学如果一目十行地阅读，文学性就被破坏了。他透

露说，前几年有关部门找到文学馆，希望合作搞手机阅读，吴义勤表示很怀疑：那些现代文

学经典作品，下载到手机上有谁去读？“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我还是希望文学坚守应该有

的品位，还是希望大家以传统的方式阅读，可能更适合文学将来的生存道路。”他说。 

  月光之下有新事 

  “短篇小说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基本状况。它篇幅较为短

小，不妨把它看成是对人类基本状况进行阐释时的一个脚注。”作家李洱觉得，不管小说如

何变化，属于哪种风格、哪个流派，发表在传统的文学期刊还是网络，都应该有助于了解人

类不断变化中的基本状况。他说：“现在故事发生的方式、故事跟人直接碰面的方式，都已

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多时候，故事的发生方式是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在这

个时代，小说必须及时做出回应。我们通常说月光之下无新事，实际上，月光之下每天都在

发生新事，对热衷于写作中短篇的小说家而言，他要写出的就是在月光下发生的新事。” 

  作家刘庆邦已经写了近40年短篇小说，现在依然每年有十几个短篇发表。曾经有很多人

问刘庆邦：你写短篇小说的动力是什么？他说：“我的动力就是一个字：难。我写了近40年

短篇，可现在每写一个，还是觉得非常难。取材难，布局难，语言也难，写一个好的短篇小

说太难了。可你得给自己打气。要是不难，还要你干什么。”世界上所有容易的事都没有魅

力，只有难事才魅力无穷。作家写每一个短篇，就是知难而进，就是向困难挑战，同时向自

己挑战。他说，为什么中国作家写短篇的数量上不去，而且不能持续，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

待的。 

  别太慌张，也别太夸张 

  “全媒体时代”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想起童年看的一部似懂非懂的电影《冰海沉

船》，里面有个镜头让他印象深刻：船快沉了，四个乐师还在演奏。水漫到胸口、漫到下巴

的时候，他们仍然举着小提琴认真演奏。他觉得现在就好像是这样一个场景，前边有人惊呼

船要沉了，大家要换船，但确实有一些不肯离开的人，在进行令人感动的演奏。张清华说，

自己可能是一个不肯离去的观众。“如果说文学有什么危机的话，我倒感觉这个危机不是来

自内部不可更改、不可变动的固执，反而恰恰是因为外力给了他太多的干扰。目前仿佛是一

种合谋式的推动，对所谓的‘全媒时代’的夸张性描述。” 

  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孟繁华强调，作家应该对自己的文化信念绝对自信，如果出现

新的媒体就被其左右，那还怎么建立起作家的主体性？据他了解，西方从来不谈全球化的问

题，欧洲不谈全球化，因为他们非常自信，他们也不谈网络文学，因为网络写作对他们不构

成威胁。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认为，我们在敏捷应对时代变化的同时，还要有个主心骨。无

论是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曾经表现出的那些持久和重要的价值，是不

是以后就不要了，就消失了？是不是仅仅根据眼前的这点风云变幻就可以做出那么仓促的决

定，或者甚至那么仓促的撤退？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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