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有何用？对两岸人民来说，
“文学是一条回家的路”。本届笔会
上，台湾“中华新文化发展协会”副秘
书长符坤龙做了题为《以文学的力量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主题发言。

据符坤龙介绍，从第二届开始，
他便担任起“旺旺·时报文学奖暨金

沙书院两岸散文奖”评委会副秘书长
与作品集编辑部副主任，该征文活动
由厦门海沧金沙书院和台湾旺旺中
时文化传媒联合举办。在这个过程
中他感受颇多。

“文学是两岸交流中一股重要的
力量，如今华文文学透过网络，沟通更

为方便、快捷，两岸文学交流越来越多
元化。”符坤龙说，两岸民众都有中华
文化的基因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两岸作家都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主力
军，可以通过互学互鉴，以文学唤醒大
家共同的认知，通过文学的力量，让心
有所归、情有所依、魂有所安。

文学是一条回家的路

数字化时代如何深化两岸的文
化交流？与会人员提出了各自的看
法。

用数据库检索来做文学研究。
厦门大学台港澳作家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张羽以在数据库中搜索“鼓浪
屿”和“日月潭”进行研究为例，指出
闽台文学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一
是闽台文学数据库建设有助于解读
不同时期思潮变化、地域文化的发展
特征。二是完善的闽台文学数字人
文平台建设，将使文学研究更加科学
化，有助于形成阶段性或总体认知。
三是强大的搜索引擎将实现闽台文
学数字资源的高效关联。四是有助
于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深化研讨议

题，拓展跨领域研究视野。张羽表
示，“数字人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文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为学者提供了
一个新的观察史料的环境。”

探寻中国文学写作的新路径。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徐勇以
《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为题，谈到影
响中国作家的写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句式等技巧层面的模仿上，二是
时间意识上的模仿。而叙事时间问
题，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指标。中国
文学作品往往不太注重时间意识问
题，时间呈现的仅仅是线性向前发
展，而缺乏多层面绵延性内涵的彰
显。但文学写作如果仅停留在句式
等技巧上的模仿，就很难有突破。同

时，他提出第二个要点，即现实经验
的阐释和文学写作的关系问题。徐
勇认为，中国当前现实生活日新月
异，这就要求作家写作不能从预设理
念出发，而应从现实经验出发，抛弃
概念化、模式化的写作。此外，从经
验出发，必须警惕经验的模式化或者
零散化、碎片化呈现，做到从零碎中
再度总体化，重新寻找某种具有总体
性或一致性的东西，满足人们情感上
的诉求。

借助影视、自媒体等手段、平台
传播文学。台湾作家、三明学院教授
杨明以《以文学影视化开展跨时代的
两岸交流》为主题进行阐释。她提
出，在数字化时代，由经典文学改编
的影视作品，在两岸的交流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其中包括琼瑶作品的改
编、《甄嬛传》、《步步惊心》等。“通过
观看这些影视剧，可以让两岸民众对
彼此的生活现状有更多的了解，这也
会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张期达，则分享了台湾青年诗
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表诗歌作品
的现象。在互联网的催化下，文学作
品的受众群体被扩大，许多台湾青年
诗人出版的诗集热销破万。闽南师
范大学讲师、儿童文学博士洪琼君以
有声电子书为例，指出数字化时代改
变了传统的阅读模式，“听”代替了

“看”，阅读环境不受限制，读者可以
利用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听书”。

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途径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闽台区域
研究中心教授袁勇麟以《数字化时代
两岸网络文学管窥》为题进行发言。
他指出，互联网发源于20世纪的北
美，得风气之先，北美的留学生较早
凭借网络技术，利用网络空间创作。
而后，网络文学由北美传到台湾地
区，除了实验性质的数位诗歌创作，
更多网络写手和阅读群体参与进来，
网络文学开始盛行。

1998年台湾作家蔡智恒在网络
上写下《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网络文
学的种子吹过海峡，以迅猛的速度进
入到两岸民众的生活中，在大陆引发
网络文学热潮，可以说这是中国网络
文学蜕变的标志性事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越来越多
人进入互联网世界并成为作者或读
者。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世界
四大流行文化形态之一。

有过近二十部小说创作经历的
网络作家、爱奇艺专属签约作者辛瑜
（笔名“冰蓝纱”），自2009年起就开
始网络文学创作，其作品《美人谋》在
2016年被翻拍成电视剧《天泪传奇
之凤凰无双》。现场，她分享了自己

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她认为，网络文
学不但是文学，更是大众对文学渴望
的产物，与传统文学肩负着同样的历
史使命。

她回忆道，“第一次接触网络文
学是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当时的我看得泪流满面，为里面凄美
的爱情故事动容。此后，网络小说如
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每一

部都精彩得让我通宵达旦地追。看
多了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写？这
个念头让我走上了网络作家的职业
道路。”网络自由灵活的互动沟通，改
变了传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辛瑜坦言，写得不好的话读者直接在
评论区留言批评，这种互动模式对写
作者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网络文学对两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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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文
学连两岸，笔会聚朋友。12月
9日-11日，第十届海峡两岸
文学笔会在厦门市委党校成功
举行。

本届笔会以“数字化时代
的两岸文学”为主题，由主题研
讨会、专题讲座两部分组成。
80多位来自两岸的作家和评
论家齐聚一堂，以线上线下联
动的方式，共话两岸文学未来
发展。

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副主席、省作协主席
陈毅达，为笔会发来书面致
辞。他表示，经过十年耕耘，笔
会已成为两岸文学交流的品牌
活动。一大批在海峡两岸享有
较高声誉的作家学者走进笔
会，为讲好中国故事、两岸故
事、福建故事作出了应有贡
献。他期待，两岸作家能以笔
会为平台，创作出更多有温度、
有筋骨、有道德的文学作品。

10日上午的开幕式，由福
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厦门市
作家协会主席林丹娅主持。厦
门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
春洋在开幕式上表示，“海峡两
岸文学笔会”这一品牌搭建起
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不断
增强两岸中华儿女的心灵契
合。笔会用文学讲述海峡两岸
交流中的“好故事”，传递两岸
协同发展的“好声音”，共同缔
造两岸文学融合共生的崭新未
来。

厦门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黄
宁则表示，期待参加笔会的作
家朋友，紧贴当今时代的热点
与难点，通过文学的作用和力
量，探寻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精神世界的广度和
宽度，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台湾“中华新文化发展协
会”副秘书长符坤龙是第一次
参加笔会，他在致辞时表示，两
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从文学
这一载体出发，能更好地促进
两岸互鉴互通。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
港澳台办公室指导，福建省作
家协会、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厦门市作家协会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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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华鹏，华中
师范大学中文系
毕业，曾获第五届
冰心散文奖、首届

“文学报·新批评”
优秀评论新人奖
等。现任《福建文
学》杂志常务副主
编、《海峡文艺评
论》主编、福建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中国作家
协会文学理论批
评委员会委员。

数字化时代
探寻两岸文学的发展与未来

文/本报记者 许舒昕
10日上午，第十届海峡两岸文

学笔会举行了“数字化时代的两岸文

学”主题研讨，9位来自两岸的作家、
学者做主题发言，分别从数字化时代
两岸网络文学管窥、闽台文学数字化

建设研究、以文学影视化开展跨时代
的两岸交流、以文学的力量深化两岸
融合发展等角度进行了精彩阐述。

以文会友
十载同行

海 峡 两 岸 文 学 笔 会 自
2013 年举办，十年来，笔会充
分发挥厦门对台交流合作的区
位优势，积极推动两岸专家学
者、作家朋友常来常往，以文会
友，激发创作灵感，掀起创作热
潮，在两岸交流历史中书写了
悠久而常青的文学篇章。

近年来，多篇笔会采风作
品以及学术研究成果，在《台港
文学选刊》《福建文学》《厦门文
学》等相关刊物上刊登，取得较
好反响。

特别是自2018年开始，
笔会升格由中国作家协会
港澳台办公室指导举办，活
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加
广泛深远。

◀第十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开幕式
现场。（本报记者 黄晓珍 摄）

▲与会作家、学者“云端联动”，认真倾听
发言。（厦门市作家协会 供图）

链接

主题研讨

往届笔会采风活动往届笔会采风活动。（。（厦门市作家协会厦门市作家协会 供图供图））

名片

网络作网络作
家家辛瑜分享辛瑜分享
自己的创作自己的创作
经历经历。（。（厦门厦门
市 作 家 协市 作 家 协
会会 供图供图））

石华鹏：
直面挑战

才能杀出重围
文/本报记者 许舒昕
在两岸作家、教授群里，福建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福建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及《海
峡文艺评论》主编石华鹏笑称自己是挑担夫，一
头挑着作者，一头挑着读者。作为有着22年编
龄的文学编辑，他认为自媒体时代给写作带来了
巨大冲击，严肃文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和争
夺读者的难度，小说家面临着诸多挑战。

自媒体时代文学写作有两个敌人

石华鹏认为，自媒体时代文学写作敌人有两
个，一个是信息，另一个是智能机器人写作。铺
天盖地的信息，是最大的敌人。密集的信息不仅
没有解放想象力，相反压制了想象力，想象力更
多时候来自信息的匮乏，而想象力是小说艺术产
生的原始动力。信息的丰富还导致了经验的同
质化、叙事个性的消失。AI写作是目前最热门
的话题之一，对于大众担心的写作机器人会代替
作家吗，他认为，对作家会有冲击，但暂时无法代
替——AI的本质是计算，但人的意识是非计算
的。

自媒体时代，石华鹏建议每一位写作者都要
静下心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写作中最重要、最
珍贵的是什么？石华鹏说，写作不是提供新闻信
息，不是提供知识，那些媒体网站、百度就能提
供；不是提供见识，现在人人都是意见领袖；甚至
不是提供情感，那是流行音乐就能解决的。而是
提供个体独一无二的经验和感受。如文学评论
家本雅明所言，艺术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通
过表现人的生活，把其深度和广度不可量度地带
向极致。

他特别提醒，个体的唯一的独特的经验和感
受，会消耗殆尽，所以要警惕写作的书斋化、职业
化、任务化、应景化。

小说创作要从四方面突围

自媒体时代小说陷入了尴尬境地：信息和经
验非常丰富，但可供小说化或艺术化的信息和经
验在变少。

石华鹏认为当下小说创作要吸引和争夺读
者，须从四方面突围。首先，要懂得艺术在哪里、
哪里有艺术。艺术是我们意念之中神秘的象征
空间。艺术的呈现除了需要伟大的情感和思想
外，还需要永远求变求新的新形式。其二，重新
呼唤想象力和洞察力，写出比现实更精彩的小
说。其三，对由符码、数据点和流量池组成的“拟
真世界”的纠偏，以文学独有的方式保留一个时
代真正的新经验，为历史和未来留下一个本真的
现实世界。其四，抵达写作的诗性空间。他特别
强调了“诗性达成的关键在于呈现生活的真实
性，并为这种生活插上艺术的翅膀。”

作为资深编辑，石华鹏还贴心地为写作者提
供了一些具体建议，可以从自身对生活的感受、
思考、感悟入手，结合自己对生活、友情、爱情、工
作的了解和经验，不断观察、想象，“好的小说讲
的故事应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者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