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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智媒时代文学生产新景观，公众号“林记出品”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与传统文学迥然相异，

其强化了属于家族场域的对话机制，依托于互联网新媒介的内容生产方式，形成老少参与的部落文风；

其拓宽了传播路径，实现了文学的脱域化传播，建立起与读者的“互动仪式链”，打造了属于智媒文

学团体的新阵地；其传承弘扬了和谐家风，传递了社会正向价值，为智媒时代全民文学欣赏与创作能

力的提升提供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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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new landscape of literature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e wa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official accounts “Lin Ji Production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t strengthens the dialogue mechanism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field, relies on the content 
production mode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and forms a tribal style involving the young and old; It broadens 
the communication path, realizes the disembeding communication of literature, establishes the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with readers, and creates a new position of intellectual media literature groups; It inherit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harmonious family tradition, transmits the positive social value, and provides a demonstr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terary appreciation and creative ability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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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提

出文学终结论断，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

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

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

在。”[1]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创作的

物质基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众传媒的变革深

刻地改变了人们交流沟通的方式，使得人们彼此

之间的交流沟通越来越依赖智能媒介，但这种状

况的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噬了大众的文学欣赏

与构思的能力。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媒体逐渐

式微，短视频、快节奏游戏占据了大众更多的碎

片时间，使得他们失去了阅读传统文学作品的耐

心。与此同时，文学创作者被迫迎合碎片化的创

作潮流，消费主义价值观主导着文学创作，文学

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困境。这种情况似乎也印证

了希利斯·米勒的担忧。在科技不断发展、大众

文化勃兴的智媒时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如何顺

应新的技术潮流，保持传统文学在场和前行的状

态，急需我们给出正面的回应。

2018 年，黑龙江大学林超然教授创立的文学

公众号“林记出品”，是全国首家“家庭原创文

学写作工坊”。“林记出品”有主笔 18 人，其中

8 人为作协会员、5 人为评协会员；主笔由身份、

职业与文化背景不同的老、中、青三代家族成员

担任。“林记出品”主要以新媒体为平台，用新

影像记录家庭生活细节，并在纸质媒体发表作品，

其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引人瞩目。作

为智媒时代家庭文学和家风建设的佼佼者，“林

记出品”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传递社会正向价值，

推动全民阅读与写作，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与赞

誉。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智媒

时代文学生产传播的研究，为新媒体环境下文学

发展进路提供镜鉴。

一、形态扩展：智媒时代文学生产的新

景观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文学生产迎来了新的机

遇，“林记出品”应运而生，其以家庭创作为主体，

拥有多元化的作者群体，并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多

样化表达，实现了传统文学与智能媒介的有机交

融。目前，“林记出品”已推送 500 多篇原创作品，

体裁涵盖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诵读等多个方面。

（一）全家族创作：联动家族情感的新媒体影

像

“林记出品”公众号被创立者林超然称为“自

家人的精神餐聚”，它的创立初衷源于文化自觉，

其追求的不是金钱利益与家族名声，而是旨在为

亲人创造出一个便利的情感抒发和思想交流的空

间。家族不仅是政治经济上团结互助的社群，也

是文化上交流传承的团体，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传承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大部分的文学类公众号，

或是由知名作家以个人名义创立，或是由文学期

刊创设，以普通家庭为单位的线上文学部落凤毛

麟角。早年间，家庭成员凭借一封封手写的家书

进行交流沟通，随着现代摄影技术的发展，家族

合影、聚会影像更加便捷明晰地记录了家族成员

的温暖时光。如今，智能媒介拉近了家庭成员之

间的距离，使得亲人间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沟通。“林

记出品”在公众号里呈现家庭故事、评论家庭文学，

建立起亲情聚集的平台，铸就了联动家族情感的

新媒体影像。

“林记出品”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写作场

域，极大促进了家庭的和谐幸福。平日里，林家

人在全国各地工作和生活，只有过年时才能回到

家乡小城望奎欢聚一堂，于是该公众号就成为了

家庭成员平时在云端沟通的重要方式。其“是彼

此敞开心扉、交流心得的文学家园，虽为虚拟空间，

但实则充满了烟火气”[2]。生活中，林家的主要话

题都与文学创作相关。在这里，虚拟空间的创作

变成了现实空间交流的主题，实现了虚拟空间与

现实空间的有机交融，体现着整个家庭对文学追

求的坚守。自从有了“林记出品”，林氏大家庭

除日常工作外，都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家庭矛

盾也随之大幅减少。实践证明，家庭成员之间的

交流，能够加深彼此的情感，激荡起思维的火花，

生发源于生活的创作灵感。

林家人用真心写就的作品是家庭亲情的最好

展示，林修文的儿女系列散文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长子超然》《女儿建华》《次子建民》《三

子建勋》等文章，回忆家族亲人日常生活的点点

滴滴，浓浓的亲情溢满字里行间。林日暖的《锵

锵三人行》系列、林乔《我的爷爷》等文章，则

从青年人的角度描写和谐的家庭环境，用趣味盎

然的文字记录着关于亲情的故事。在公众号“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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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往事”专栏中，林家沿着血缘、乡情的脉络，

让文学之笔从家乡启程，与故乡的记忆一同前行。

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各自在该栏目发表文章，以全

家总动员的姿态描述家乡望奎县带给他们的感动，

以文学的形式记录着家族历史。林家以一个家族

全体奋进的姿态寻找着写作的真谛，他们对家族

文学的未来充满着期许。林家人在网上出版了林

家人的文学合集，建立了一座“林氏文学馆”。

家族文学的“血缘性”与“地缘性”展现了亲情

的魅力，激发着家族内每一个创作者的创作灵感。

（二）全媒介呈现：依托新媒介的内容生产方

式

智媒时代的技术更迭扩展了文学资源，改变了

文学生态，推动文学内容生产方式的新变。微信

公众平台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其通过媒介融合的

表达方式，丰富了作品的呈现效果，令传统纯文

学以更贴近大众的形态呈现。“林记出品”通过

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众多媒介叙写

家事、表达生活感受、抒发人生感悟。例如，孙

守云在讲述其如何走上写作道路、题为《艰难的

写作》的推文中，附上了创作手稿以及文章发表

刊物、奖状证书的照片。这样，读者能够更深刻

地感受其创作的不易。“图片 + 文字”相配合的

呈现方式，直观地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感情，以

生动、立体的方式调动起受众的感官体验。

“阿蓉诵读”“建民舞台”等栏目利用多媒体

的优势，以且诵且歌的形式，扩展了“林记出品”

的文学表达方式。阿蓉酷爱朗诵，声音大气端庄，

她在“林记出品”中用声音传递着林家人的诗歌、

散文作品内容。她的诵读，通过调动观众的感官

体验，赋予受众沉浸式的意境。这样，文字的表

达与声音的演绎相得益彰，完成了对文学作品的

二次创作，成就了美文美诵的佳话。林建民有歌唱、

口哨、书法等才艺，他经常在“林记出品”发表

个人的歌唱作品，展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情感；

他还用手书的方式写作诗歌，唤起读者在信息时

代关于书法的珍贵记忆。家人之间不同才艺的搭

配组合，无形之中促进了亲情的交流，陶冶了家

人的心灵与情操；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铸造了“林

记出品”视听结合的多媒体文本结构，展现出智

媒时代家族文本丰富的艺术价值。

由于“林记出品”的主笔并不熟谙新媒体运营

专业技能，所以其媒介融合仍有诸多不成熟之处。

例如，公众号文章在排版与色彩方面未能很好地

适应手机屏幕的布局特点，与新生代网民的审美

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视频影像方面的内容也相对

匮乏，其若能通过视频影像呈现更多可爱的家庭

细节，无疑有利于表达出更为丰富的亲情文化。

当然，我们无法对其要求更多，毕竟“林记出品”

只是作为家庭的原创写作工坊而存在的，其主要

职能在于联系亲情、疗愈心灵。当然，在“林记

出品”热度不断上升的现实情况下，运营者也迎

来转型升级的契机。我们期望，通过公众号、短

视频、微短剧等介入文学业态或文学部落之后，“林

记出品”会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全生命周期：老少参与写作的部落文风

“林记出品”的作者年龄不一，上至耄耋之

年，下至少年儿童。公众号的“鹤发童颜”栏目，

收录了林氏家族长辈林修文、孙守云夫妇创作的

63 篇文章。林修文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回顾自己的

生活经历，展现了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散文《求学路上》讲述了他童年时的求学故事；

散文《记得两次行军》则回忆起了他的军旅生涯。

孙守云的作品朴实真诚，与她的生活阅历息息相

关。《读书记》讲的是她读书的经历；《编织》

描述的是当年农村用高粱秸秆编席子的手艺；《做

鞋记》讲述她从前为家里人做鞋的详细过程。她

用真实亲切的生活情境还原了过去的乡风民俗，

赞颂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这样的乡土特色、

民间风格就是文学真正的底蕴，是文学的最为本

质的‘元’因素”[3]。

文艺评论家林超然、高方夫妇与诗人林建勋是

中年写作的代表。林超然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汪曾

祺文学，“超然评论”栏目收录了林超然的 37 篇

文艺评论。高方则在《红楼梦》研究领域造诣颇

深，公众号的“诗语红楼”栏目收录了她 13 篇关

于《红楼梦》判词的解读与评论文章。“超然散

文”收录了 93 篇林超然创作的散文，“高方散文”

则收录了高方的 63 篇随笔。夫妻俩还效仿文坛前

辈《桨声灯影的秦淮河》的同题散文写作形式创

作同题散文。同题散文《寂寞的花开》以花为题，

夫妻俩写花时一个由花及人，一个由人及花；另

一篇同题散文《银婚札记》，回忆了夫妇由相爱

相知到相濡以沫的过程，朴素的文字，传递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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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深的爱情记忆。林建勋在诗歌创作方面才华

横溢，“诗与远方”栏目收录了他 45 首诗歌。他

的诗作意蕴深邃，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饱

含着对故园乡土的感怀、对边地风情的沉醉、对

人生风景的独特感悟。在《大兴安岭的白银纳》

《呼玛河谣》等诗作中，诗人从历史悠久的呼玛

河感受到了时空的深邃辽远。他还出版了诗集《掌

心的白银纳》，赞颂白银纳边地风光的诗情画意。

林家中生代是公众号的主力军，其创作的内容既

体现着他们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又将他们多姿

多彩的生活阅历展现得淋漓尽致。

林日暖、林乔、林烯是林家的年轻一代，他

们从青年人的视角观察世界、记录生活，为公众

号开拓出多维度的创新空间。林日暖 5 岁时就开

始创作，现在南开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方向的博

士学位。在林日暖的文学世界里，既有校园日常

的闲情记趣，也有童眼看世界的心灵展示。散文

《在书香与花径编织的南开园，遇见叶嘉莹》《南

开园静思》《同窗佩奇》《303 后记》记录了她在

南开大学学习生活的点滴细节。林乔的《生命之

轻，重在坚持》与林烯的《银镯子》颇具巧思，

展现出青年人活跃的思维与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

新生代参与文学创作，既是家学渊源的重要体现，

也是提升自我的重要方式。“林记出品”作为一

个文学部落，记录了奋进时代一个大家庭的鲜活

影像。

二、文学突围：智媒时代文学传播的新

动能

在智媒时代文学边缘化的危机下，文学界积极

寻找突破文学传播桎梏的进路。“文学传播是域

与非域的场域，它的场域性体现为阐释、转化与

批评交互作用的融合创生过程，文学由此产生意

义，并在生成它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4] 随

着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在智媒时代的普及，新

媒体技术为文学传播赋予了全新动能，为优秀文

学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林记出品”的

文学传播，就是传统文学借力新媒体技术突围封

闭语境的有益尝试。  
（一）持续“破圈”：拓宽传统文学传播场域

自古以来，文学就拥有跨媒介传播的特性，书

籍报刊、亭台石壁都能成为记录与传播文学作品

的载体。智媒时代新媒体的兴盛对文学发展来说

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文学突围的重点在于化“危”

为“机”。新媒介的传播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体的

局限，具有便捷性，读者阅读文章时只需通过智

能媒介终端，便能够即时在评论区对文章质量进

行评价与反馈，“为受众提供了多维度的感官体

验” [5]。对于因视力减退而难以高效阅读文字作

品的中老年用户而言，跨媒介的表达方式能够缓

解其阅读的疲惫感；对于新生代青年来说，跨媒

介的表达方式更能满足他们追求便捷的阅读需求。

微信公众平台基于数字化技术，将文学作品编码

为数据，实现了标准化、碎片化的传播。其中的

栏目分类功能，能够以科学、高效的内容管理方式，

放大不同作者的创作风格与特色，让读者定位到

最感兴趣的文学内容。文章的阅读量、点赞数、

评论与留言通过数据化的呈现，提高了文学接受

效果的直观性。由此可以看出，新媒体虽给文学

发展带来了一些困扰，但也确实推动了文学传播

新业态的形成。

在当代文学传播过程中，域外之力与传统文

学的交流与碰撞效果初显，文学传播转而对文学

的形态进行模塑，使其更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

自成立以来，“林记出品”不断突破传播面向，

覆盖面实现了由家庭到校园再到社会大众的延伸。

其被多家报刊和电视台报道，并入选《黑龙江文

学发展报告》；同时，其还成为众多报刊、新媒

体的选稿平台，有的高校把“林记出品”作为远

程学习园地，集体订阅。目前，这个公众号的订

阅者涉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400 多个城市，逐步

形成了其品牌优势。文学的新媒体平台并不局限

于微信公众号，各式各样的互联网平台都是传统

文学展示自己的舞台，它们与“林记出品”公众

号交相辉映，形成传播矩阵，取得了互利共赢的

效果。孙守云的散文《戒烟》经由《香港商报》“龙

之声”“十一”特别节目推出，收获了过万听众；《银

婚札记》在“天眼新闻”发表，获得了超过 15 万

人次的阅读量。2021 年 8 月 27 日，“林记出品”

入驻今日头条，进一步扩展了其在新媒体平台的

传播形态，也扩大了其受众面和影响力。

当然，“林记出品”的文学传播也存在局限

性。例如，其公众号栏目分类功能就有一定瑕疵，

读者无法第一时间找到具体的栏目；公众号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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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网络热点的选题策划，没有使用强吸引式标

题博人眼球；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其传播效能未

能持续扩张。这些局限，与这个公众号本身的传

统文学属性是分不开的。“林记出品”的文学传

播具有自发性的特点，其缩减了商业化属性，更

注重作品的公益性与普及性，以更加贴近文学接

受者。因此，“林记出品”独具特色的运营生态，

使其更能回归到传统文学的本真，体现家族文化

对日常生活的浸润。“林记出品”细水长流的发

展道路，对每篇文章思想深度的重视，使其保持

了公众号的社会公信力，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

的文学驿站。“林记出品”的文学突围，实现了

线上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可持续发展。

（二）情感共通：注重与读者建立“互动仪式

链”

自媒体文章具有信息共享与即时交互的传播

特征。微信公众号平台的文学传播具有即时性，

文章完成之后能够第一时间推送给读者，这极大

地提升了传播效率。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呈

现去中心化的特点，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架构依赖

于强社交链”[6]，而“林记出品”的传播链条就是

基于亲友社群间的互动。林家多位主笔在公众号

评论区相互交流与评论，作者的亲朋好友也都可

在评论区对作品进行评述与分析，这样能对作者

创作能力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方式

大幅度地拉近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距离，提高了

作品评论、总结、修改的效率，使文学的创作与

接受成为一种能长期提升审美、慰藉心灵的生活

方式。“林记出品”公众号读者也主动通过朋友

圈转发、口耳相传、撰写评论文章等方式不遗余

力地对公众号进行宣传。例如，诗人韩光耀在关

注“林记出品”后有感而发，创作了古体诗歌《“林

记出品”颂》，让更多人领略到文学公众号的魅

力与光彩。网络平台所具备的互动性，使得创作

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有效的连接。这种“云上对话”

的创新机制，突破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与距离，

打造出文学交流的线上“元宇宙”。

兰德尔·柯林斯强调互动仪式的关键，在于

“参与者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带，它们产生了

共享的情感 / 认知体验”[7]。公众号读者能够在留

言区表达对文章情感的认同、对历史记忆的留恋

里，在“林记出品”公众号部分读者累计留言超

过了百次。“林记出品”坚持留言必回复的原则，

作者在回复中与读者共享情绪体验。在一次次评

论与反馈的往复循环中，作者与读者建立起稳定

的联系，共同收获知识与友谊。“林记出品”的

订阅者是文章的有效读者，而非商业化的虚拟关

注账号，这里形成的是货真价实的传播效果。有

的读者将阅读“林记出品”的文章，作为每日早

晨的必修课；有的读者则会在文章的留言区留下

大篇幅的评论；有的读者甚至加入写作当中，转

化为“林记出品”的创作者。高度互动的阅读与

接受模式，为网上的读者营造出虚拟在场的情景，

加强了他们品味文学、弘扬文学的参与感，受众

与公众号之间由此建立起紧密的情感关系。

“林记出品”还在推送主笔文学作品之后，

持续推送对该作品的评论性文章。这样做，有效

地提升了读者的文学鉴赏能力，并在争鸣与论辩

中进一步彰显文章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诗人、

诗歌理论家邢海珍写作文章《晴空一鹤排云上》，

抒发对“林记出品”公众号的阅读感怀，从专业

角度完成了对“林记出品”的推介与声援。众多

学者、评论家在阅读“林记出品”的作品之后，

或是具体评点其中某位主笔的创作风格，或是将

“林记出品”作为一个独特的家庭文学文化现象

进行研究。如此，进一步凸显了“林记出品”的

学术价值。可以说，“林记出品”的订阅者无形

间也成为了这一新媒体文学创作工坊的建设者，

为公众号的传播与升级添砖加瓦。

（三）凝心聚力：打造传统文学团体智媒新阵

地

新媒体公众号为文学团体的推介与评论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让国内各地文学爱好者的聚

集与分享更为便利。“林记出品”之外，还有如“汪

迷部落”“风雅弦歌”等公众号与其遥相呼应、

相互支持，共同为应对文学生存境遇的危机出谋

划策，打造以新媒体平台为交流媒介的文学阵地。

这些文学公号，以在智媒时代重塑文学生态、传

承发扬传统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作为宗旨，肩负着

文学突围的重要使命。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学爱好

者凝心聚力，借助智能媒介完成“穿越了时空界

限的脱域化传播”[8]，形成了中国文论话语的本土

化建构，发展成为智媒时代志同道合的“文学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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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团体的交流与互融，提升了文学的凝聚

力，深化了文学风格的探索与争鸣。“林记出品”

主笔林超然对汪曾祺的创作研究独树一帜。在“林

记出品”中，他的评论文章与文学作品能够充分

将汪曾祺的文风融入其中，用真实质朴的文字引

导读者走进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公众号“汪迷部

落”栏目通过新媒体平台，构建了线上线下汪曾

祺文学爱好者的互动新阵地，使得汪曾祺文学作

品的爱好者们，拥有对外展示作品的窗口和实体

交流空间。公众号与头条号“风雅弦歌”，由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古典诗词吟唱的新媒体推广”

负责人刘冬颖团队创立，设有“诗词吟唱”与“诗

词品赏”栏目，为广大诗词吟唱爱好者的深入学

习、鉴赏提供了多种媒体渠道。“风雅弦歌”栏

目中收录了许多高方关于红楼梦的解读文章，“汪

迷部落”栏目也发表了林超然的多篇论文与散文。

“林记出品”与“汪迷部落”“风雅弦歌”在智

媒视阈中的文学场域里交流切磋，在内容生产、

传播方面形成了联动效应，进一步推动了传统文

学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发展，吸引了更多同道中人

踏上文学之路。

新媒体平台有利于实现线上、线下传播资源的

相互转化，公众号通过平台发布座谈会、作品征

集等通知，经过层层转发后，大幅度提升了文学

活动的传播效果。从“林记出品”延伸出来，越

来越多的文学团体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聚集与交

流，其中，公众号“三清媚”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笔者曾实地探访上饶市三清女子文学研究会，其

以培养女性文学爱好者为宗旨，在江西上饶搭建

起爱好文学的女子交流平台。三清女子文学研究

会立足于上饶地域文化，与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

进行交流座谈、采风创作，成为了被铁凝、余秋雨、

梁晓声等知名作家认可的文学部落。可以看出，

媒介的变革虽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但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创新的活力。

三、涵养新风：智媒时代文学传播的新

效果

“林记出品”的文学传播效果显著，在智媒

时代焕发出无穷的活力，其积极介入社会生活，

涵养良好的道德风尚。“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9] 文学的创作根植于时代与社会，文学

传播则反哺社会，满足了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同时其呼吁大众积极参与文学活动。当

文学生产、传播的意义与价值被深度发掘时，文

学才能持续保持活力与生机。

（一）弘扬和谐家风：由家族凝聚延伸至家国

情怀

家风是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是世代家

庭成员的集体认同与价值准则。中华民族自古注

重“家”文化的传承，传统意义上的家训、家规、

家谱，以及宗祠、明堂等家族场所的文字，记录

着家族文化的变迁。因文化而汇聚、因文学而结

缘形成的家族文化群体，“既有伦理层面的意义，

也有人文层面的意义”[10]。从古时的“三曹”“三

苏”，到现当代的周氏兄弟、茹志鹃与王安忆母

女，读者都能从文学记忆中领略到一个家族的风

骨与气质。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家庭成员

的生活轨迹由集聚转为分散，加上中国民众含蓄

内敛的性格特征，使得亲人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

沟通交流，不少中国家庭的关系也因此趋向冷淡，

这实际上成为了当代家风传承的一大困境。在新

时代背景下，智能媒体为家史、家风传承提供了

新的途径，传统家风借助公众号、微信群、QQ 群

等新媒体得到了更加便捷的传承与弘扬。

“林记出品”作为家族文学生产传播的新样

本，更为高效地促进了家庭风尚的传承，用文学

传递了和谐家风。信息化时代，家庭关系的沟通

或因有了手机端、互联网而获得极大的便利，又有

可能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变得浮躁。静水流深，

林家人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与耐心沉淀，使身处喧

嚣的人们看到了一个温暖驿站的重要性。2020 年，

林修文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从“林

记出品”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对家教、

家风的美好浸润，以及家庭成员间良性互动在媒

介时代中对精神文明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林家的家风传承逐步由家庭内部的心灵凝聚，

扩展至对社会大众的深刻影响，切实践行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媒体公众号，“林记出品”

的作品面向的不仅仅是林氏这个小家庭，更有无

数像林家这样普普通通的家庭。由此可见，“林

记出品”在言传身教中形成了以亲缘为基础的情

感共同体，并将和谐家风的价值取向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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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递给普通大众。林氏家族所体现出的家风是

具有传统特色和东方诗性的家风，其传承了以龙

江文化和绥化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蕴含着深

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家国同构时代背景下，家

庭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个小家的故事聚

在一起，就是大家的故事。家庭建设与国家建设

的内在理路是共通的，家庭思想和睦、风格高尚，

国家才能秩序良好、繁荣富强。见微知著，滴水

藏海，一篇篇描绘寻常人家的文章背后，蕴含着

中华民族血浓于水、孝亲感恩的传统美德。

（二）争当时代先声：坚守传递社会正向价值

立场

家庭文学作品的沟通与交流，将个体记忆融

入家国记忆，辐射至社会大众，延伸至对中华文

化共同的情感认同。扎根乡土文化的作品能够坚

定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孙守云的《常忆老家皮影戏》

在深情回顾家乡记忆的同时，用生动的笔触书写

着属于家乡的文化记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弘扬增光添彩；林超然的《好吃不如饺子》从

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出发，感悟到时光与经历是非

常好的老师，作品中饱含着民族精神与人生哲理；

林修文的《永远的荣耀》讲述了作为一名老兵的

骄傲与自豪，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与高尚

品质；高方的《人生大可如昙花》由朋友家里昙

花绽放的盛景引发思考，领悟到蕴蓄力量、厚积

薄发的人生哲理。“林记出品”充分发挥了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社会正向价值观的作用，为

读者带来沁人心脾的阅读体验，激励读者保持对

生活的热爱、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挑战与挫折。

特殊时期，文学传播能够发挥出独特的疗愈力

量，激励社会大众不畏艰难、砥砺前行。2020 年

年初，“林记出品”主笔们积极响应国家“不出

门”的号召，通过线上文学活动的形式共渡难关。

孙守云的《今年这个年》描述了特殊时期攻坚克

难的乐观与信心，给予读者以鼓励；林超然的《居

家琐记》、林建华的《疫情开始后》、林建民的《小

百姓的家国情怀》都描述了家人们在疫情期间的

生活情形，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忆。高方《遥

寄黄鹤楼》表达了对武汉的挂念与支持；林建勋

用《武汉 武汉》等几组诗章表达了对武汉的关心

与同情。林烯《开往春天的列车》一文，以孩子

的见闻展现出对国家社会的关心；林日暖在散文

《春天，不会停下脚步》中，关注到突如其来的

居家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改变，表达了面对疫情的

积极态度。“林记出品”的抗疫文学拥有文学的

疗愈力量，“可以作为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一次集

体的祈福，一次深情的祝愿”[11]，其体现了和谐

家风的社会价值与林家人的责任担当。

“林记出品”通过网络平台传播社会正能量，

成为美好生活的传递者。林家人深入日常生活，

在公众平台书写自己的幸福和热爱，将家庭中互

敬互爱、文墨飘香的氛围传递给普通民众，让他

们得到情感共鸣与思维启迪。“林记出品”用优

质的文本书写家乡故事，描绘地域文化，讲述血

浓于水的亲情故事，用作品讴歌时代、回馈时代，

记录社会发展的进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当代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三）引领文学实践：推动全民阅读与写作

“林记出品”对提升全民阅读与写作能力充

满责任感与使命感。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文学

创作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众传媒的

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交流沟通的方式，使得人

们更加依赖智能媒介，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噬

了人们的文学能力。写作是现代人思维习惯和创

新能力的逻辑起点，也是衡量一个民族创造力的

重要观测点。作为黑龙江大学的文学教授，林超

然不断尝试创新写作课程授课模式，以提升学生

写作能力。他认为，写作重点在于每个人都拿起

笔来进行创作，应当把提高写作能力上升到强化

全民素质、维护国家形象的认识高度。建立“林

记出品”家庭文学写作工坊，并逐步扩大传播覆

盖范围，让更多文学新人在阅读中提升文学素养、

在创作实践中领悟写作要领，就是林超然在提升

国民阅读与写作能力方面所做的尝试。

在家庭写作场域中，“林记出品”最大的创举

是让老年人参与文学创作，并让他们的作品得到

有效传播。“老年写作”是当代文坛的新兴现象，

指的是退休老人在闲暇时间提笔写作，回顾自己

的生活经历。老年阶段依然是充满希望的新阶段，

老年人在丰富人生阅历中获得的修养与智慧，能

够“建构积极的、有利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

老年主体性”[12]。公众号成立之前，林修文、孙

守云夫妇虽然阅历丰富，但缺乏写作经验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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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的鼓励下，他们的写作愿望被唤起，写作

潜能被激发，从而踏上了写作道路，这也是他们

在家庭写作环境影响下的自主选择。老年创作者

的作品多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擅长运用白描手

法勾勒生活细节，本土意识浓厚，具有纪实文学

的特征，也是地域文化的生动呈现。孙守云投身

写作之后，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

报》《新华日报》等中央级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

创造了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老年人的写

作奇迹。2023 年 3 月，孙守云被聘为玉林师范学

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客座教授。于林修文、孙守云

两位老人而言，踏入写作领域是他们突破自我的

勇敢尝试。

随着传播力度的加大，“林记出品”逐渐从

家庭文学的闭环交流空间，转型升级为向更多人

群敞开的学习交流空间。“林记出品”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来提振寻常百姓的阅读兴趣与写作信

心，鼓励广大读者广泛阅读文学作品，积极参与

文学创作。公众号特别开设了“写作课”专栏，

刊发林超然关于如何写作的系列文章。公众号还

与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写作实践课相结合，发表家

庭成员的“下水作文”以及学生们的试笔之作，

让更多人的作品拥有了展示的平台。“林记出品”

创办以来，其推出的作品频频被各类媒体采用，

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出自“写作新人”之手。文学

新人不断提升的创作质量，充分证明了写作能力

是可以通过实践培养的。在引导更多人投入到文

学写作的过程中，“林记出品”完成了创作群体

的延伸，使文学写作从家庭写作延伸至校园写作，

再进一步扩展为大众写作，其为智媒时代突破文

学边缘化困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随着智能媒体的快速发展，“林记出品”成为

智媒时代家庭文学生产传播的新样本。“林记出品”

快速出圈，给文学如何应对智媒冲击以启示。“林

记出品”依托于新媒体平台，形成了其以家族创

作为主体、以新媒体为渠道、以亲友互动和评价

为反馈的传播方式，为智媒时代文学的生产与传

播赋予了全新动能。这既有利于弘扬家风文化、

建立和谐家庭，为家族的优秀文化传承奠定基础，

又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视野，对其他家庭

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正向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

在文学领域，“林记出品”通过设立一堂堂生动

的“写作课”，把文学写作从家庭写作延伸至大

众写作，从理论宣讲延伸到创作实践，为全民写

作和阅读氛围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可能。当然，“林

记出品”的生产与传播也存在着诸多不成熟的地

方，其内容生产方式尚未完全激发出智媒平台的

创作潜力，以亲友社群为中心的传播链条也略显

单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传播未能进一步突

破圈层。所有这些，都有待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

中进一步完善与提升。概言之，在“文学终结”

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林记出品”与新媒介

积极融合的尝试显得弥足珍贵，它为智能时代如

何实现“诗意地栖居”提供了样本，为摆脱文学

边缘化困境寻求出努力的方向，为打造未来文学

的发展生态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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