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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文艺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体现为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变化$商品意识的

觉醒$导致写作个人化*市场化$以及作家自我包装和自我推销意识的强化+进而分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深刻

社会背景因素$指出了现代传媒为文化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也推进了文艺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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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提出和初步建立$使我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

新气象+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文艺领域$尤其是文艺创

作领域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生产被视为一种商

品生产$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企业+认识与适应这一

变化$是文艺工作者当前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一*作家角色的转换

新时期初期文学是以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为模仿对

象$通过文学作用于现实$以实现国家和个体的现代化

为 精 神 内 涵 的 话 语 体 系+这 一 精 神 特 征 可 以 追 溯 到

/0/0年$甚 至 可 以 从 /330年 严 复 翻 译6天 演 论7找 到

源头+尽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形态繁复多变$但文学

反映现实又能动地改造现实$文艺家作为8人类灵魂工

程 师9*启蒙者肩负改造现实的神圣使命$这一基本观

念并没有改变+作家们内在的启蒙意识和社会对他们

的敬仰$使他们多多少少自觉高人一等+而进入市场经

济$作家们发觉自己与老百姓并无多大差异$8我们也

是一个俗人+9作家们开始走向世俗化$感受时代的巨

大转型$对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也乐意持一种

顺应的态度+
为了证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作家们一再提及8生

存问题9的严峻+所谓8生存问题9主要指如何使创作适

应文化市场规律$以保证作家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刘

心武说)8在我看来$作家不过是一种社会职业$跟其它

的社会职业$并无本质区别+::他不能不考虑安全问

题*温饱问题*出版问题$当然他应在可达性与可行性

之间求得一个最大也最优的生存系数$他如何向社会

规范和市井俗尚过分尊媚$当然有碍他的突破创新$但

是他完全不顾所在的环境而放肆地伤时骂世$心无读

者地严雅纯到底以致全不考虑出版面世$那么$他不是

傻子必是疯子9#/(+
方 方这样说)8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我们

多少年学哲学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你的收入决定了你

不得不去设法买廉价的商品$不得不放弃你想要的书

籍$不得不为几毛钱同小贩争来吵去$不得不在评职称

上吵闹得头破血流$也不得不在静夜里扪心自问$我是

不是该换个行当了9#2(;
李洁非在一篇文章中评价一位作者时说道)8开阔

的草坪$嫣繁的鲜花$潺动的流水$激情的喷泉$沉静的

森林$豪华的客厅$柔曼的歌舞::哇<这才是生活$这

才叫活着<9其中值得注意的倒不是此文作者想的那一

幅 幅 生 活 场 景$而 是 他 对 这 些 场 景 的 评 价)这 才 叫 活

着<这个论断无论如何都是过于偏激了$但它作为一种

心态的暴露却是充分而真切的+透过这段话$我们看见

正在文学圈内蔓延的生活价值观$业已和商人*电影明

星*企业高级职员的生活奋斗目标找不到什么区别#=(+
市 场经济时代的作家已沦为写手*写匠+正如阿城所

说)8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
我写些字$找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

用+但这像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
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9#%(+

过去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资本主义*商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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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洪水猛兽!更由于文人的清高与谨小慎微!作家们避

而不谈文艺的商品性!自然也缺乏自觉的商品意识"而

在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作家们的商品

意识开始萌芽并走向自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艺术

可 以如恩格斯所说!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

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

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知识方面的实践!一

类商品生产’()*"
文艺个体户+影视创作中心的不断出现就是例证"

在不少知识分子眼里!王朔成为维护作家经济利益的

代表"赵大年认为!王朔在另一个领域也做了带头羊#
他率先退职做了文化个体户!不再领取工资,带头给自

己作品开价,成立大陆首家民间影视创作机构--海

马影视创作室(.*"张抗抗认为王朔是当代作家中商品

意识的 第 一 个 觉 醒 者#王 朔 的 最 大 贡 献 在 于 他 把$文

字’的价格炒了上去"$买’$卖’双方讨论稿价"文人不

再受制于统一的稿酬标准!$死要面子’到公开议价!理

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可非议!王朔确实功不可

没(/*"没有依托这些民间组织的个体作家也开始自觉

地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买方市场"作家李准以 0万元价

格将其作品卖给谢晋的亨通公司(1*"在深圳文稿竞价

会 上!史 铁 生 的 一 篇 短 篇 小 说 所 获 报 酬 高 达 1222
元(3*"历来被视为精神产品的文艺!真正开始以商品的

形式出现"
作家角色的这种转换当然不止是商业化一种因素

决定!它与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诸多原因发生着联系!与

国家社会思潮的变换有关!是作家观念与社会思潮合

力作用下的结果"自五四以来!我国文学就形成了关注

现实!与时代主潮共生共荣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新时期

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直面现实的忧患意识!在 12年代

十分明显!而进入 32年代则有所淡化"从国际上看!由

于 4313年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的解体!两极

世界下的两极文化格局取向消失!整个社会呈现出多

元化态势!文学创作的非意识形态化色彩日渐鲜明"从

国内形势发展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不仅响亮

地提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已得以实施"市场已成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轴心!影响着+改变着+左右着人

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习惯甚至兴趣和爱好"
文学逐渐弱化了过去那种教化+指导读者的优越地位

和主动处境"作家们在大的社会环境变动下!其思想观

念自然会发生变动"
当然!作家角色的转换还与读者及其文化消费心

理的变化大有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相存问题"读

者 的地位提高了!作家地位自然降低了"市场经济时

代!读者已成了作家们的衣食父母!$顾客就是上帝’同

样适用于文艺界"我们知道!艺术消 费 行 为 基 本 上 可

分为三类#求知型+求乐型+求美型"在 32年代!可以说

求乐型阅读占了文学消费相当大的比重"读者之所以

欣赏文学+艺术就是为了使日常生活中的紧张情绪得

到缓解!使疲惫的神经与身体得到暂时的放松"一次性

阅读+快速阅读是相当部分读者的阅读特点"他们纯粹

为消遣娱乐!作家也很难再将创作视为与读者无关的

行为"

二+商业化的创作

作家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商品意识的觉醒!对其创

作产生了明显影响!所谓快餐式写作+文学生产的麦当

劳化+商业化创作说的就是这一现象"
首先!个人化写作与欲望宣泄"进入 52世纪 32年

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消遣娱乐性的大众文化

的盛行!文坛出现了躲避崇高的倾向"作家们提倡个人

化写作!他们以独特的生活体验与感受!用独特的语言

与 叙 事 方 式!以 独 特 的 思 维 方 式 与 艺 术 形 式!反 映 生

活+表达情感+传达思想"众多的作家以其独特的个性

为文坛瞩目"但是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却渐显出私人化

的倾向!创作中将个人的私生活原原本本地搬入文学

作品中"有时是一些琐碎的生活叙事!有时是一些个人

情爱的生活细节!甚至有意表现出远离社会的意味!在

封闭的房间里+在孤寂的环境中展现出私人化的生活

与心境"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构成了 32年代文坛的一种

偏向!创作标以$自传体’+$半自传体’成为招徕读者的

广告词!甚至出现大声标榜$身体写作’+$另类写作’等

口号!使文学走入欲望宣泄+隐私袒露的误区!在津津

乐道私人生活的描述中!追求文学所表现的纯粹个人

化"性描写屡见不鲜#如有的作家甚至高举起欲望的大

旗!大肆渲染欲望+宣泄欲望!带着对于性事描写津津

乐道的姿态"无论描绘自恋自虐的肉体欢悦!还是描写

为追求某种实利而演绎的性爱游戏!都将欲望的宣泄

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
伴随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倾向!作家们的创作

生活世俗化等!使 32年代的文学充满世俗意味"在世

俗化追求中!呈现出忽视文学创作的经典性的偏向!文

学创作带有极大的随意性+琐碎化+浅俗化等偏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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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有的作家甚至将自己的日记稍作

拼凑就作为文学作品发表"十年磨一剑的精雕细琢只

会让人耻笑!急就章式的速成作品充斥各种刊物"由于

对文学创作个人化的误解或偏差!不少作家以靠拢自

身的题材取向与创作方式进行写作!将自身的琐碎生

活甚至个人隐私写进作品中!使创作呈现出过于琐碎

的特征!在消解传统文学的因果性逻辑联系中!注重所

描述事件的偶然性#琐碎性!使文学创作在零散琐碎中

与经典相去甚远"由于躲避崇高!过于注重作品的市场

销路!有的作家创作明显表现出浅俗化甚至庸俗化的

倾向"
其次!作家商品意识的觉醒!还直接导致作家创作

迎合#针对读者需求的倾向"汪国真在谈到他成功的秘

诀是$根 据 杂 志 属 性 不 同 及 风 格 差 异!去 针 对 性 写 点

诗!这样才能附和读者!去赢得读者"%他介绍说$我给

妇女刊物写诗!主要是要偏重于容貌服饰#欣赏角度&
我 给 青 年 刊 物 写 诗!主 要 写 他 们 的 荣 誉#深 刻#宽 容

’’%!$艺 术 和 读 者 并 重!在 接 近 读 者 的 同 时 要 求 艺

术%()*+"王朔一再申明!文人无非是用笔写字!编出些

故事悦老百姓的行当"$,渴望-是给老头#老太#家庭妇

女看的!招老百姓掉眼泪儿的"%$,编辑部的故事-不过

就是部逗笑开心的通俗喜剧!只载些笑声和轻松"%而

$我的小说有些冲着某类读者去的"’’,顽主-这一类

就冲着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永

失我 爱-!,过 把 瘾 就 死-!这 是 奔 着 大 一 大 二 女 生 的

’’%())+"作者们失去了对文学的崇高感!沦为文学生

产线上的码字工人"
再次!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作家自我包装和自我

推销意识得以强化"卫慧#棉棉等所谓美女作家的出现

及其创作风格正是表征"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包装

非常精美!再附上卫慧还过得去的艺术照.据闻是某专

业摄影师定做/!颇具吸引力"作家们炒作的伎俩颇多!
大致有两种"一是自我炒作!注重自我推销!确立权威

的原则!作为扩大作品市场效应的手段",曼哈顿的中

国女人-塑造了一个集经商天赋#爱国热情#优雅趣味#
进取心#求知欲#写作才能#标准的女性形体于一身的

作 者 形 象()0+"王 朔 自 称 是$才 子 型 的 作 家%"$我.写

作/就没有吃那么多苦%$我确实有天赋"%写作时$字儿

蹭蹭往外冒!%一天$平均五千字!写快了差不多能到八

千 字%()1+"另 一 种 策 略 是 向 权 威 挑 战!借 别 人 炒 作 自

我"$第三代诗人%在宣布朦胧诗已成为古典的同时!也

宣 布 那 个 时 代 的 代 表 人 物 已 成 为 古 董2$3455北 岛%!

$谢冕先生可以休息%!这些偏激的言论是商业时代行

之有效的行为策略!是处于非中心地带的民间诗人步

入中心#获得话语权力的最佳方式之一"王朔更是深谙

此 道!6*年 代 消 沉 了 几 年!在 0***年$大 骂%金 庸!引

起 文 坛 的 轰 动!更 形 成 对 金 庸 武 侠 小 说 的 又 一 轮 争

议()7+"这之后!王朔借机推出了一本,无知者无畏-!销

量还不错"

三#商业化创作的社会背景

文学创作的商业化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文学创作属于上

层建筑"随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经

济水平的提高!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

的总和88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完善和发展!必然要

求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创作与之相适应#相促进!从而促

使广大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出现"据资料显示!当人

均国民收入在 1***至 9***美元时!人们在文化生活

方面的需求将呈较大的增长()9+"改革开放0*多年的经

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万亿

美元大关!这为文学商品化生产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

的经济基础"广大市民在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充分满

足的情况下!精神文化的需要就更为突出了#迫切了"
其次!文学产品的消费与其它产品不同"人们消费

文艺产品时!影响消费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便是

消费者所占有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又称$闲暇时间%!
它是在人全部时间中扣除了劳动.含家务劳动/与学习

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后余下的时间"马克思将其表

述 为2$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

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

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

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由的必然性:或

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自由时间的增多是社

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建

设密切相关"弗里曼宣称2$闲暇时间是社会结构中某

种变化!某种新的规范!新的社会关系的源泉!它所带

来的新的价值观有助于引导个人和社会集体在时间分

配上的意愿和选择!作为一种社会时间!它有着改变社

会方式的巨大潜能力量%()<+"我国目前已全面推广了

双休日制度!各类电器广泛应用于家庭!家政服务走进

大众家庭!从而大大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所有这一切

使人们拥有了更多闲暇!从而拥有了更多的文化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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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消费欲求!
再次"现代大众传媒使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成为可

能!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为文艺产品大规模生产提供了

技术上的可能!它独有的设置议题功能更是在炒作热

点#包装作家#推介作品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正是

大众传媒才使阅读变为一种时尚"个人意识也日益趋

同"从而弱化了个人独特的艺术感受"造就了一批满足

于麦当劳化标准产品的具有相同口味的标准读书者!
于 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人们在白天按时

抵达各种型号的流水线"完成预定的工作量&回家后"
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另一种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文化产品’()*+!文学生产在这里彻底走向了商品化!
第四"文艺创作商品化也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在中

国"汉代的京城洛阳就出现过图书交易市场"史称为书

肆!到了魏晋"绘画艺术作为一种商品也走进了手工业

商业的行列!宋代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
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图-呈现出北宋汴京的百业

兴盛"市场喧嚣!宋代图书交易市场已相当有名"北宋

汴京相国寺书铺"南宋临安陈道人书铺#尹家书铺等就

是其中的代表!南宋更出现了江湖诗人聚集于书商陈

起 周 围 的 现 象"相 互 影 响 形 成 了 所 谓 的%江 湖 诗

派’().+!在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

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的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

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

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

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

意 识"也 加 强 了 同 一 般 民 众 尤 其 是 市 民 阶 层 的 联 系

//!元代戏曲艺术的成熟#尤其是杂剧的繁荣"也与

文 学 商 品 化 分 不 开"文 学 在 市 场 中 获 得 了 生 命 力(01+!
到了明代"元末已相当繁荣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

和商业经济"在经历了明初的衰退后"得到了恢复和进

一步发展"并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时期"顺应

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

荣!,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

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0)+!明代通

俗文艺得到迅猛发展"文艺的商品化此期已显露无遗!
但是"到了近代"由于清政府的重农轻商和闭关自守政

策"我国的艺术商品化历程遭到遏制!解放后"由于我

们实行高度民主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艺术的商品化

现象也随之荡然无存!
到 了 .1年 代"随 着 我 国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深 入 发

展"艺术的商品化开始复苏!特别是因为 .1年代中期

以来"艺术商品化现象犹如开闸的洪水"汹涌澎湃地涌

现!这是中断了的历史的延续"也是中国艺术走向现代

化的表现!当然文学商品化还有其它原因"尚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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