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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作家的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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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家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为亲历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获得性的间性
经验、想象性的虚构经验几个领域。新媒体技术的图－文－声融合、媒介信息
的迅即多维度辐射、写作方式的开放动态等特征改组和分化了作家原有的经

验模式———新媒体成为了作家日常经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微缩了作家的

间性经验，作家从经验的“把关人”变成了“共享者”；具象了作家的虚构经验，

从而钝化了作家的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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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经验，是人作为主体在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感性与理性认识。

作家的人生经验比普通人更为细腻、更为精当、更为敏感，并且作家能够将其用文字的

形式进行表达，这表达本身又凝聚了情感、智慧与领悟。一般来说，作家的人生经验可

以划为以下几个领域———亲历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获得性的间性经验、想象性的虚构经

验，这些经验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作家写作的素材，转化为作家笔下的文字，深刻影

响作家写作的题材领域、风格气质、美学风格。亲历性的日常经验是作家从少年到成

人、从晨起到黄昏的点点滴滴，琐碎杂乱却充满了生命的质感；获得性的间性经验既包

括作家由书本阅读、学校教育等习得的文化内容，也包括道听途说的轶文趣事、民间传

说，这些经验是作家创作的积淀，扩充了作家的写作视野；想象性的虚构经验亦是人生

经验的一部分，作家的想象要比普通人略高一筹，作家和作家间存在着迥异的想象世

界、拥有不同水平的想象能力。那么新媒体是怎样作用于作家的人生经验的呢？新媒



体最主要的特征是数字化和移动化———大数据将我们所有的经验以数字的方式呈现，

移动终端又无时无刻不传输着这些“经验”。新媒体于是成为作家日常经验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作家间性经验的重要来源，也是作家虚构经验的技术操练工具（比如三维

立体动画等）。新媒体盛行以来，文学创作日益多元，媒介技术的视频、音频、图像、文字

融合，媒介信息的迅即多维度多层次辐射，写作方式的开放动态等特征改组和分化了作

家原有的经验模式，使其实践的话语秩序因遭遇新媒体的冲击而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新媒体是作家日常经验的一部分

新媒体成为作家人生经验的组成部分对作家、对文学意味着这样的改变———作家

的日常生活经验由物质的实存演变为电子的虚拟。这是一段引自小说中的话，“我重新

找了新地方租屋子，换了手机号码，换了床，换了家具，当然也换了心。此心是陌生的，

疲倦、冷漠、讥讽，其变化是缓慢的，像在网速极慢的情况下载一个大软件，正版的软件，

下载完毕，它就占满自己了”［１］。作品中的比喻（网速、下载）已经完全是新媒体时代的

话语，时间退回去３０年，这样的名词、动词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曾经以某一作家代言某一地域，比如老舍的北京城、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

边地；曾经以某一题材命名某位作家，比如石油诗人李季、战士诗人郭小川、知青作家梁

晓声；作家曾经以某种书写方式记录一段历史，比如巴尔扎克之于十九世纪的法国、肖

洛霍夫之于哥萨克、海明威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经验都是作家独有的，无法复制

的，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呈现。可是新媒体无所不能，它使作家的专属经验成为普遍的存

在，日常生活经验不一定是作家亲历的，也可以是通过电子仿像获得的。媒体图像在技

术处理之后或许比真实的物质存在更美丽、更炫彩，就好比“美图秀秀”等软件中使用的

滤镜。“图像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从

这个意义上说，如今图像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只要对

电视或广告图像对当代人生活的影响稍作考察便不难发现，图像今天比过去有着更加

强大的影响力。”［２］作家不一定去过撒哈拉沙漠，但他可以从网上看到撒哈拉的风景片；

作家不一定去过南极，但他可以从“百度”中获得“经验”；作家也不一定会做红烧肉，但

他完全可以将网友的烹饪过程写到他的小说中……写作“在作家的有意识的创造行为

中获得其存在的源泉，同时在写作时记下的文本中或通过其他可能的物理性的复制手

段获得其物理基础”［３］１４，而这物理基础在新媒体的作用下被架空，成为水月镜花。这种

转变从作家以文字对实存的模仿变成了文字对模仿的模仿，在现实和文学之间蒙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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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纱，成为影子的影子。

如果作家以往是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就像柳青在皇甫村实实在在地生活了１４年，就

像路遥去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下井劳动，那么现在则完全可以通过新媒体的网络搜寻来

完成。作家劳马在其小说《走遍世界》的题记中说，“有一种旅游叫足不出户”，正是这种状

况的真实写照。新媒体同样模糊了作家对以往生活经验的记忆。我们在微信朋友圈中经

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７０年代出生人的集体记忆》《６０年代做过的游戏》等，这些文章

有文字解说，有图片展示，甚至还有当年的经典音乐。往事历历在目，留存于脑海中的记

忆则变得不那么真实。尽管二手或者不知是几手的资料也有图有真相，并且有发帖人的

感悟在其中，但一手的和转手的“经验”则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新媒体的文本或超文本会

因为主体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形，有人去内蒙古会展现它的草原，有人会展现它

的沙漠，也有人会展现它的绿洲……新媒体资源就好像一张巨大无比的网，会将各种信息

一览无遗地囊括进来。虽然作家的经验较过往增长巨大，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片断的、感性的、即时的经验让人疲于应对，作家作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人，其实并不需要知

道得更多，而是应该知道得更好。其次，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它给我们提供了限定的空

间，像是从窗子里面去看外面的风景，不仅限制了观者的视域，而且也切割了真实的物质

世界，即所谓视野影响格局。再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物我相融的境界了。法国雕塑艺术家

奥古斯特·罗丹这样说：“艺术，就是所谓静观、默察；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

心灵的愉快；是智慧的喜悦，在良知照耀下看清世界，而又重视这个世界的智慧和喜悦。

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因为艺术是要锻炼人自己了解世界并使别人了解世界。”［４］８物

我相融的过程，经验会被选择、过滤、显影、剖光，会自然而然地带有作家的主观印记，如果

缺少了主体与自然“同化”的交融，怎么能说是“作家”的经验呢？

二、新媒体缩微了作家的间性经验

新媒体海纳百川的信息资源促成了“共享”模式的开发及推广，导致经验为人所共

知。哈贝马斯这样解释经验，它的“表象领域是内在的、固有的，它属于我们所有人，并

领先于所表现的世界”［５］１３，作家不过是将所有人的“内在表象”坐实在笔端。传统意义

上的作家是文化知识的占有者和表达者，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庙堂之上的权威和圣者，

掌握着启迪灵性、开启民智的权力。在传媒并不发达的时代，作家获得的经验和大众获

得的经验之间有时间差，即经验先掌握在作家的手中，再传递给大众，作家是读者获取

经验的重要“把关人”之一。作家的价值伦理、情感判断、人生领悟都或隐或显地融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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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之中，经由文字、形象、意境的升发到达读者。读者阅读作品大多是从接受作家的

经验开始的，读者在《圣经》《创世纪》《失乐园》中获得了关于人类童年的经验，从《约翰

克里斯多夫》《简爱》中获得了关于成长的经验，从《简爱》《呼啸山庄》中获得了关于爱

情的经验，甚至从《战争与和平》《红楼梦》中获得了关于死亡的经验。“书中自有黄金

屋”，作家的经验经由作品转化为阅读者的经验，文学经验已然是读者的安身立命的资

源之一。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经验的方式。它提供的经验既可以是权威的典律、

规则与规章，也可以是个体的日常经验（比如百度百科）；既可以是实际的人生经历，也

可以是虚拟的游戏想象。新媒体提供的经验远非“敬惜字纸”时代作为知识阶层的作家

的专属。也就是说，它提供的间接经验既是对作家开放的，也是对其他人开放的。新媒

体使文学接受由过去的“一对多”式变成了“多对多”式，经验由原来的信源—作家—受

众的单向链条交流变成了信源—作家／受众的散点多方向交流。作家与读者的信息来

源是同时间、同渠道的，信息传播的立体、高效消弭了作家在经验面前的优势。美国学

者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说：“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

们的生存”，“数字化生存所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都与电脑为

伍……数字化生活，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后信息时代。”［６］３这样的生存使作家和读者获得

信息的时间差、空间差消失，作家的获取经验的优势不在了，于是他们遇到了如何对待

间性经验，以及如何书写经验世界的问题。

新媒体提供的花边新闻、生活百科、手机段子等成为作家间性经验的主要来源，在

某种程度上导致文学跌落为猎奇的复写。作家写作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本是文学的本

质要求之一，生活毕竟是文学的源头，从新闻素材中获得灵感也并无不妥。托尔斯泰写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写《红与黑》、张爱玲写《色·戒》、王安忆写《长恨

歌》……都是由新闻素材诱发的写作灵感。但是“近些年来，新媒体的高度发达使文学

与传播媒介的‘交集’日趋频繁，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在文学叙事中‘采热点’，将社会新闻

拿来与小说叙事元素快速、直接地黏合，力求在‘新’字上做文章”［７］。作家之所以与其

他人不同，是因为他们有着更加敏锐的眼睛，他们可以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生经验中读

出人类普遍的爱与痛。无数人生长在呼兰城，只有萧红为它做了传，写出了它的寒冷、

荒凉、麻木、愚昧的同时，也写出了它的欢娱和情义；无数人在求学过程中都有个叫“陈

金芳”的同学，只有石一枫写出了时代大潮裹挟下女性在城与乡、贫与富、物质与精神等

对立元素中的搏斗、抗争与无奈；无数人在生活中都是贤妻良母，只有冰心奉行“爱的哲

学”，以母爱、童心、自然躬行自己的人生原则。作家必须有对经验超然的能力，否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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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实现对人生的致敬。从反向的角度说，作家如果患上“新闻依赖症”，一遇素材瓶颈

便向门户网站求援，一有新闻轶闻便迅速将其写进小说则未免不妥。贾平凹的《带灯》

写乡镇“维稳办”在工作中遇到的麻烦———拆迁、征地、群众上访；余华的《第七天》写政

府强拆、洗脚妹杀人、底层卖肾等，均有新闻事件的影子。新闻讲究的是时效性和特异

性，求新求异却无法摆脱其非典型性。文学则不然，它要经得起历史的说长道短，它不

仅要记录生活的真实，更要超越日常而到达本质的真实。就如张爱玲所说的，“读报纸

的文字，是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来的”［８］２９２，如果作家不能在新闻中“另外读出一

行”，不能将这些间性经验很好地运用到小说中，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的区别在哪里呢？

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虽然是有感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但是他提出了“人，应

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的命题，也正因此震撼了几代人的心灵。柳青的《创业

史》中的梁生宝来源于王家斌的人物事迹，但从语言能力和小说技巧方面看，《创业史》

蕴藏着无尽的财富，作家刀刻般的笔力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价值。没有柳青，陕西文

学就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毕竟，间性经验是要经由创作主体的消化、吸收而成为艺术能量的。就如作家王安

忆回忆的，“在我最初的写作里面，经验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

时候是很贪婪的，似乎是张开了所有的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在不断地吸收经验，像海绵

吸水一样，把自己注得非常饱满。这个时候写作就是把吸入的东西慢慢地释放出来，让

它流淌出来。我最初的写作说宣泄也罢、描写也罢，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９］。

间性经验累积是写作的真实性基础，王安忆去妇联体验生活，严歌苓写《陆犯焉识》穿越

西北荒原，迟子建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耗资巨大进行调研……就如和面，需要面粉、酵

母、水，还有人的功力韧劲，才能浑然一体。艺术本应是现实人生经验的提纯、超越与升

华，不论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趣味和行为标准以及经验的范畴所决

定，所塑造，所命令，它总是比现实的美化、升华、创造性和合法性等具有更多的不同东

西”［１０］２９４。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份不言自明的人生寓言，读过之后要有回味、有

收获，而不是让读者看了就知道这个段子的原型是谁，发生在哪一年。如果不能让读者

发出对彼岸世界的关怀与畅想，作家写作的独特性何在？文学的魅力何在？

三、新媒体具象了作家的虚构经验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强调想象力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小说是这

样一个场所，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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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的枷锁”［１１］２１。亚里士多德曾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

想象“或然律”下可能发生的事，他既要求作家具有叙事功底，也要求作家具备想象才

能。“实际上，正是在处理那些最普通的对象和最为老生常谈的故事时，艺术想象力才

能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１２］１９６作家的想象力可以使他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级而

心游万仞。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新媒体钩织的浩繁生活现场往往缭乱了人们的

视野，所以小说的艺术经验迸发就不仅是面对“已然”，更要面对“或然”。维克多·雨果

在论《莎士比亚的天才》中强调：“想象就是深度，没有一种精神机能比想象更能深化自

我，更能深入对象，”［１３］８６这里指出了想象的两个维度———深化自我与深入对象。前者

是对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想象———也许是外在意象的突然刺激，也许是无意识的梦幻

活动的直接显影，也许是情绪处于高峰状态的突发体验；后者是对科技的想象———我们

对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对浩淼的外太空、对消逝数亿年的物种等，都有着太多的不解，

文学便可以浪漫生动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作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让心与物

存、神与物游。作家想象的科幻世界也许合情但不合理，但小说在此进行的毕竟是人类

精神世界的遨游之旅，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经验的延伸。

对内在心灵世界的想象是文学的特异功能，它是作家对人心的窥测与探寻。人心

是最难懂的，它复杂多义，它难以琢磨，更难以描摹。冰山理论也好，三重人格理论也

好，不过是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思维的难解，人心的不确定和未可知正是它们的玄幻所

在。作家进行的心理描写是对人物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的描摹，这种写法可以和盘托

出人物的所感所悟，让人物内心世界一无遮掩，读者可以透过文字看到人物的内心世

界，跟他们一起嬉笑怒骂。心理描写是我们走向人物的重要通道，但新媒体的发达却使

心理描写越来越淡化了。首先是连篇累牍的心理描写消失了，我们越来越难见到于连

偷情时的内心斗争、“母亲”撒传单前对自己懦弱的自责、涓生对子君说与不说的两难、

高加林对刘巧珍见或不见的利弊权衡，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偏重情节、匆匆赶路式的快速

描写。的确，过于零散的阅读时间导致了读者欣赏的功利，谁会去用仅有的碎片时间沉

溺于数千字的心理抒发而不去感受令人振奋的情节呢？另外，新媒体通过技术手段可

以拟态人的内心世界，以蒙太奇的剪辑表现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机械、光

能、电子、数码等技术手段呈现出来。人物想到边塞，画面就是大漠孤烟；人物想到大

海，画面就是椰子树和沙滩，而作者、读者（观众）又易于接受这种图像将内心、思维具象

的表达方式，他们已经具备了读解片段而后生成意义的能力，认可了以“看”而非“读”的

手段解读人心。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本就是文字的艺术，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心理描写的《家》，正如少了鸣凤临死前的内心独白，这部经典也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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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味道。而今，作家对思维的虚构被具象，结果就是作家的想象能力由于遭受轻视

而不断退化。

再看对科技的想象。表面上，对科技的想象弥补了现实生活经验的匮乏，但科技对

想象的作用远不止于此。第一，科技的进步使人的想象不断变成现实，想象也就不再新

异。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从设想无实物货币支付到实现大部分无实物货币支付

只用了不到５年时间，从 ＰＣ互联、移动互联到大数据也不过２０年时间。萨特曾说过，

“想象活动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要造

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１４］１９２。可见人是

先有渴求才有实践的，想象促成了现实，就会生成持续更新的想象，这样才会使写作充

满生机。怎奈科技的冲击留给了想象一道窄门，我们对这个宇宙了解得越多，作家的想

象力就会越少，二者是成反比的。第二，新媒体的多维空间可以具象作家的想象虚构，

使以文字表达的想象失去了以往的灵气。媒介不发达的年代，读者可以满足于文字阅

读带来的想象快感，新媒体的发达既丰富了文学的传播手段（纸质的、电子的、数码的），

也影响了由图像具象限定的文化接受与理解方式，比如看《哈利波特》《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的小说远没有看电影刺激。相对于新媒体图像的具象性、直观性，语言是抽象的新

媒体很轻易地就能满足观众趋易避难的心理，对作者的想象经验形成挑战。“如果一个

作家没有想象力那就惨了，你如果没有动力，你没有想象的空间，那么一个作家就是完

全停留在一个通信记者这个视野之下了，走不了很远。想象力是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

备的，想象力能支撑你艺术之路走多久，真实的故事只能给你灵感的火花，可想象力能

让你飞得更远。我觉得一定要拥抱想象力，而且要使想象力的这种火种只要燃烧起来

就不熄灭。”［１５］文学本身就具备实验和想象的因子，科技不是想象的对立面，而是促成其

扩容的有机元素之一，经验作为“物质文化”能让作家舟行其中，而真正使文学斩获承蜩

之巧、羽化为蝶的却是作家超出人间烟火之上的想象力。

新媒体提供的丰富资源超前于文学叙事，作家的人生经验、文学经验、审美经验在

前者的裹挟下发生了诸多不可逆的转变。文化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的变化使多数

作家显得招架有余而进攻无力，但这是文学前行的契机和动力而不是阻碍和包袱。人

面对已知、面对未知的超越才是文学应有的担当。只有人对，这个世界才会对。

参考文献：

［１］祁媛．美丽的高楼［Ｊ］．当代，２０１５（４）：１９９－２１１．

９４第１期 刘　巍：新媒体与作家的人生经验



［２］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Ｊ］．文学评论，２００３（６）：１４７－１５５．

［３］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Ｍ］．陈燕谷，晓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８．

［４］葛塞尔．罗丹艺术论［Ｍ］．沈琪，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７．

［５］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Ｍ］．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Ｍ］．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雷达．文学与社会新闻的“纠缠”及开解［Ｎ］．文艺报，２０１５－０１－１６（２）．

［８］唐文标．张爱玲资料大全集［Ｍ］．台北：时报出版社，１９８４．

［９］王安忆．写作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Ｊ］．短篇小说：原创版．２０１６（９）：７５－８０．

［１０］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Ｇ］∥董学文，编．现代美学新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１１］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Ｍ］．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３］雨果．莎士比亚的天才［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３册．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

［１４］萨特．想象心理学［Ｍ］．褚朔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５］迟子建．文学的山河［Ｊ］．人生十六七，２０１５（９）：１７．
（责任编辑：张秀宁）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ｒｓ’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ＬＩＵ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４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ｒｉｔｅｒｓ’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ａｐｉｃ
ｔｕｒｅｔｅｘｔ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ａｐｉｄ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Ｉｔｈａｓ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ｗｒｉｔｅｒ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ｗｒｉｔｅｒｓ’ｄａｉｌｙ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ｈ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ｗｒｉ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ａ“ｃｈｅｃｋｅｒ”ｔｏ
ａ“ｓｈａｒｅｒ”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ｈａｓ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ｚｅｄｔｈｅｉｒ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ｕｓ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ｄａｉ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０５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