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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探究香港文艺在新媒介时代，文
学叙事与广播影视、数码网络、赛博符号、文化地理、展演艺术的跨界贯通，挖掘具有
跨媒介性的作品，透视其独特之处，并论述香港跨媒介叙事的成因、形态、特色、风格
和意义。

作者简介

凌逾，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中
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高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获国家留学基
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公派赴美访学一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媒
介文化、比较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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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绪论 港派创意：跨媒介叙事
21世纪，随着数码网络传媒的发展，社会从触电转向触网时代，迈入眼球经济、注意力
经济时代，视觉文化霸权趋势难以逆转。世界成为图像，语言退居边缘，文学发展危机
重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
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小说自明清发展以来，到20世纪本居主导位置，
如今却被施了魔咒，下了病危通知书，演变为图钉下的标本。穷则思变，文学在解构和
建构、破与立之中进化发展。那么，新世纪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将如何转型？ 绪论
港派创意：跨媒介叙事 21世纪，随着数码网络传媒的发展，社会从触电转向触网时代，
迈入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时代，视觉文化霸权趋势难以逆转。世界成为图像，语言退
居边缘，文学发展危机重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小说自明清发展以来，到2
0世纪本居主导位置，如今却被施了魔咒，下了病危通知书，演变为图钉下的标本。穷则
思变，文学在解构和建构、破与立之中进化发展。那么，新世纪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将如
何转型？ 本书将文艺发展的新趋向，命名为跨媒介叙事。探究之前，先厘清几个概念。
媒介，此词古已有之，“媒介”，则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媒体，则是新词，1
983年第2版《现代汉语词典》仍未收录该词；2005年第5版界定“媒体”，为交流、传播
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广告等；英文只用media一词，为medium的复数，指用以
交流、宣传与传播信息的介质、材料和工具。笔者赞同，媒介是上位概念，媒体是下位
概念，媒介是各类媒体的总称。本书统一使用“媒介”，既指科技媒介、传播媒介，也
指艺术媒介；既指内容，也指信息载体，叙事得以实现的介质和手段，如文学的语言、
绘画的色彩线条、舞蹈的身体、电影的声画等媒介。所谓“跨”，即打破边界、交叉互
联、合作融合、扩容转向，兼容并包。跨媒介英文为Cross-Media、Transmedia，指跨媒
介娱乐经营，即运用科技、网络、游戏、出版等多媒介呈现经验故事，如奥运开幕式、4
G手机、网络广告并用收音机、影视、杂志媒介；跨媒介公司，经过兼并重组，成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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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母舰式的传媒集团。跨媒介探讨各媒介之间的跨界、转换或融合。 文艺领域的跨媒介
叙事，有别于科技、商业等领域的含义，特指各媒介互相吸取创意思维：文学叙事吸取
图像、声音、影像、舞蹈、音乐叙事的灵感，创造新内容形式；或是艺术品从一媒介向
另一媒介变异，实现不同媒介载体的转化；或是集听、说、读、写、音、像、文于一身
，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整合多种媒介手段，完成事件叙述，新和旧、同质和异质媒介
越过自身边界，经横向、纵向或斜向整合，实现渗透融合，成为综合媒介。经典叙事学
，从文本外部转向内部，聚焦于故事叙述，研究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
，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建构叙事语法诗学，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而跨媒介叙
事研究属于后经典叙事学，既剖析文本内部，研究新媒介技术怎样催生出新的艺术内容
形式、技巧结构；也分析文本外部，文学如何受图像、声音、影像、舞蹈、音乐等影响
，或整合多媒介，创造新叙事；探讨各艺术符号并置，碰撞出哪些化学反应。李显杰指
出，“从符号与媒介物差异出发，考察媒介对题材对象的选择取向乃至表现方式的差异
，正是现代和后现代信息论讨论文艺与艺术的制作与交流的一般方法。”新媒介激发出
新艺术，产生出“文学+X”的创意，“N合一牌”的跨媒介创意，这挑战了哪些文艺、
传播、文化理论，值得深入探究。 跨媒介叙事是新时代文化整合的产物。麦克卢汉认为
，媒介即讯息。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机械媒
介只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如书籍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的延伸，车轮是脚的延伸，
衣服和住宅是皮肤的延伸。而电子媒介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人成为感知整合的“
重新部落化人”、整体思维的“信息采集人”，不再只是重逻辑思维、线性思维、机械
化、专门化的“非部落化人”。科学史家萨顿说，各学科门类之间的关系，就像金字塔
：在底层，学科边界相距较远，物理是物理，数学是数学，音乐绘画、文学与数理根本
不搭边；然而，愈靠近顶点，相距愈近，到达**，它们就完全是一回事了。显然，文艺
与科学媒介的跨界整合是接近于塔尖的事业。麦克卢汉从人的延伸角度逐一研究各类媒
介。本书从文学角度，研究新媒介科技与文学艺术的融合，立足于叙事学、符号学、媒
介学的文化语境，探测新时代的文艺和文化转向。 创设“跨媒介叙事”关键词，建立在
笔者2009年论著《跨媒介叙事》的个案研究基础上：香港作家西西多才多艺、兴趣广泛
、创意盎然，穷一生之力，跨越多个叙事符号领域，开拓出跨媒介创意体系。阅读早期
史料可发现，西西创作开端关键期是1963年，先研究电影绘画，有《画家与画》《电影
与我》《开麦拉眼》等专栏，并拍制实验电影；随后才写《东城故事》《我城》等小说
。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音乐、体育、绘画、中西文学经典，结集为开始《耳目书》《
传声筒》《剪贴册》《画/话本》《西西看足球》等系列。21世纪开始，西西将重心转向
建筑和手工艺品，凝结出阶段性生命结晶：散文集《旋转木马》（2001）、《拼图游戏
》（2001）、《看房子――西西的奇趣建筑之旅》（2008），还有长篇小说《我的乔治
亚》（2008）、《缝熊志》（2009）、《猿猴志》（2011），均为图文并茂、装帧精美
、情趣盎然的好书。西西有计划地分期分段实验艺术与文学的打通，跨界的整体脉络清
晰，为文学带来新气象。虽说跨媒介古已有之，“张旭从公孙大娘的剑舞中悟出草书灵
感，杜甫见其弟子李十二娘献技，写下名诗，这是文学艺术之间微妙的转化与挪移”；
但这些跨界多偶尔为之，属于不自觉打通。而西西开辟跨媒介叙事，有意为之，持之以
恒，足足50多年，锐意创新，在各艺术符码间创造出全新的交融之道。笔者将之命为“
西西体”系列小说：1975年《我城》的“手卷影像体”；1977年《美丽大厦》的“电梯
影像体”；1980年《哨鹿》和1981年《候鸟》的“比兴影像体”；1986《浮城志异》的
“图文互涉体”；1996年《飞毡》的“蝉联编织体”；以及21世纪的“建筑体、缝制体



”等体式。西西体独树一帜，其跨媒介叙事具有范式意义，影响了当代香港的大批作家
。 不单个别香港作家开拓跨媒介叙事，香港整体文化也明显具有跨媒介特性。近百年来
，香港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中心，获得世界城市美誉，具有世界
主义气质。香港的城市和文化发展具有范式意义。考察香港文学和文化，可将之置于全
球语境，分析其对亚洲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互动，在世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香港作为滨
海港口，易得风气之先，接受外来先进思潮迅速，先内地一步。当代香港中西文化交汇
，半唐番特色浓郁，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信息网络高科技发展迅猛，成为新潮文化的
生产基地，引领时代风潮。香港也不乏传统流风遗韵，隶属于岭南文化。早在近代，岭
南文化已是中国思想的先导。香港文艺内在发展应时而动，新锐文艺家多为双语精英，
如尤利西斯般闯荡于全球各国，多具有跨行业从职的丰富阅历，有敏锐的跨媒介思维，
擅长跨界创作，多道融合，这些都是文学和艺术变革动力的重要源泉。不可否认，大陆
民众普遍对香港文化有一定误解：在热衷经济效应、迎合市场的思想驱动下，忽视香港
严肃文化、精英文化、小众文化，而错爱通俗文化。倘若能抛却成见，潜心地阅读优秀
香港文艺家的先锋作品，我们将发现，不同于大陆当代文化气象，香港文化另成格局，
呈现全新的跨媒介性。 香港跨媒介文化典型范例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文艺，可谓异军
突起。不管是刘以鬯、西西、陶然、也斯、李碧华、黄碧云、钟晓阳、陈宝珍、陈慧，
还是董启章、梁文道、林夕、潘国灵、唐睿、谢晓虹、韩丽珠、葛亮、王贻兴、廖伟棠
等，新老作家都时有跨界实验，都善于贯通文学与电影、建筑空间、文化地理、赛博空
间、表演艺术等，在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媒介间挖掘交叉点，以发散思维方式，突破领
域壁垒，出人意表地组合不同艺术，自创一体。本书不采取传统香港文学史的写法，不
按时间顺序面面俱到地赏析作家作品，而重点论述富有跨媒介特性的作品，重点探究其
开创出哪些新形式，有哪些类型，归纳其独特之处。总之，探究香港跨媒介叙事的形态
特色、方法策略、成因语境、风格意义。 研究方法力求多元，梳理香港跨媒介叙事特色
，采取归纳法；研究其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相反相成，采用比较法；研究文学与艺术
的触类旁通，运用符号学和视觉媒介文化理论；研究性别视野下的创作策略，采取女性
主义叙事学和文体学方法。探究跨媒介的化学反应，而不仅仅是物理式连锁反应。
跨媒介的目标在于创造美第奇效应（The Medici Effect），即打通不同领域、学科、艺术
、文化概念，开拓出不同凡响的创新思维。美第奇效应源于15世纪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
，资助各学科专家打破壁垒，场域碰撞，爆发出惊人创造力，开创出文艺复兴时代。其
关键在于找到不同范畴契合的焦点，即交叉点（intersection），以会通组合、求异创新
的思维策略，新创意混合旧观念，跳脱单一惯性、本色当行的联想障碍（Breakthrough
Insigh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dea，Concept and Cultures），催生出创造发明。不同背景者
互相合作，寻找通向成功的钥匙。弗朗斯?约翰松从经济管理角度研究美第奇效应，如何
用创意发展企业。本书探讨艺术的美第奇创意，如何激发文学创意，文学如何与其他艺
术门类、学科范畴、文化领域碰撞，挖掘交叉点，创造新的艺术文化想象。 本书认为，
新文化的发展核心在于跨媒介创意。时下有三股力量推动着跨界业的多元发展，一是全
球的移民流动；二是科学与文艺的融合；三是电脑数码技术的跃进。在强调混拌杂糅的
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文艺只有转型，才能在新时代中取得新的生存空间。如今，新岭南
乃至新中华文化都谋求打通南北、贯穿东西。以融通思路研究香港跨媒介叙事创意，恰
逢其时。跨媒介叙事研究创造者如何以跨学科、跨艺术、跨媒介视野，实验媒介、艺术
、文类混合；激发美第奇效应，再现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开拓文化整合创意
，建构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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