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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短信文学的社会表征功能 

欧阳文风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手机媒体的普及率和覆盖率是其他传统媒体乃至网络媒体无可比拟的，这使得以手机为载体的短信文学对 

社会现实的反映更全面、真实和准确。在反映民声、直陈时弊、记录历史等方面，短信文学称职而又忠实地承担 

着社会表征的功能，既体现出了自己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只是提出问题、点到为止、无法进行深入剖析的文体 

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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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文学比网络文学能更全面、真实、准确地反 

映社会现实，堪为社会的晴雨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手机媒体的普及率和覆盖率已经远远超过计算机 

和互联网。据 2012年 1 月 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发布的 《第 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数量 

是 5.13亿，互联网的普及率是 38.3%。而市场研究公 

司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称，至 2011 年 12 月底，我国 

手机注册用户数则已突破 9 亿，普及率为 69.2%。而 

且，由于互联网是有线网络，受条件的限制，目前还 

主要集中在城镇，偏远的山村还没有普及。而手机采 

用的无线信号， 机型小巧便于携带，资费亦比较低廉， 

因此，基本上已经遍及城乡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可见， 

手机传播相对于网络传播，其优势已经非常明显。这 

种优势，使得短信文学能够在网络文学的基础上，又 

一次极大幅度地降低文学的门槛，不需要经过任何审 

核，不需要任何的电脑和网络知识，不需担心会被无 

声地“和谐”掉，只要你“一机在手” ，就实现了和文 

学随时随地的“零距离”接触。在这场由手机短信所 

掀起的全民参与、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文学狂欢中， 

社会的风风雨雨，大凡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成为 

短信文学扫描的对象。 

一、反映民声 

中国古代从周代开始就有到民间“采风”的习俗。 

据记载，那时候的帝王为了体察和了解民风、民情， 

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将属下各个诸侯国的民歌、民 

谣搜集上来，以供统治者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看是 

否有对统治不满、需要改进的地方。《诗经》中 《国风》 

的绝大部分和《小雅》的小部分，就是周初到春秋中 

期的民歌，它们都是从民间搜集来的。在通讯发达的 

今天，短信文学成为反映民风、 民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近年来，为方便老百姓反映民声，构筑网络短信平台， 

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了解民声最为普遍的一种做 

法。例如，广东省就设立了“民声热线短信平台 
05460999” ，接受情况反映和问题投诉，每周还在网上 

做一次民声热线专题报告，反馈事情处理情况。河南 

省政府早在 2004年就创办了一个党报、网络、短信三 

方互动的《短信民生》专栏。2008年在此基础上，全 

面整合来信、来电、来函、来访，特别是手机短信和 

网络投诉等六种多媒体投诉方式，改版成为一个多渠 

道、全方位、大型化的网上信访服务平台——《焦点 

民声》。为传递民声，在 2010年两会期间，湖南移动 

和红网联合主办了 《我有话说——3 000万湖南移动客 

户向全国两会代表建言献策》活动。湖南移动用户和 

网友对全国两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建议或诉求，均可 

通过编辑短信或彩信发送到 1065868860，这些建议不 

少都到达两会现场，成为备受关注的两会议题，等等。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众多的反映民声的短信， 

很多都只是简单地陈述事情或请求，还不能称之为文 

学。但其他反映民声的短信中也有不少文字讲究者， 

完全可当文学视之。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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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省城上大学，放假回到老家，同父亲谈起 

求学见闻，言语间连连感慨家乡的落后，道窄楼矮， 

恨自个生错了地方， 要家乡也发展成大都市派头就好， 

干净又整洁 。父亲见儿子出门在外长了见识很高兴， 

对儿子说发展是好，不过也别太快了。儿子不解问为 

什么，父亲说天天摆摊那条街改扩建， 往后不让摆了， 

得挪地方， 怕今后生意更差没钱供你上学。儿子无语。 

——《见识》 

这是在首届“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中获得三等 

奖的一篇作品。该作品以《见识》为题，具有双重涵 

义：表面上看，是写在省城读大学的儿子放假回老家 

给父亲谈见识，城市很繁华，而家乡却非常的破落， 

城乡差别在不断拉大；而靠摆摊挣钱供儿子上学的父 

亲却说，天天摆摊那条街改扩建，往后不让摆了，怕 

今后没钱供你上学。因此，往深层里看，却是揭露了 

某些地方政府为了面子工程，为了自己的政绩，动不 

动就“改扩建” ，很少顾及底层百姓的感受，让人“见 

识”了他们“执政为民”理念的真正内涵。的确， “改 

扩建”带来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已经成为一种非常 

严重的社会现象。笔者曾经在一个中等城市工作十多 

年，那一年，所在的城市从省城空降了一位新市长， 

新市长习惯了大城市的繁华气派，看到市里还有不少 

小商铺，觉得影响市容，有碍观瞻，于是一声令下， 

要求相关部门在三个月内把所有这些商铺荡平。笔者 

单位已经远离市中心，旁边有一排低矮的门面，平时 

生意甚好，然而它们也属于强拆的对象。当市里组织 

的推土机、铲车开过来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很多店主 

及其家人跪在地上求饶甚至寻死觅活，说他们一家就 

靠这间店面养家糊口， 一旦没有了，他们将没法生活。 

然而，老百姓的跪求和哭诉又怎能敌得过那巍巍铲车 

铁臂，轻轻几叩，本很矮小的一排房子就轰然倒塌。 

在那高高腾起的尘浪中，哭喊声此起彼伏。我也哭了， 

从此不敢过那块闲置的荒地。现在，我们在新闻中还 

不时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做小生意的摊贩被城管满 

街追；很多可怜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被强行 

拆除，……因此，若联系整个相关社会现象来考察， 

这篇短信无疑比较含蓄地反映了最底层人民的心声：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照顾小百姓的利益，如何 

妥善处理那些不和谐的因素，如何避免过多的长官意 

志? 
再比如： 

王老汉准备做生意，卖掉了猪牛羊鸡鸭鹅，凑足 

了本钱。其实王老汉他们村大多是生意人，只是王老 

汉的生意与众不同：他要送儿子上大学。王老汉自有 

一本生意经：儿子上学每年两万，四年就是八万。儿 

子大学毕业，每月挣四千，一年五万，两年回收成本， 

四年利润翻倍，应该算是暴利。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王老汉平生第一次做生意就亏了， 而且亏得一塌糊涂， 

血本无归。 儿子花完八万元本钱， 换来八颗零蛋， 连“营 

业执照”都没有拿到。——《生意》 

这是一篇涉及到当今比较热门的“大学教育”问 

题的短信作品。 王老汉的儿子小王能考上个大学本科， 

应该说还具有一定素质，那为什么在大学四年下来， 

连“营业执照”——大学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我国一 

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只要孩子肯读书，父母即使是 

砸锅卖铁都要送。君不见，很多家庭债台高筑，是为 

了让孩子多读点书；很多父母靠摆个小地摊甚至捡破 

烂，也要供孩子上学。我们高等学校未能把前来求学 

的孩子培养成才，让他们虚度四年，一事无成，难道 

就不应该自省和被问责? 当然，像小王这样拿不到毕 

业证书的情况在目前的比例尚不是很高，但大学毕业 

了，即使有毕业证、学位证在手，仍然找不到工作的 

大学生却非常普遍， 按照短信中王老汉的那本生意经， 

很多父母仍然是“亏得一塌糊涂，血本无归” 。因此， 

这篇短信还利用艺术夸张的形式，比较巧妙地触及到 

了当前最敏感的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读了大学，还找 

不到工作，这是老百姓最不理解的事情。短信把这个 

问题反映出来，这就是最大的民声。 

《国语》中有一篇《邵公谏厉王弭谤》的故事， 

文章中邵公劝周厉王不要堵塞言论，而要从谏如流。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 

财用于是乎出； 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 衣食于是乎生。 

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 

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 

之，胡可壅也? 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其中鲜明 

的民本思想，即使是今天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 

当今这个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时代，执政者如何充分 

地利用互联网络和短信平台来收集和聆听民声，特别 

是，如何根据这些民声来处理和完善一些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合理现象，构建一个理想的和谐 

社会，对社会进步而言，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二、直陈时弊 

短信文学是一种新民间文学，其创作主要来自于 

民间的普罗大众。这一特点使得短信文学在针砭时弊 

方面更加直接、大胆，因为老百姓可不像传统作家那 

样有所顾忌，说话相对含蓄。他们反正是小人物，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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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都没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综观现有 

的比较优秀的短信文学作品，几乎触及到了当今社会 

一些主要的问题和弊病，包括腐败、环保、教育、失 

业、就业、房产、医疗、贩毒、嫖娼等等，无不有所 

反映。比如： 

王局长最近忧心忡忡， 遂令其妻问道于大衍禅师。 

禅师高人，善测字，号称一字断生死。王妻遂以“王” 

字作测。禅师大惊：此字不吉，恐有性命之忧。王妻 

惊惧，急问缘由。禅师说：王者，九五之尊，九五相 

加一十四，写为  14，谐音“要死” 。王妻哭求消灾之 

道。禅师沉吟：王字，上为“一” ，下为“土” ，若左 

侧加一“口” ，即为“吐” ，看来有些事情还是一吐为 

快方保平安啊！王妻领悟，跪谢。次日，王局长主动 

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 ——《测字》 

这是一篇涉及反腐主题的短信作品。短信文学来 

自于民间， 所以文章记叙了一种纯粹民间的反腐方式： 

测字。测字，也称“相字”，一种迷信占卜法。在古 

代，由于认识能力及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不能正确 

认识汉字及其起源、发展和功能，从而把文字蒙上了 

一层神秘的色彩，文字本身也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 

量，或者蕴含着命运的枢机，或者预示着神鬼的意志。 

人们解拆字形，以预测吉凶和决定宜忌趋避，由此产 

生了测字术。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民间习俗，测字已 

经广泛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 

民间文化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些不法之徒和 

腐败分子胆大包天，连国家法律都敢践踏，但他心灵 

深处最怕神灵的惩罚。比如文章中的贪官王局长，在 

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思潮面前，还心存侥幸，妄想作 

漏网之鱼。但经测字先生一语道破，知道神灵无处不 

在，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为天知地知，于是便放弃了最 

后的顽抗， “主动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 。俗话说，举 

头三尺有神明，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做任何事，你头上 

三尺地方的神明都会看得清清楚楚，任何人都不要以 

为没有人在旁边就做坏事。这虽然是一种民间迷信的 

说法，但对那些心存邪念的人来说，却能起到一种很 

好的意想不到的警示效果。 

环保问题也是短信文学关注得比较多的一个社会 

问题。现在，大中城市的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了比较好 

的成效，一些污染型企业被强制性搬离，空气指数逐 

日提升，居住环境也大为改善。但是，小城镇的环保 

问题却依然困扰着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 

一些小型企业不采取任何防污措施，只顾自己赚取昧 

心钱，置周围百姓的生死于不顾。正如短信小说《马 

三》所描述的： 

马三办一化工厂，生意兴隆，日进斗金，遂于百 

里之外置一豪宅，每日奔波，不辞 其累。众人不解， 

问之：为何舍近而求远？马三不答，言其它。若干年 

后，工厂附近村民癌症频生，众人乃悟。——《马三》 

有专家曾经说，环境保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 

是一个社会和道德的问题。这一点，在这篇短信作品 

中得到了简洁有力的揭示。文章三言两语便刻划出了 

一个见利忘义之徒的丑恶嘴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马三”这个名字取得很有深意，它就和我们平时所 

说的“张三李四”一样，只是个符号或代号， “三”表 

示多，它在无形中说明，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 

“马三”这样的害群之“马” 。这些人道德沦丧，良心 

泯灭。 有他们在， 人们就莫想能够怀着健康的身心 “诗 

意地栖居” 。 

短信文学对其他社会问题的揭示，笔者在此不能 

一一阐述。和传统文学相比，受篇幅的限制，也由于 

短信作者认识有限，短信文学可能只是提出了问题， 

点到为止，无法进行深入的剖析。但由于短信写手长 

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对这些问题感同身受，体 

验深刻——以前一些作家写作，往往要花一段时间下 

去体验生活——而短信写手是时时刻刻都在生活的体 

验中，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虽每每是三言两语， 

甚至是非常口语化的，却能一针见血，力透纸背。如 

前所述，手机是目前普及最广的一种媒介，短信写手 

如繁星点点，散布在社会的角角落落，他们对社会问 

题体验的广度，也是传统作家无法比拟的。有关部门 

设立各种各样的短信平台来收集民声，无疑就是很好 

地利用了短信的这一特点。 

三、记录历史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自称是  19 世纪法国历 

史的“书记员” 。他说： “我搜罗了许多事实，又以热 

情作为元素，将这些事实如实地摹写出来。 ”“法国的 

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 

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 

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 

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 

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 ” [1] 的确如此，巴尔扎 

克的小说以广阔、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著称， 

特别是其《人间喜剧》也着实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俗 

史。不过，笔者想说的是，不仅仅是巴尔扎克，其实 

大部分作家特别是那些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社会的书记 

员，他们用作品记录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少甚 

至比正史还要真实可信。比如，我国唐代的杜甫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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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之称，他用诗歌清晰地描述了李唐由盛而衰 

的转折史。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被列宁誉为“俄 

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 因为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是他个 

人思想的体现，还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俄罗斯社会 

生活的一切矛盾与巨大的社会变动。 

短信文学的兴起虽然还只有短短十年的时间，但 

是，它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了文学记录历史、 

讴歌时代的大合唱。短信写手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表达 

了对亲身经历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比如 2003 
年“非典”横行，有短信就做了如下记录： 

萨斯病毒何时了？患者知多少？小楼昨夜又被 

封，京城不堪回首月明中。 

粮油蛋菜应犹在， 只是不好买。 问君能有几分愁？ 

最怕当成疑似被扣留。 

在大灾大难面前，既有无奈，又有故作轻松的调 

侃，当时人们的心态跃然纸上。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海内外华 

人更是以短信的形式抒发了自己对遇难同胞的悲痛以 

及对生者的深深祝福： 

汶川大地震，举国尽惊心；风吼天摇动，山崩石 

陷沉。

屋摧家忽破，儿失母难寻；骨肉知连痛，肝肠攒 

乱针。

汶川地震，眨眼间天地变色，生死转换于顷刻， 

没有贫穷与富贵，没有仇恨与恩怨，所有一切瞬间消 

失。让我们记得这一刻，活着，就要好好生活！ 

如果我离开你，你会不会伤心难过？如果我不再 

醒来，你会不会快乐的生活？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 

经拥有，地震夺去的是生命，夺不去的是真情！只要 

你幸福！ 

当然，关于汶川地震最感人的一条短信，还是那 

位“短信妈妈”临死前写给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的那一 

行简短的文字：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这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丧生的年轻的母亲最后未 

发出的手机短信。救援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 

了，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死的，透过那一堆废墟的 

间隙可以看到她死亡的姿势，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 

前匍匐着，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有些象古人行跪 

拜礼。后来，当人们小心地把挡着她的废墟清理开， 

在她的身体下面发现了一个躺着的孩子，孩子包在一 

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 3、4个月大，因为 

母亲身体庇护着，他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他还 

安静地睡着。 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被子准备做些检查， 

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地看了下手 

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 

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 

生离死别的医生却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 

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不惜笔墨叙述这条 “地震短信” 

的相关情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条短信确实让人 

震撼，它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母爱，什么是人 

间真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条短信以极其特 

殊的方式提示我们，只有手机， 只有随时在手的手机， 

才能够最真实地记录一个人在生命结束前的真实感 

受，它是那么朴素而又情真意切。记得小时候看一些 

战争电影，战斗英雄在牺牲前一般都要高喊一句响彻 

云霄的口号。比如，《董存瑞》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 

堡时就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现在想起来， 

那些豪言壮语应该都是后来艺术加工的结果 
① 
，那么， 

在那生死两隔的一霎那间，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以 

前我们只能酌情猜测，而生活在手机时代的“短信妈 

妈” 用短信的形式给我们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心迹： 

他们在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还在传递着真爱。 
2008年 8月 8日，中国人终于圆了百年奥运梦。 

短信文学也及时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其中，有诗歌： 

祥云环绕迎鼠年，笑脸复制在人间。一条短信在 

问候，祝你梦想能实现！ 

今年喜事连成片，奥运圣火要点燃。好运相传又 

相伴，红红火火中国年！ 

奥运带动国运昌，鸟巢屹立展风光。但见嫦娥奔 

月去，晶莹剔透水立方。 

轨道交通谱新曲，出行迎来新篇章。贝晶欢迎妮 

齐聚，北京欢迎您观光。 

还有很多短信对联： 

十三朝古都快马加鞭追东京赶纽约露世界一流都 

市风貌

卄九届奥运红红火火超悉尼胜雅典圆人类所有美 

好梦想

盘古开天女娲补后弈弯弓太阳怕夸父追日马拉松 

项羽力大把山拔北京奥运全国助共襄盛会人人夸 

奥运场馆水立方碧波荡漾闪吉祥举国人民同欢畅 

健儿竞技在鸟巢百鸟同鸣真美妙中国人民乐陶陶 

值得一提的是，短信文学对历史的记录主要是记 

录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局部的事件或影响比较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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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能也有短信涉及，但因为只在小范围传阅，没能 

汇聚成一股声势，很快就被淹没在数以千亿计的短信 

洪流中了。而且，即使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它 

也是碎片式的，随感式的，不可能详细和完整。因此， 

手机媒介还一定要与网络甚至纸媒结合起来，弥补自 

身所具有的私人性及储藏空间相对有限的缺陷，把一 

些优秀短信文学作品网络化或转化成纸质出版，才会 

大量储藏并把它变成公共的资源，相对长久地流传下 

去。 

笔者认为， 短信文学作为文学的一支新型轻骑兵， 

由于手机媒介具有比报纸、电视甚至网络更轻便、更 

普及、更自主的优势，使得它比传统文学甚至网络文 

学更能够及时、 全面、真切地感应到社会的瞬息变化， 

而且几乎是实时、同步地传达出人们对这些社会变更 

的所思所想。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手机，就是一个 

个信息感应器，它让短信文学称职而又忠实地承担着 

社会表征的功能。 

注释： 

① 据与董存瑞一起参加那次战斗的战友郅顺义在生前所作的报告 

中回忆说, 当时董存瑞喊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卧倒！卧倒！ 

快趴下……”。因为郅顺义看到董存瑞用手托起炸药包，知道 

他要与敌人同归于尽了，便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已经拉下导火 

索的董存瑞朝郅顺义高喊“卧倒！卧倒！快趴下……”接着,就 

是一声巨响,桥是炸断了,敌人的机枪也哑了,可董存瑞却壮烈 

地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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