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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创造像一颗石子打到水里，激起的涟漪会一直

延伸到岸边。你不能非得说，我只喜欢石子，不喜欢这些
涟漪。

文学之于短视频，
它能有所作为吗？

记者：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上，

你也是推荐委员，感觉如何？

李敬泽：很好啊。文学发挥作

用的方式可能是很复杂的，其中一

个功能就是它可能会成为其他艺术

门类，包括电影、电视剧，一个重

要的来源。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

《三体》，不都是从刘慈欣的小说

而来的吗？

传统文学建立在印刷文明的基

础上，从 17 世纪、18 世纪、19 世

纪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在这个阶

段，文学占了媒介的先天优势。在

印刷文明里，文学的影响是覆盖性

的。但从 20 世纪有了电影，媒介发

生了巨大变化，文学在整个文化生

态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复杂。有的时

候，文学的作用可能要通过电影、

电视等得到放大，或得到转化。我

觉得这是趋势所在，对文学来讲也

不是坏事。

从我们来讲，肯定应该推动这

个趋势，使它变得更顺畅，更有效，

让好作品获得更广泛的渠道，向大

众更广泛地传播。有人可能看了电

影，不会再去看文学，对，但这又

怎么样呢？也很好啊。作家的创造

像一颗石子打到水里，激起的涟漪

会一直延伸到岸边。你不能非得说，

我只喜欢石子，不喜欢这些涟漪。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挥出最佳效用，

这是好事。再说还有一部分人看了

电影，还就想买一本书看看，又推

动了纸质为基础的文学作品的传播。

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影视也变

成了一种传统媒介，比如有了短视

频等，那么，文学之于短视频，它

能有所作为吗？我真的不知道。我

估计咱们大家都不知道，纸媒面对

短视频也茫然。

但是，我又相信文化的发展不

是单向性的，A 和 B 谁取代谁的关

系。19 世纪电影一出来，好多人说

文学要完蛋了，事实证明也没完蛋，

印刷媒介依然并行。本世纪头10年，

大家都认为未来没人会读书了，纸

质书都不会存在。大家一度都看好

电视，但现在电视这个媒介也衰落

了。现在看，书的韧性很强，我估

计把电视熬死了，书还在。人类的

文化不是简单的那样一个迅速迭代

的过程，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但最

终可能形成一个很复杂的生态。

记者：其实就像“文学馆之夜”，

你关于故乡的那段话被截成短视频，

发在网上，有许多网友跟评。

李敬泽：那一条的点击量就达

到了 200 万，这大概是我被点击最

多的一次。总之，可能今后我们面

对的将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丰富多

彩的这么一个生态。这个生态里不

一定哪个把哪个给碾压了，或者哪

个把哪个给取代了。所以我老开玩

笑说，可能过 50 年，书还在呢，还

得有书店，你还得到书店去买书，

但那时，短视频可就不知道还有没

有了，新技术的迭代更快。

文学馆要有墙，也要无墙

记者：你此前提到一个词，叫

文学机制，在你心目中，文学机制

的理想状况是什么？

李敬泽：任何社会都有文学机

制，它推动创造力，使其更充分地

去迸发，同时让富于创造力的作品

更好地传播。比如现代文学馆，我

说我们有道有形的围墙，这是必要

的，但在虚拟意义上，或是网络意

义上，它还应该无围墙。文学馆作

为一个文学机制，必须向广大人民

开放，才是有效的，否则我们就这

么关着门，这不行。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一座文学博物馆，它汇集了

中国现代以来，经典作家、经典作

品的史料和文物，数量巨大，极为

珍贵。包括大量手稿，我们所熟悉

的红色经典，如《青春之歌》，还

有“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

《红岩》和《创业史》），它们的

手稿都在这里，都是作家们一笔一

画写出来的，所以现代文学馆是一

个大宝藏。

因为如此珍贵，所以现代文学

馆应该还是一个无墙的博物馆。

记者：在这个机制里面，除了

你说的出版社，包括文学博物馆、

文学机构，还有哪些力量，你觉得

非常重要？

李敬泽：文学机制中的很多力量，

不来自那种专做文学的人，比如报纸

也是一个文学机制，它也是文学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