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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期刊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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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度风雨，读图时代文学期刊的生存似乎已难以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在去年与前年，一

场名为“文学期刊生存难”的风暴席卷了神州大地。先是江苏省抡起大刀，砍去《钟山》、

《雨花》等所有刊物的财政补贴。接着，《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

《天涯》、《萌芽》等全国近60家文学期刊负责人召开研讨会，与会人士激烈辩争，“如何推

进文学期刊机制创新、走向市场”？随后，媒体争先恐后大篇幅报道、探讨。到2004年底，风

暴渐渐平息。 

  今年5月，《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10几家文学期刊负责人前来广东参加广

东省中短篇小说笔会，这一话题终于又被挑了起来。究竟风暴过后，文学期刊如何生存？经历

千般艰难、万种猜测的文学期刊谋求生存的路途，如今似乎出现了明确指向，到了可以总结的

时刻。   

  ■背景 

  遭遇集体困境，仅存几家欢笑 

  时间进入90年代，纯文学期刊迎来一连串的悲哀。先是文学界对其腐朽机制、圈子化痕迹

的数落，对其预示文学重大走向、发掘文学有生力量能力的质疑，不多时，“市场”的冷落就

接踵而至。 

  作为《青年文学》执行主编的邱华栋对这一情况分析说，一份文学期刊，只要有每期5万

份左右的订阅量，就能自负盈亏。然而，能突破5万份这一“生死线”的文学期刊，全国加起

来也只有七八份。除去几份老牌刊物(《收获》发行量13·5万册，《当代》、《十月》大约8

－10万，《人民文学》5－6万)，其余大多数发行量只在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几份

经改版的文学刊物，都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媚俗的大众读物”，而不再承认它们的“文学”特

性。 

  于是，5万份发行量成了文学期刊的“理想目标”。只有达到它，才能为文学期刊带来养

活自己的经济收益；但要是超过太多，又会成为坊间指责你不再“文学”的把柄。文学期刊就

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摇摆不定，演变出无数剧情。 

  ■原因 

  因为多方夹击，也怪自身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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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环境影响:一个说法是，是新闻、政治、经济、纪实、生活、时尚和实用期刊的重重围

困，使得文学期刊丧失领地；而网络媒体和出版业的双向夹击，又使文学期刊越来越离开了文

学现场，不再是文学载体、推动器，因而生存危机迫在眉睫。 

  编辑自我封闭:但大部分人更愿意从内因上寻找根源。前来广东参加笔会的《北京文学》

副主编杨晓升认为，不是文学期刊没有读者，而是编辑不能适应读者。长期的思维习惯，让编

辑们高高在上，自我封闭，“我发什么你就得看什么”。 

  历史包袱:《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程绍武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学期刊的运行

机制、历史包袱导致文学期刊运转不灵。他举例说，《人民文学》编制一共40几人，其中离退

休的就有20几人，干活的只有十七八个，还要负责《中国校园文学》全盘工作，压力可想而

知。 

  用人机制:《当代》副主编常振家表示，和许多国有单位一样，文学刊物的用人机制有不

少需要改善的地方。不少刊物主编依然论资排辈，由主管部门或领导任命，这样就会出现许多

官员式的主编，不懂文学规律，更不懂市场规律；一些作家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就担任主编

或重要编辑职务，容易偏执一己之好，形成小圈子，引起业内的诟病。   

  文学期刊的未来: 

  与大学合作？办同人刊物？ 

  今年以前，大部分人谈论的，都还是文学期刊如何谋生。有人认为目前对中国文学期刊斥

资还不是时候，有人认为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有人更总结出停止财政拨款后的三条道路:找

到新的投资方；改变刊物定位迎合市场需要；加入报业集团或者出版集团。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一部分人指出，文学期刊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决定其盛衰的，是

社会整体对文学的认知与消费欲望，而这并不由刊物定位或质量决定。因此，要么文学期刊引

导、提高社会整体对文学的认知与接受度，培养读者，而不是迎合读者；要么由读者自办同人

杂志，自行享受阅读。 

  大学杂志 

  学者谢泳近年提出了和高校共办文学杂志的想法。他认为，文学杂志的读者需要培养，而

最具潜力的群体则在高校中。2003年7月《上海文学》的改版，就蕴涵着这种思路。改版后的

《上海文学》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上海文学》利用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各高校中成熟

的发行网络，快速而大量地进入高校，网罗高校师生的阅读欲望。 

  评价: 

  此举施行以来，在高校师生中没有什么反响，倒是在期刊内部引起震荡。有人说这是在将

文学期刊逼人死胡同:远离读者和市场，把文学期刊变成编辑和作家的小圈子聚会场所和自娱

自乐的阵地。 

  同人杂志 

  有人认为，以后文学杂志的发展方向是办同人杂志。“中国诗坛早已是这种情况，大部分

诗歌刊物发行量极低，但民刊非常精美，阅读者也众多；法国有500多种文学杂志，发行量从

400份到6000份不等，大部分也是同人杂志。” 

  评价: 



  作家邱华栋断言:这表明文学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可能。他说:“我们文学期刊现在希望的就

是每个人都阅读文学作品。当文学阅读甚至文学创作成为每个人的需要，经济条件也基本具

备，各自又有不同的标准，办同人杂志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现状 1 

  增也增了，选也选了，效果如何？   

  困境之下，期刊纷纷改弦易辙，谋求重生。其中，传统刊物偏好稳妥，于是他们选择出增

刊、选刊。从各大刊物群起效仿的现象，可以看出，这一方式被人们以为是文学期刊通向市场

的“坦途”。如今，增也增了、选也选了，效果如何？ 

  《北京文学》:改成了半月刊，在出版正刊的同时，出版选刊中篇小说月报，效果都还不

错。 

  《收获》:2001年推出第一期《长篇小说增刊》，发行了10多万册。2003年，《长篇小说

增刊》增为两期。 

  《十月》:2003年底，利用主办方北京出版社的出版资源，推出增刊，引发了发表长篇小

说的新竞争。2005年，《十月》杂志索性变身为月刊，在出版6期正刊的同时，出版6期长篇小

说选刊，目的也是扩展杂志经济的来源，具体发行数不详。 

  《当代》: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也改成了月刊，出版6期正刊，再

出版6期长篇小说选刊。他们同样期望依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源，为杂志“谋福利”。 

  《钟山》:2003年出版一期增刊，2004年推出两期增刊。 

  《作家》杂志:2000年，该杂志全面改版，打出“中国的《纽约客》”旗号，当年推出了

两期长篇小说专号，每期发表两部长篇小说。2003年起，在不加价的同时，《作家》再次扩版

增加页面，每期发表3部长篇小说。 

  评价:上述例子，很容易让人产生“形势大好”的印象，更有媒体称“文学杂志在2005年

呈现出春色迷人、欣欣向荣的形态来”。《当代》杂志副主编洪清波也说，“在文学杂志的努

力下，文学正在走出低谷，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在文化市场份额上，文学正在扩大自己的地

盘和影响。” 

  但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说:这种增刊现象对他来说“是一个谜”。大部分增刊的印数

有水分，弄不好就有压库的可能。邱华栋等人认为，比起文学期刊的总体困境，这些成绩只是

“杯水车薪”。更多的文学期刊还在惨淡经营，在小圈子内流通。他还说，上述杂志可以说是

文学期刊“金字塔”的顶端，拥有坚实的老读者群，其“业绩”无法说明行业的整体景况。 

  

  现状 2 

  披上时尚外衣，丢了文学灵魂？   

  “别册”风: 

  近年在时尚报刊中相当流行的“别册”风，终于刮进了传统的纯文学阵营。上海文艺出版

总社旗下的《小说界》在3月8日妇女节前夕特意推出一个面向女性读者的别册。整个“别册”

是一部独立精致的长篇小说《和伊人跳舞》，瞄准女性读者群；而在版式、封面设计方面，也

 



一改以往纯文学刊物朴素平淡的面貌特征，注入了时尚的气息。 

  “民间语文”栏目: 

  《天涯》杂志，以“民间语文”等栏目无可替代的资料性，牢牢吸引住那些关注历史和现

实社会问题的读者。 

  “下半月刊”和“学生刊物”: 

  《中华文学选刊》、《美文》、《青年文学》；《青年文学》上半月刊发行19000份，下

半月刊发行25000份，大部分杂志基本上靠下半月刊“反哺”上半月刊。 

  “网络选本”:如《芳草》。 

  加入“时尚阵营”: 

  如《花溪》、《南风》。 

  评价: 

  用市场作为检验文学期刊的唯一标准，难免引来人们对其文学性的质疑。对此，《小说

界》主编魏心宏表示，在“别册”精心设计的同时，《小说界》的大型文学刊物定位并未受到

丝毫影响。2005年第三期《小说界》，就将莫言的最新作品《北海道实录》作为特稿刊发，使

杂志显得厚重可读。 

  《萌芽》主编赵长天则认为，这些刊物依然是在做文学，不过是细化了的文学，如科幻文

学、推理文学、青春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文学等等。“细分将有利于文学市场的拓展。照目

前的情形，如果没有政府或者大财团的支持，大多数文学期刊走向市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     

  ■观点   

  常振家(《当代》副主编): 

  只剩下几家，这是市场规律 

  今年，纯文学有点抬头的迹象，贾平凹、王安忆、阿来等纯文学作家重新获得多数读者的

关注。这说明文学的读者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 

  今年整个文学期刊市场依然低迷，因为文学的形式、载体在不断变化，文学期刊只是一段

时间偶尔成了主要的载体而已，以后说不定网络也会从文学的主要流通渠道中退出。   

  程绍武(《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大家心理正常了 

  生存困难吗？我觉得很正常。虽然说人民文学现在也就五六万的发行量，但我觉得这很正

常。西方的市场运作相对成熟了吧，他们的纯文学杂志发行量基本也就几千份。 

  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从发行量上看，更要看作品、作家。看你推出了多少新人、多少重要作

品。 



  我认为，今年文学期刊最大的变化，不是低迷，也不是复兴，而是大家的心态趋向正常

了，纠正了以前的心理落差。当然，从刊物自身角度说，文学期刊经营情况依然不好。   

  黄金明(70后作家，文学期刊忠实读者): 

  文学杂志很难引导作家的创作 

  对于写作者来说，要在今天的中国文坛获得作家身份的认同，在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发表作

品依然几乎是唯一途径；但今天的纯文学杂志，已很难引导作家的创作，也没有交流上的便利

性。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年轻作家都是在网络上被认可，再被现实或曰“系统”接

纳。   

  编者的话: 

  文学期刊是小众问题吗？   

  怀念那些感动过无数人的文字。那一册册便宜而又厚重的杂志。 

  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传播的一个主要媒介，犹如薪之于火。文学的火光，有赖薪木之传

递，文学期刊扮演的就是这种薪火相传的角色，它提供文学社群相互守望的文学信息，传递文

学作家呕心沥血的创作成品，反映特定时空中文学思潮和社会变迁的对话，同时也供给当代文

学爱好者阅读的愉悦和心灵的陶冶。 

  文学期刊的问题是小众问题吗？主编们这种“坦然”的心态反映了什么？ 

  思考文学期刊的出路，其实思考的还是文学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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