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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微评

WEIPING

10月17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以下简称“曹奖”）颁奖典礼在辽阳市举行，我省有3位作家获
奖。邱华栋、徐坤、潘凯雄、东西、李云雷、杨庆祥等国内名家齐聚辽阳，参加典礼、研讨。

作为辽宁传统文学领域唯一一个突破省域限制的、全国性的乃至影响华语写作的文学奖项，“曹奖”一时间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焦
点。不仅如此，来自国内的文学名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新东北文学”、新时代辽宁文学发展路向以及文学创作个体的突破进行了热烈讨
论。辽宁文学界如何引导从个体突破到集群效应，如何以文学奖项激励、鼓励创作，辽宁的文学富矿如何变现成文字并影视化，成为切
实而焦灼的话题，并蕴含着无限可能。

核心
提示

直播助力文学破圈传播
□刘艳妮

今年春天，《人民文学》与《收获》分别携手“与
辉同行”抖音直播，创造了文学期刊在数字信息时
代的销量“神话”。这种文学借力直播营销形式，
催生了文学传播的新形态，创设了文学阅读的新
场域，提升了大众的文学阅读水平与审美能力，让
更多的读者热爱文学。

文学借力直播、短视频等覆盖面广、互动性强
的数字平台，拓展了传播路径与阅读空间，让文学
以更加大众化、生活化、年轻化的方式灵活高效地
走近读者。中国作家协会持续打造的“中国文学
盛典”、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多年举办的“文学中
国跨年盛典”等主题盛会都进行了直播，充分运用
仪式化传播理念，将自身丰厚的文学资源与主题
晚会、评奖活动、节日元素等结合，助力文学破圈
传播；阅读、导读、书评、书单等读书类栏目纷纷借
助直播推广阅读，打造文学阅读新场景，跟着直播
读书成为不少人的阅读新选择；文学出版单位也
纷纷开启直播营销模式，作家、编辑走进直播间跨
界当主播……在直播、短视频风靡的时代，文学借
助可交互的数字技术，将传统内容与时代潮流相
结合，把更多的读者拉进文学现场，激发读者对文
学的潜在阅读兴趣。

在具体的直播情境中，读者以音视频连线、弹
幕、评论、点赞、打赏等互动方式，与作家“面对面”
交流，实时分享阅读心得，表达情感认同，拓宽了
作家、作品、读者之间和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空
间，共同汲取文学带来的精神滋养。

直播赋能文学传播与阅读推广，其意义和价
值在于提高大众对文学的关注度，更好地引导大
众在阅读中品味文学人生。新的媒介技术促进文
学传播机制的创新，深刻影响了文学出版、数字阅
读、网络直播等文化产业的运作路径。

数字阅读：新时代的阅读革命
□党秋月

随着移动互联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
阅读成为当下阅读的主要方式。

数字阅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便捷与
海量。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读者
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海量的阅读资源，不再受地
点与时间的限制；再如个性化与体验性，通过大
数据算法，系统能够“量身定制”，为读者推送符
合其兴趣和需求的内容。利用数字技术，还可
以实现互动式阅读、多媒体融合等，丰富读者的
阅读体验。

如何让数字阅读更好地“为我所用”？笔者有
三个建议：一是优质内容与渠道缺一不可，去伪存
真。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要学会理性分析和判
断，挖掘信息背后的价值和意义，不陷入“标题党”
的陷阱。同时，也要选取优质的信息源，注重渠道
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二是“热点”与“经典”互为补
充，互通有无。读者要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被
网络热点裹挟，同时，也要回归经典，从经典中汲
取力量，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既关注热点，又学
习经典。

三是“读屏”与“读书”有机结合，各取所长。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3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 数 字 化 阅 读 方 式 接 触 率 为
80.3%。在“大阅读”时代，应当顺应阅读方式的变
化，将读屏与读书有机结合，因势利导、各取所
需。“忙时读屏，闲时读书”，既是一个好的建议，又
符合当下很多读者的阅读状态。

科技驱动数字阅读不断走向新形态，但不论
明天的阅读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开卷有益”不
会改变。

在辽宁诸多作家的履历上，获得过国家级大奖的作家
有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向峰、孙惠芬、鲍尔吉·原野、张学昕
等；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萨仁图娅、周建新、
于晓威、刘国强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车培晶、王立
春、薛涛等；“五个一工程”奖得主老藤等。目前来看，茅盾
文学奖还未有人获得，这是一个遗憾。

2017 年，多年以乡土、女性为写作对象的辽宁作家孙
惠芬，推出一部全新题材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这部
作品被认为是孙惠芬的转型之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力并
引发热议。2019年 8月，《寻找张展》从浩如烟海的长篇小
说中脱颖而出，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孙惠
芬成为这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入围的唯一女性作家。她笑
着说：“我想，获奖是需要一点运气的，我们的写作并不是
为了获奖。”

这是辽宁文学离茅盾文学奖最近的一次。值得一
提的是，“曹奖”尚未改版前，孙惠芬凭借名篇《歇马山
庄》获奖。本次受邀出席第三届“曹奖”颁奖典礼，孙惠
芬心情轻松，因为她刚刚完成一部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

“我好多年都没有写作的灵感，甚至也不想写作。我觉
得人生安详最好，可是我在某一天突然有了创作灵感，
再也无法控制，创作就开始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
做到了自己理想中期待的结果，至于能否得奖、读者怎
么检验是另一回事儿。对我个人来说，源于内心的创
作不会后悔。”

《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说，和孙惠芬这一代的
成熟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大部分是从学校里成长起
来的，大学毕业成为作家，社会经验不足，他们的创作
很容易“飘”。“优秀的作家要有很好的思想艺术储备，
去深入生活了解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社会发生着
什么，细致观察这个时代中的人。”李云雷认为，“我们
的作家将来要能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文学创作
的必要条件，茅盾文学奖很注重作品的整体思想艺术
水平。”

在徐坤看来，辽宁的文学创作实力较强。她肯定地
说：“我们有几次跟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茅盾文学奖4年
一届，全国就 5个，尽管获奖难度很大，但我看好辽宁文学
创作的前景。”

从思想艺术储备到个体生命
体验，辽宁文学具有强劲的
创作实力

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化劳动，获奖是一种个体突破，但
辽宁文学同样需要众多个体作家创作形成如上世纪“东北作
家群”的集群效应，彰显地域创作的鲜明个性。

在“曹奖”颁发后的交流互动环节，“新东北文学”或“新
东北作家群”是与会者探讨的话题。细究这个概念，最早要
推及“新东北文学”的前身——“新东北作家群”。早在
2011 年，文学评论家林喦在《渤海大学学报》上首次提出

“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并开设专栏介绍东北作家的作
品。“铁西三剑客”的被发现、被聚焦无疑是将一个地方性概
念推向整个学界的重要因素。

“新东北文学”并不仅仅指向“铁西三剑客”，它有更广
泛的作家群体和更丰饶的文学文本。除了双雪涛、班宇、郑
执、黑铁等“工二代”的后工业叙事，还有牛健哲等人专注于
个人生命体验的“私小说”式的写作，显现出不同以往的锐
气。在《当代作家评论》主编、东北文艺振兴研究院院长韩
春燕看来，“新东北文学”的兴盛是与东北文艺兴盛相伴的，
它也是东北文艺兴盛的重要构成，其内涵和外延相较更驳
杂、更宽泛，无论是小品、二人转、影视剧等文艺形态，还是
脱口秀、短视频等娱乐形式，都可以感受东北文艺的兴盛。

“东北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上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至今天，强大
的东北作家群体从未停止过书写，黑土地上涌现出一代又一
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前辈们以高山仰止的作品在感召着
我们。”省作协副主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
于晓威说。

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认为，这次
津子围获奖的长篇小说《大辽河》是一部很有意思和价值的
作品，题材开阔、宽广，辽宁出现越多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就
越立得住。他说：“辽宁文学要形成多方合力，一是辽宁作家
的培养，即使他们离开辽宁发展，要加强和辽宁作家的联系，
使他们对辽宁有认同感；二是要做好辽宁文学和作家的宣介
和推广，多走出去，去北京、上海、珠三角、长三角，促进文学
评论家和读者的了解；三是要充分利用文学的‘母机’作用。
文学是‘母机’，是发动机，舞剧、歌剧、电影、电视剧、话剧都
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之上，如何转化推广，也非常重要。”

新东北文学的写作，是东北文
艺兴盛的重要构成，应多方合
力发挥“母机”作用

第三届“曹奖”引发众多国内文学名家热议和思考——

辽宁文学：从个体突破到集群效应
本报记者 刘臣君 短视频读书的新方式与新趋向

□张守志

随着短视频平台逐渐完成从娱乐型向学习
型、搜索型的多元内容平台转型，短视频读书与
传统阅读看似存在的诸多对立和矛盾因素也日
渐弥合。从最新发布的《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
报告》中不难看出，短视频读书已经成为激发大
众阅读兴趣、优化阅读工具、刺激受众阅读消费
的有力方式。

短视频的内容推荐机制往往能够借助算法优
势，将读书类短视频按需分配，更为精准地将阅读
内容与核心受众进行匹配。抖音读书类短视频超
高的收藏量和评论量足以显示，这些短视频在有
效触达受众的同时，也增强了阅读的互动性和参
与性；在带动阅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同时，进一步
激发了大众的阅读兴趣。

但是，由此所形成的“信息茧房”也许会限制
短视频受众的阅读视野。可从另一方面看，受众
虽然“身居”其中，反而可以充分利用算法机制，将
短视频平台变为阅读搜索引擎和工具，实用的、精
选的、有益的阅读内容与信息，便会映入眼帘，帮
助受众及时便捷地搜索阅读内容，快速有效地掌
握知识信息。

不仅如此，短视频读书既联通了受众的阅读
场景和体验场景，又更为深入地连接社交场景和
消费场景。据统计，仅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抖音电商售出图书超 4 亿单，读书类直播累
计 730万场。并且有 12位茅盾文学奖作家，以及
超 300 家出版行业入驻抖音平台。由此可见，短
视频读书超强的链接效应，切实地形成了“人—
书—场”有机整合的短视频阅读生态。

可以说，短视频读书有效的触达性、实用
的工具性、切实的链接性，使之与传统阅读相
互促进、融合并存。并且，短视频受众对优质
内容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会助推读书类短视频
制作趋向精品化、精深化。从而使大众爱上阅
读，在分享阅读乐趣、交流阅读感受的同时，促
进短视频读书“向短而精”“向微而深”，掀起全
民阅读热潮。

“曹奖”的前身是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设立于
1997年。2020年，辽宁省作协决定与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杂志社合作，将这一面向辽宁作家的区域性文学奖项扩展
为面向全国乃至华语文坛的文学大奖。10月17日，第三届

“曹奖”引起文学界的热议：文学奖项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作为辽宁唯一一个突破省域限制的文学奖项，“曹奖”
对辽宁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解读：“这次颁奖典礼特别成
功，奖项奖给了当代最有创造力的一批作家，有辽宁作家津
子围，海外华人作家张翎，还有其他实力派作家，如东西、李
修文等，彰显了‘曹奖’的包容力量，也体现了辽宁海纳百川
的大气和广阔。”他断言，辽宁文学会因为“曹奖”焕发出新
的光彩，“辽宁工业题材、地域文化的写作有很多资源，我相
信一个奖项能够带动很多作家去追寻文学的荣光。”

作为辽宁作协“曹奖”的合作单位，《小说选刊》每月在
全国160余家重点文学期刊、报纸中遴选精品力作，能够即
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小说选刊》主编徐
坤认为，“曹奖”已日渐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奖项。她对“曹
奖”的期待很高，“‘曹奖’旨在弘扬曹雪芹的文化精神，塑造
一批优秀的作家队伍，打造出一批能够传世的优秀作品。”
例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著名作家东西创
作的短篇小说《天空划过一道白线》原刊于《人民文学》，被

《小说选刊》转载后，此次获得“曹奖”短篇小说奖。
徐坤对东西在“曹奖”上的获奖感言印象深刻：“东西

的获奖感言非常有趣。他说，从小读着‘四大名著’长大，
成为作家之后已经获得以 3位名人名字命名的奖，这次他
走到了‘四大名著’的终点，来到曹雪芹的祖居获得‘曹
奖’，非常高兴。”

在东西看来，奖项的价值更在于对作品的共鸣。《天
空划过一道白线》讲述的是一家三口历经十年的出走与
归来，巧妙地将“等待”的主题融入生活细节，揭示了生命
中的牵绊与悲喜，彰显出深远的社会意义。“获奖是写作
的利息，是作家的意外惊喜，作家不为获奖而写作，但是
写作激励作家继续创作，也能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文
学，阅读文艺作品，同时促进或激励他们走上创作道路。”
东西说。

“曹奖”对华语文坛作家的吸引和激励作用，以至于吸
引海内外文学评论家、作家更多地关注辽宁文学，这是省作
协主席周景雷对“曹奖”的基本预期。他说：“辽宁作为文学
大省，文学资源非常丰富，通过‘曹奖’产生的外溢效应回馈
我们辽宁作家，既是激励，也能扩大辽宁文学的影响力，更
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促进辽宁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吸引关注，激励促进，“曹奖”
的外溢效应将回馈辽宁文学
创作

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徐坤对“文学辽军”的看好有
现实基础，对辽宁近5年出现的班宇、双雪涛及郑执等全国
青年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尤为欣赏。

本次评奖中，于晓威凭《缓慢降速器》获“曹奖”短篇小
说奖。颁奖词点评：于晓威的《缓慢降速器》以强烈的戏剧
性、寓言意味以及张弛有度的故事节奏展现出现代短篇小
说的艺术自觉和叙事魅力。在哲思化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架
构中，我们看到了个体命运的辩证与未知，以及作者对生命
真谛的求索与追问。

“我的作品塑造了现实中两个小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
反映出一种陌生的温暖和命运的无常，但因为两者心灵的
沟通，借机打捞出人世间永不丧失的某种理想。”于晓威眼
中的文学，千百年来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火炬，一个地区文
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它代表着地区文化前进的方向，对于
塑造、打造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功不可没。

邱华栋说：“辽宁作家的笔下，有大机器时代的轰鸣，有
身边小人物的悲欢，有黑土地的变迁……只需躬下身去探
寻，辽宁从不缺文学的土壤。”他认为，辽宁作家有很大的空
间，能写出更有历史纵深度、更能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大作品。他说：“辽宁当代文学丰富而发达，创作出
工业、农业以及新兴科技产业等多种题材的作品，展现出一
种大气、开阔和爽朗的基本气质。我们期待更年轻的作家
和艺术家能够创作出更多新颖作品，为辽宁乃至中国的文
学艺术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如何讲述东北，讲述辽宁故事，周景雷认为，省作协还
是以加强主题引导为主，并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帮助，例如省
作协于年初推出的旨在鼓励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火车头
计划”。他介绍，辽宁工业文学题材过去总以铁西为叙事空
间，但伴随着企业搬迁和升级改造，在铁西之外出现了更多
以高科技为附加值的高新尖企业，这不仅是企业的自我更
新改造，更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这些企业里，一定会
发生新的故事，作家面临着对社会化工业生产和工业社会
重新认识的过程，这需要作家倾注时间和心力，深入采访和
体验。“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鼓励作家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去企
业挂职，深入了解企业的运行和新工人群体。”除此外，还要
通过文学评论界的参与，吸引全国的评论家对辽宁工业文
学作出评判分析，引导主题创作。

李云雷对辽宁的“火车头计划”深表赞同：“辽宁有悠久
的工业文化，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值得
探索的方向。这需要作家能够深入生活，作协也同样会为
作家们提供深扎到不同领域的机会，深入了解这个精彩的
时代里发生了哪些变革。”

“文学终究是一种个体化劳动，每个作家的任务只能由
自己来努力作出回答，得从他体验到的生活去挖掘，这是一
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要对作家更多关怀、关心，树立更高的
创作标准。”邱华栋说。

历史纵深悠长，题材空间多元，
工业文学尤其可作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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