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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离经典阅读的
纵深段位还有距离

刘恩波

身在网络文学之外，看网络文
学就是看热闹。人家风风火火，云
卷云翻，知道自己落伍了。但心里
祝福这新生事物的不断更新换代，
用燃烧的热情搅动一个网上冲文
学之浪的活跃时代的到来！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网
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4.06亿，占网民
整体的46.5％。尤其在“宅经济”推
动下，数字阅读市场稳步增长。无
论是作家还是读者，网络文学“Z世
代”势力崛起，年轻化趋势明显。

所谓“Z 世代”，是流行欧美的
时尚用语，指的是出生于1995年至
2009年之间的新生群体，他们深受
互联网新潮流的洗礼和裹挟，与从
前各个年龄层级上的阅读和接受
群体形成明显的识别区间。经过
全网搜索，微博、B站、贴吧等，都能
发现他们的话语踪迹。时尚化、娱
乐化、片刻消费、瞬间即兴买单、追
踪奇幻题材……都构成了新一代
网络文学阅读的集束化效应。

热潮滚滚，若冷静观察，我觉得
网络文学离经典阅读、纸质阅读的
纵深段位，还有相当距离。文学可
能是即兴短时消费，但构成传统和
精神价值的东西，就必须是经过时
间的淘洗和塑造才能流传下来的。

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
作品不是给时尚人群准备的，“为
无限的少数人写作”，这在经典作
家的心理意识和精神层面，都是有
目共睹，值得尊敬的。

当然，网络时代开启的文学接
受和阅读，已经完成了技术和数字
意义上的全面更新换代，越来越多
的年轻受众，会开启属于他们自己
年龄段的生命符号和精神密码。

传统和经典文学阅读在热潮
之中，受到一定冷落是必然的，但
是两者各有领地，分庭抗礼，各有
千秋，不必因为喜欢这一个，而讨
伐那一个。文学之道，在于兼容、
包容、共享。

主体年轻化
与原创思维的提升

刘艳妮

日前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网
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网络文学
受众从 80 后、90 后逐步更迭为 95
后、00 后，2020 年阅文集团新增网
文作家中 95 后、00 后占比近八成，
新锐势力崛起，年轻化趋势明显。

一方面，95 后、00 后是深谙网
络文化的一代，他们擅长用网络
思维生产活力内容，并一定程度
上引领文化潮流，催生了“稳健”

“思想迪化”等新的网络流行语，
凸显了网络文学话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而
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他们年龄层
相近 、成长经历相似，在价值观
念、阅读兴趣、消费习惯等方面契
合度更高，通过网文媒介也更易
找到彼此间共通的文化元素，实
现情感共鸣，有利于保持作者与
读者的黏性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
网络文学抄袭、版权纷争依然不
断，知名网络作家多年后公开道
歉、《科幻世界》银河奖征文作品抄
袭、“新概念”获奖作品抄袭等，这些
抄袭事件为崭露头角的95后、00后
敲响了警钟。他们的创作土壤具有
天然优势，年轻作者更具创作活力，
可塑性更强，但提升原创思维、自觉
维护版权才是创作出优质内容、获
得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

单从创作主体来看，一部分年
轻作者的版权意识还较为薄弱，在
利益驱使与侥幸心理作用下急于
实现创作梦想，最终酿成抄袭恶
果。网络文学缺乏有效的“查重”
技术，把关难度大，这是文学网站、
出版方以及职能部门亟待解决的
难题，是保障优质内容源头、促进
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更是作者提高自身修养与版权
意识的职责所在，这事关个人创
作，更关乎新增主体的创作态势与
发展潜力。

文艺
微评

WEIPING

编者按: 日前，中国社会
科学院发布了《2020年度中
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
认为，2020年是网络文学的
分水岭之年。网络文学内部正
在发生质变,由此网络文学正
式迈入精耕细作与创新拓展并
举阶段，网络文学IP化的探索
也进入新阶段。对于网络文学
呈现的新变化，听听评论家们
怎么看。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
题文物展”中使用叙事性方式布
展，使展品作为一系列完整叙事结
构中的事件元素出现，展现文物背
后隐含的文化背景，使观众获得更
丰富的观展体验。

“文垂千载”展厅使用线性叙
事方式，按照文学史发展顺序展
陈展品。“德行笃定”展厅则使用
并置叙事方式，分成 8 个小单元
分别展示“唐宋八大家”每个人的
生平，以大家普遍熟悉的故事展
现他们人生中的重要节点。比如
第一单元以中学语文课文《马说》
作为介入点，通过展板展出《马
说》原文节选，选用宋徽宗赵佶

《王济观马图》展示韩愈初登仕途
怀才不遇的人生阶段。比如第五
单元“苏轼——触处生春”，围绕
对“苏东坡”的解读展现文物藏
品，从苏轼号东坡引出苏轼的黄
州经历，引出《赤壁赋》《念奴娇·
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用

明仇英《赤壁图》、宋孝宗赵昚章
草书《后赤壁赋》、清拓苏轼行书

《黄州寒食诗》、清拓苏轼行书《赤
壁赋》等文物展品多角度呈现苏
轼的文学造诣和人生经历。“德行
笃定”展厅为了能够呈现“唐宋八
大家”精彩跌宕的人生，普遍采用
了一段故事、一篇原文、一系列展
品的布展形式，展品不以其创作
时间的先后作为顺序，而以故事
情节的时间次序出现，成为展览
叙事中的一个元素，通过大家耳
熟能详的故事、文章，展现文物展
品背后的历史文化。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李林说，为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艺术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
文化食粮，国内各大文博机构都在
不断调整思维观念，拓展工作思
路。辽宁省博物馆近年来陆续
推出的“又见大唐”“又见红山”
等展览让人耳目一新，受到包括
文博界、艺术界、学术界在内的

广泛好评。这次推出的“山高水
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在展览选题、展览组织、展陈设计、
社教宣传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多元、
更深入的创新，从博物馆策展研究
方面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案例进行
分析探讨。

李林认为，“山高水长——唐
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展览选
题的思维拓展方面，分析了作为
以“唐宋八大家”这一文学史、文
化史概念为出发点，整合文学、历
史、艺术、文物等领域的综合文化
展览中的尝试与经验，以及给今
后展览选题策划的启示。在展览
组织与实施方面，巧妙地整合了
文史常识与历史文物，较好地整
合了文化熏陶与艺术欣赏的关
系，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展览
内容与清晰展览思路。在展陈设
计方面，本次展览亮点突出，将展
陈设计与展览内容有机整合，互
为促进，将静态展示与沉浸式、互

动体验结合，探索了全新的展览
效果与观展体验。在社教传播方
面，吸引了国内、省内的众多媒
体，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尤其
是在众多新媒介与平台的广泛传
播，极大拓展了展览的影响效应；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文
创大赛、文创产品推广等也使得
展览超越以往普通文物展览，成
为一个全新的文化艺术综合展示
活动。通过对这个展览个案的讨
论，会为今后博物馆展览策划与
实施带来非常重要的引领与启发
作用。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引发的话题太多，研
讨会上，专家纷纷发言，有的从人
物谈，有的从具体作品谈，有的从
文化意义谈……总之，专家学者
都认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
家主题文物展”通过展览增强文化
自信，与观众在情感上产生了共
鸣，达成了共识。

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为例，通过对这个现象级大展的研讨，为今
后博物馆展览策划与实施带来更多启发

37位专家学者多维解读现象级大展

让“唐宋八大家”情怀更具当下价值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是2020年至2021年辽宁文化界的一件盛事，该展以先进的策展理念，新颖的办展
模式，丰富的文博资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可以说是近年文博界的现象级文物展览。展览于3月28日结束，但展览引发的话题
还在继续······

为了总结此次展览的意义，为今后办展提供借鉴思路，3月27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沈阳举行，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四川大学等学术单位的37位专家学者，
围绕展览主题和内涵，从文物价值、文学意义及策展思路等视角多维解读透视这次大展，不仅在研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而且提交了53篇高
质量论文。这些论文站在学术研究前沿，既有新材料又有新观点，既有学术性又有实践性。

2020年 12月 2日，由国家文物局与辽
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省博
物馆承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
题文物展”在省博物馆开幕。作为史上首
个以传世精品展示“唐宋八大家”家国情怀
和时代风华的主题文物展，展览展出书法、
绘画、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门类展品共
计115件（组），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卷》、东
晋佚名《曹娥诔辞卷》、宋苏轼《潇湘竹石图
卷》等国宝级文物均在展览中展出，展览累
计参观人数 25 万人次，举办社教活动 206
场，研发主题文创产品400余种，主流媒体
报道672次。展览再次向全国观众展示了

“辽宁有国宝、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山高

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将“唐宋
八大家”这一为众人所熟知的文学概念，转
化成以书画为主的展览，完美呈现在辽宁省
博物馆。展览三大主题展厅分别为“文垂千
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难得一见的文
物、书法绘画展品、数十万文字说明与近千
幅说明图板、图表，立体诠释着“唐宋八大
家”从文学艺术成就到思想品格风骨的全
貌。文物展品与文学作品于展陈中相互渗
透滋养，使观众能在欣赏文物的同时领略

“唐宋八大家”及“古文运动”的成果与历史
背景，更能领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
治、平的修养情怀，中国文人“独善其身，兼
济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等。

“唐宋八大家”倡导和推动的“古文运
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他们创作
的诗词和文章是我们今天仍然诵读的经
典。每个受过中等教育的观众都熟悉的

“唐宋八大家”，那么如何在展览中创造新
意，让大家在不同视角有新的发现？此次
展览在此下足功夫。

三大主题展厅分为16个单元。其中，
“文垂千载”展厅环境颜色以森林绿色为基
调，“德行笃定”展厅以皇家宝蓝为基调，“家
国情怀”展厅以耐火砖红为基调，这是策展
人将色彩传统认知赋予八大主题人物。

最先亮相的是韩愈。策展人将东晋佚
名《曹娥诔辞卷》上多处有韩愈墨迹的部分
展示出来。这是唯一存世的韩愈墨迹，其
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自不待言。辽宁文学
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胡海迪说，韩
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古文运动”的倡
导者，其开创之功，绵延千年。他对前代文
化遗产吸收转化、勇于创新、继承发展，为传
统文体注入新的活力，对当代文学吸收、继
承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主编张立军
说，“古文运动”是唐代中期及北宋时期文
坛和思想界提倡的一种文体改革，这种文
体改革的特点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唐
宋八大家”正是这次文体改革的代表人
物。作为一场文体改革运动，其实质是一
场文化思想层面的革新，是中国社会大变
革、大发展的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谷曙光说，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超卓创意和文
化史意义，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展览
方面罕有其匹的。“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
代文章写作成就最高的大家，同时他们品
端行正、忧国忧民，也是古代士人阶层的杰
出代表。辽博独具只眼，以“唐宋八大家”
为主题，围绕他们的古文成就、家国情怀等
设计大展，全面、系统、综合地展示其丰厚
的文化内涵和文学艺术价值，是具有文化
意义的展览。有必要以此次大展为契机，
总结经验，开创辽博展览的新局面。

这是一次具有文化意义的
展览，有必要以此次大展
为契机，总结经验，开创辽
博展览的新局面

中国古代文人借诗言志、以文
咏情，诗词歌赋成为他们表达家国
情怀的重要载体。两宋时期，家国
情怀成了彼时诗词的基调和主旋
律，其中弘扬家国情怀的优秀篇章
更为后人所推崇传颂。

弘扬家国情怀的词作多以
“豪放派”为主，而“豪放派”词作
的代表人物苏轼，一方面摒弃了
传 统 词 体 的 表 达 范 式 ，破 除 了

“诗言志”“词言情”和“诗庄词
媚”的风格界限；另一方面将充
溢家国情怀的词作推向巅峰，正
是这种艺术表现使苏轼成为有宋
一代词人中展现家国情怀的最重
要代表。

沈阳文史馆馆员周维新说，
此次展览从“唐宋八大家”诗词
文章中提炼出与他们家国情怀、
为官之道有关的内容，深入分析
解读。通过对这些内容的介绍，

让传统文化别开生面，让中国故
事历久弥新。比如韩愈的“（君
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
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
为后世法”，柳宗元的“遇行尧、
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欧阳修
的“文与道具”“道胜文至”，苏洵
的“视天下之所宜上（尚）而固执
之 ”，苏 轼 的“ 出 新 意 于 法 度 之
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辙的

“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
王 安 石 的“ 择 术 为 先 ”，曾 巩 的

“圣人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绝若
一发之系千钧也”等情怀，昭示
着他们在中华文化阶梯上所处
的高度。他们的精神境界不仅
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世界，更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
奥义所在。

家国情怀是古代文人士子对
国家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

命感的高度融汇和系统集成，是一
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密码。

此次展览“唐宋八大家”主题
相关展品，将“唐宋八大家”放置于
中国历史的高度并给当下以启
迪。将此八位文化大家甘于担当
之襟怀用文物展示的形式传递给
大众，使展厅意化为课堂，让参观
者，尤其是青少年在博物馆展厅
中认识“唐宋八大家”等传统先贤
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所作出
的杰出贡献，感受他们悲天悯人、
心系苍生的精神境界，正是展览
的教育之责。

展览借助一幅幅传世书画、
一件件精品器物，诉说着以“唐宋
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人千百年
来的创造力、奋斗精神以及对于
美好生活的向往。辽宁省博物馆
张书慧说。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通过对中国文学史
的梳理、对“唐宋八大家”文学成
就和生平事迹的呈现，推导出他
们的共同思想内涵，即他们作为
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
表，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坚
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人文理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
大义。

展览最后一个展厅即以修、
齐、治、平为核心，展现“唐宋八大
家”如何“文以明道”，如何“修身
以学”“孝慈齐家”“为政以德”“心
忧天下”，将“唐宋八大家”高尚的
人格魅力展现在一件件文物藏品
当中。尤其是“为政以德”单元
中，以清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宋
马麟《荷乡清夏图》展现苏轼在杭
州为官经历，揭示苏轼曾为拯救
杭州瘟疫，创立病坊，分发药剂，
引人共鸣。

展览借助一幅幅传世书画、一件件精品器物，诉说着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人
千百年来的创造力、奋斗精神

核心
提示

观众正认真观展。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青少年参加手绘“唐宋八大家”人物活动。

展览中上演的情景剧《苏门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