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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顺利结项

近年来，以“关注民生，关注普通读者”为出

发点的文学研究思潮，正引领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从

传统研究视域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学生活中，

带来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文学生活”研究的兴起。对此，山东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团队开展了系列调研，在学界引

起强烈反响。以该调研成果为基础，以山东大学文科

一级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为首席

专家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于

2012年10月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项目号为

12ZD168。

该项目首次明确提出“文学生活”这一概念，

提倡关注普通民众的“文学消费”，摆脱学界“内循

环”的研究格局，这是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创新，也是

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课题首次对当前社会文学

生产、传播、阅读、消费等状况进行大面积调查，

获得大规模确实可靠的数据，随后对数据背后反映的

文学生活相关样态作出深入的解读与思考，以伞状的

调研带起一批新生的研究课题。该研究将社会学、传

播学与文学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以充分的实证研究

为核心，揭示中国当前的文学生活的真实状况，并进

行理论解释，这必将有利于纠正那种套用既定理论概

念、以推论为主、缺少调查实证的“泛文化研究”风

气，对当前文学研究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积极

影响。

该重大项目包含“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

查”、“网络文学和多媒体文学调查”、“当前社会

中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

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当前社会的非主流文学

生态研究”5个子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分别是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贺仲明、郑春、张学军、刘方

政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颐武教授。

该项目于2012年1月13日在山东大学举行开题论

证会。来自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山东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针

对该课题已取得的初步成果与未来规划进行论证，并

从多个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截止目前，围绕该课题

的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1. 有深度的调查和研究报告。本课题的调研范围

非常广泛，高校文学生活调研涉及全国数十所大学，

涵盖了从北京大学等985高校到一般专科院校等多个

层次；不同地域和人群的文学生活调研涉及十多个省

（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市的农民工、公务员、媒体从业者等；不同媒介的文

学受众调研包括重要的文学期刊、网络平台和电视媒

体。既有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也有典型的个案研究。

2. 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1）2013年10月18至

20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当前社会‘文学生活’研

究暨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成立学术研

讨会”，来自全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新

华社、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作了报道，引

起学界普遍关注。（2）本课题在调查中，与山东、

江苏、河北、湖南等地作家协会有很好的合作交流。

（3）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相关团队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与共享关系，特别是

在文情报告、市民读书现状调查和网络文学研究方面

交流频繁。

3. 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截止目前，课题组发

表论文23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17篇。温儒敏《文

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3期），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对当

前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的意义，认为既有文学史写作局

限于文本之内，是内循环研究，不适应现代文学发展

的需要，应该进入外循环系列，拓展文学史的范畴。

该观点对现有文学史写作提出了新的思考，具有创新

性的意义。温儒敏的另一篇文章《文学研究的价值危

机与当代责任》（《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

主要从文学的当代处境和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等角度

进行思考，再次强调当前文学研究局限于文学内部研

究，是对文学责任感的丧失，也隔断了文学与社会之

间的密切联系。文学生活研究能够很好地连接文学与

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文学实现自己的社会责

任意识。两文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

4. 智库成果和社会服务。（1）本课题研究成果

“文学阅读调查”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

汇报，得到充分肯定，并获得中国作协有关部门的

积极支持。（2）在温儒敏教授指导下，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谢锡文教授创办山东大学“文学生活馆”，

以公益性文学经典讲座为平台，聚集和培育“文学人

口”，周末到“文学生活馆”听讲座已成为济南市民

的文化选择。2015年12月“文学生活馆”荣获教育部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展示项目奖，《光明

日报》以《山东大学：“文学生活”渐成风气》为题

进行了专题报道。

2016年5月，“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

究”顺利结项，获得专家高度评价。2013年1月13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
活’调查研究”开题论证会

2013年10月19日，“当前社会‘文学生活’研究暨山东大学当
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成立”学术研讨会

“文学生活馆”面向社会开放的文学经典讲座“路遥专题”

课题组在安徽寿县做乡村文学阅读调查

课题组在高铁列车上做移动阅读调查

《中华读书报》发表温儒敏教授文章

“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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