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文学批评的跨媒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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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跨媒介成为当下文学实践的技术语境。如何理解文

学的跨媒介生产和传播成为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的重要问题。喻子涵、鲍远福所著《跨

媒介文学演变及其生产与传播》从文学理论和文学类型实践的层面分别阐释跨媒介视角

下文学演变的历史和文学理论的认识范式，通过从文本形态的维度统合文学的演变历史，

从文学实践场景切入文学本质的发展演进，并从语图符号学的角度尝试建构跨媒介的批

评范式，该书较为综合系统地展现出跨媒介文学的研究样貌和批评范式，呈现出媒介对

文学批评的强大阐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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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Towards an Intermedial Paradigm of Literary Criticism: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Cross-media Literature and Its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cross-media has become the 

technica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practice. How to understand the cross-media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Yu Zihan and Bao Yuanfu's The Evolution of Cross-media 

Literature and Its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plains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evolution and 

the paradigm of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media from the level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genres, and tries to construct a transmedia critical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of discourse by unit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evolu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textual form, and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nature from the scene of literary 

practice. The book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shows the research pattern and critical 

paradigm of cross-media literature, presenting the powerful interpretative power of media on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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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演进历程中，文学与媒介始终保持着紧密且复杂的联系，二者相互作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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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塑造，共同勾勒出文化发展的动态轨迹。从古老的口头传诵到文字的发明与书写材料的演进，再

到印刷术的革新以及现代电子媒介的兴起，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

传播与接受方式，进而重塑了文学的生态格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消费社会的崛起，当今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观。智能移动媒

介以其强大的融合性、交互性和即时性几乎颠覆传统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

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纸质文本形式，而是跨越了多种媒介平台，以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多

种符号形式呈现，并与影视、游戏、动漫等文化产业深度交融，逐渐生成一种全新的“跨媒介文学”。

跨媒介文学消弭了文学的边界，让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面对这一新兴文学形态时，暴露出

诸多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因此，如何从学理层面深入剖析跨媒介文学的本质特征、演变规律及其生

产传播机制，构建一套系统、科学且具有前瞻性的跨媒介文学理论体系，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贵州民族大学喻子涵、鲍远福两位教授合著的《跨媒介文学演变及其生产与传播》（人民出版

社，2023 年）尝试对这个问题展开解答。全书共十三章，整体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绪论对文学与传

媒的关系加以探讨；第一、二章从理论层面寻找立论依据；三到九章从文学实践角度揭示运行规律；

第十和十一章聚焦产业化问题，关注文学在现实产业中的发展态势；最后在余论中延伸论述批评理

论维度，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本书凭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前瞻性的学术视

野和丰富的现象分析为跨媒介文学批评提供系统的理论阐释。 

 

一、文学演变的跨媒介阐释：文本形态的维度延伸 

计算机媒介催生出的网络文学、电子游戏等新媒介文学实践从创立伊始便迅速繁荣，不断生产

出具有广泛文化影响力的优秀新媒介文艺作品，也迅速进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媒介在跨媒介文

学的创作、生产、传播、接受和批评中具有巨大推力，媒介技术对文学价值的生成和呈现展现出重

要作用。但是，媒介技术的推力和作用并不会仅仅出现在新媒介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中，与新兴的文

学实践只有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相比，传统文学动辄数百年数千年的历史厚度和作品深度背后更应该

充满媒介的身影。如果不能阐释清楚传统文学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媒介如何参与和影响传统文

学的生产和传播，跨媒介文学研究就会局促于新媒体文艺现象内部、走向封闭和浅显。因此，如何

从媒介的角度审视和阐释传统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是跨媒介文学研究的基石和要点。 

在传统文学研究的一般观点中，传统文学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媒介载体，其文学作品生产和传播

依赖的媒介技术较为纯粹简单，对文学价值和文学性的分析阐释不必上升到背后的媒介层面；而跨

媒介主要出现于近代、当代的部分文学实践和现象中，各种新的机械媒介技术和电子媒介技术被不

断生产出来，文学活动被置于多种媒介技术混合的实践场景中，从而不得不关注媒介技术的重要性。

但是，传统文学背后的媒介技术较为简单、传统文学研究可以较多关注作品内容而较少关注媒介技

术，并不代表传统文学背后的媒介没有参与和影响到其文学意义的建构和文学价值的生产传播中。

沃尔特·翁（Walter J. Ong）提出“次生口语”的概念，主张除了口语这种基于人的发声器官和自然

知觉而直接产生的文学实践外，以文字为载体的传统文学类型实际都是口语延伸出来的次生媒介，

文字看似是单一媒介，但文字内容的呈现和表达已然具有跨媒介的色彩和元素。威廉·弗卢塞尔

（Vilém Flusser）从人的观看模式和意义的赋予方式入手，指出图像、文字等媒介形式都是对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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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和呈现，作为文本形态的文字已然是被经过多重抽象后的媒介形式，“人类首先从自然中走出，

抽象掉时间从而创造出立体（三维雕像）；抽象掉深度从而创造出壁画、绘画等（二维平面）；抽象

掉宽度从而创造出文字（一维线性文本）；抽象掉长度从而创造出由点（零维、无维）组成的新的二

维平面（电视画面、计算机图像等）。”（Zhou Haining,2024,p.5）弗卢塞尔指出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跨

媒介的产物，基于文字的文学势必具有某种跨媒介的语境，传统文学能够从媒介维度加以统合和审

视。 

喻子涵、鲍远福从文本形态维度的不同角度审视文学，根据文学文本使用的语言符号种类数分

为不同维度的文学文本，将跨媒介文学类型分为“一维文本”“二维文本”和“三维文本”。其中一

维文本是单一型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包括口头文学和文字文学；二维文本是口语文本与文字文本、

图像文本构成的复合文本，包括绘本文学和话本小说；三维文本是文字、语言（口语）、形体或影像

（表演）三种传播符号所构成的复合文本，包括戏剧文学、朗诵诗等。这种分类将传统文学置入到

媒介语境，把经典文学纳入到一维文字文本形态的框架中，让口头文学、绘本文学、话本小说、戏

剧文学、“影文体”等多维文本形态的文学类型处于和文字文学的同等地位。这种审视框架统合文字

文本文学和其他文本形态的传统文学，用跨媒介的视角重新建构起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关系和结构，

揭示出传统文学领域中多种文本形态互构共建的跨媒介格局。 

 

二、文学本质的扩容阐释：文学实践的场景变迁 

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非一成不变，时代变化与文学自身的发展都会推动文学的概念发生变

迁，文学的本质问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下也会得到不同的阐释和解答。一方面，文学类

型的变化速率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达到日新月异的地步。传统社会下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和风格的

新兴和发展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词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取代诗进入到文学主流，明清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进入到经典文学视野都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但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广

播剧、电视诗歌散文、网络文学、电子游戏、有声书、互动电影等众多新的文体形式和文学类型迅

速出现并占据社会主流文化视野，生产出数量庞大和影响广泛的泛文学类型作品。新文学类型生产

和迭代的快速让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本质的阐释迅速落后，文学本质观亟需对当今各种跨媒介文学

现象和文学实践的囊括和阐释。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下，文学本质不能仅仅聚焦以一维文字文本为核

心的传统文学，相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传统二维、三维文本形态的文学类型亟待正名、新兴泛文学和

跨媒介文学实践亟待得到文学理论的阐释，文学本质观必须不断更新，涵盖这些新的文学现象。 

应当指出，文学本质观的更新和文学概念的扩容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常态。自 1985年新时期文论

关于文学本质观的探讨即包括形式主义文学本体论、人类文学本体论和文艺活动本体论等三种具有

较大理论影响力的三种重要思潮。（Zhang Yu,2023）这三种思潮又在反本质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新媒体

文学现象的产生中要求着新的发展，文学本质观的理论建构一直伴随着新文学实践的出现而动态发

展。因此，基于跨媒介语境产生的新文学实践的出现同样也是对传统的文学本质观的反思和催进，

唯有进入跨媒介的文学语境，才能发现隐藏在跨媒介之后的时代语境和场景变迁。 

文学的概念之所以在今天亟待扩容，是因为文学实践的社会场景发生重大变迁。首先，消费观

念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文学作品的欣赏和审美领域，不同于艺术审美的文化消费

观念和行为在文学作品的创作、销售和阅读中逐渐推广，文学作品的文化价值从单一的艺术性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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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走向艺术审美和文化消费并行的多元维度，文学作品的“使用价值”开始扩容，那么文学的实

践场景也自然会朝向消费语境迁移。其次，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在社会文化中的结

构位置提供一种技术性的参考和导引，某种文学类型和文学实践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自然会受到背

后的媒介技术的架构和形塑。例如，采用工业美学方法和后工业美学方法生产制作出的电影在技术

上具有不同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反映在电影的制作成本和呈现风格，进而影响电影在制作时对剧本

和题材的偏好和宽容度，并最终影响到电影剧本和文学作品的 IP 改编创作中。科幻电影中的“后人

类形象”就是一种被媒介“被反复刻画和塑造，并演变为现代电影主要的主题和类型”（Bao 

Yuanfu,2022,p.56）的文学形象。媒介技术通过架构文本的传播方式和姿态深度影响和形塑着文本内

容的生产、传播和呈现，这种架构同样会进入到文学本体层面，成为文学内容创作中不在场的参与

者，对文学本质观的认识产生深远影响。媒介技术成为文学生产传播的潜在场景，贯穿在文学文本

从创作到接受的全部过程。 

随着各种新兴文学实践和文学现象的蓬勃发展，文学本质观的扩容已然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如

何扩容，从何种角度扩容至今仍然没有相对统一的意见。跨媒介作为当今文学现象中共同存在的生

产语境和传播语境，深度形塑和构架着当今文学实践，具有统合各种文学现象的潜能。喻子涵、鲍

远福关注跨媒介带来的场景变化，从场景的变迁中发现文学实践的变化，进而抓住文学本质的变化

方向和规律，这种方式是值得尝试的。从场景出发下看待文学本质，会发现文学的文学性早已向不

同文学类型和实践场景敞开。文本形态的多维度赋予文学本质的多元性，因此，“文学应该掌握更有

利的叙事表意工具，适应并利用跨媒介文学的一系列传播理念与技术规则，使文学得到延续和发展。”

（Yu Zihan, Bao Yuanfu,2023,p.40）如此一来，走向跨媒介范式的文学批评才有继续生长的活力。 

 

三、语图符号学：新文学批评范式的话语建构 

媒介已然深深影响和形塑当今文学现象，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将当今社会称为

深度媒介化社会，意指包括文学实践在内的所有社会活动都会受到媒介的架构和制约，媒介成为文

学研究和批评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然而，媒介技术毕竟不会直接参与到作家的作品创作和直接

呈现在作品内容中，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需要提供一种清晰可靠的理论话语去阐释技术作为文本内

容之外的“他者”如何进入到文学实践中，去弥合媒介的技术之维和文学的内容之维。唯有这样，

媒介才能真正进入到文学批评中，成为文学作品阐释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助推剂和参与者。过去，许

多学者在本体论的层面提供不同的理论视角，试图去弥合媒介与文学文化在维度上的差异。弗卢塞

尔提出“技术图像”的概念，试图指出计算机媒介生产出的“技术图像”与纸笔和机械媒介依赖现

实客观生产出的传统图像具有不同的内在机理，进而重新编码和建立文学的内容逻辑。鲍里斯·格

罗伊斯（Boris Groys）提出“亚媒介空间”的概念，从媒介的可见性的角度阐释这种差异。指出媒

介的本质永远无法真正呈现在观察者的眼前：“世俗的空间直接敞露在观察者的眼前，这样生活中的

事物就可以和档案中的事物进行比较。而与此相反，符号承载体却一直隐匿在被其承载的符号后面，

在本质上不为观察者的目光所及。”（Boris Groys,2014,p.11）通过从媒介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差异去

解释媒介技术与文化内容的差异。这些学者在本体论层面为从媒介角度阐释文学提供充足的理论依

据，为跨媒介文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建构带来积极意义。本书也回应这种理论建设的需要和关

切，从语图符号学的角度试图建构能够弥合文学与媒介技术的维度差异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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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更加适合媒介、影像与文体类型交互融合语境下的文学批评实践。 

语图符号学关注文学文本中语言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交互关系，在两者的交互中发现文学文

本能够书写的内在支撑和表意机理。赵宪章指出语图符号学的重要研究依据在于文学与世界具有一

种图像性的关系：“文学一方面表现为文学对于世界的‘语象’展示，而不是通过‘概念’说明世界；

另一方面表现为语象文本向视觉图像的外化和延宕”（Zhao Xianzhang,2012,p.22）。因此，充满语言

符号、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的跨媒介文学实践恰恰是一种语图符号的共同生产和互动实践，许多跨

媒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问题可以在语图符号学的框架中得到发现和阐释。跨媒介文学在语图符号的

动态交互下走向一种动态的表意结构，这种表意结构“呈现出‘间性’特点与‘张力’结构”，能够

让语图符号“从‘自律’走向‘他律’，甚至超越表意自身，完成对现实和历史的‘建构’”（Yu 

Zihan, Bao Yuanfu,2023,p.546），进而完整勾勒和呈现出文学的跨媒介生产与传播过程。 

语图符号学的巨大潜力为建构新时代的文学批评话语提供坚实的理论思路，语图符号关系的视

角通过深入探索语言与图像之间的复杂关联，能够涵盖多种维度文本形态的文学表意机制，为理解

文学意义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开辟了新的路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

字分析，而是逐渐转向跨媒介、跨文化的综合研究。语图符号学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框架，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形式纳入统一分析体系的途径。这不仅有助于我

们更全面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和深层意蕴，还能够揭示不同符号形式在文学表达中的相互作

用和影响。此外，语图符号学还强调符号系统的动态性和历史性，关注符号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

异和演化。这种观点将媒介技术融入到文化语境的演化中，建立起媒介技术与文学文本的对话空间，

对于理解文学作品在不同媒介语境下的接受和阐释具有重要意义。透过语图符号学的分析可以深入

地探讨文学作品在不同媒介间的演变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模式，进而揭示出文学实践进入到新

媒体语境中呈现出的审美本质与符号表意基础。 

在语图符号学理论话语建构的语境下，《跨媒介文学演变及其生产与传播》全书围绕跨媒介文

学的核心问题，构建了一个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媒介”“文本”“文体”为问题核心关

联起“符号学”“媒介诗学”“语图关系”等理论视角，让跨媒介文学的阐释置于丰富的理论土壤中。

一方面，本书深入挖掘跨媒介范式在推动批评家角色转型以及应对实践挑战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深

入剖析其对传统文学批评范式的冲击，进而研究文学与多种图像关系变化后新批评模式的构建路径。

另一方面，本书着眼于跨媒介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鉴于新媒介技术与文学表意符

号更新引发的新态势对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构成挑战，作者积极思考如何梳理和阐释新媒体时代文

论新问题与趋势，精心搭建跨媒介文学理论主体框架，涵盖文学艺术形式、创作演变、生产传播及

文本生态等多层面内容。同时致力于构建核心话语、研究方法和批评范式，以有效应对当下危机并

紧密贴合现实实践，目标是切实立足实践解决文学发展的实际困境。 

在此基础上，全书深入开展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研究，从一维文本到三维文本，再到融合文本

和游戏文艺，逐一剖析不同维度和类型的跨媒介文学文本，揭示其建构方式、审美特征、生产与传

播路径，使读者对跨媒介文学的文本形态有了清晰的认识。最后，落脚于产业化问题的探讨，分析

跨媒介文学在文化产业中的发展策略与未来走向，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机结合。各个部分紧密

相连、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的研究闭环，使读者能够顺着作者的思路，清晰地把握跨媒介文学的整

体脉络和内在逻辑，体现了理论体系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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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本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两位作者对跨媒介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

细致入微的阐述，从跨媒介文学的基本定义、双重属性，到其文本的多维符号构成、文体形态的演

变，再到生产传播机制、文学性的坚守以及与文化产业的复杂关系等，均有较为系统的学理阐释。

特别是在探讨跨媒介文学的文学性时，本书通过对不同文本形式的分析，论证了文学性在不同跨媒

介文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重要意义，让文学性的研究视域置于媒介演变与互动的历史语境中。 

 

（贵州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2023 级研究生袁文靖对本文撰写亦有重要贡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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