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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与西方现代小说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

王　 作　 伟
(河西学院 外语学院,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　 要] 　 从文艺复兴晚期到工业革命完成,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有闲阶级的形成,娱乐性较强的西方现代小说登上

了文学的舞台,小说阅读成了有闲阶层消遣娱乐的方式之一。 纵观西方小说发展史,小说与娱乐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关系。
消遣娱乐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娱乐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使其变成了娱乐消遣物,而且随着新型

科学技术在娱乐中的运用,层出不穷的娱乐方式给小说带来了在内容、形式、叙事方式等方面的革新;另外,小说作为影视等

文化娱乐产业内容的源泉,也推动和体现着娱乐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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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的阅读,除了有启智和教育的作用之

外,还是人们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 奥利维埃在讲

座中说到,“文学当然也有简易快捷的消遣性,它甚

至是全世界最受公认的” [1]3。 阅读戏剧和诗歌,虽
然也富有娱乐性和消遣性,但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需

求,其读者多为高雅之士,而阅读小说带来的消遣更

多,读者也更多。 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认为,小
说应该趣味十足,以供消遣,而且这是最为关键的条

件①。 16 世纪后半叶和 17 世纪初,西班牙文艺复兴

进入“黄金时期”,西方现代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诞

生,而且发展迅速,一般以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为第一部小说。 小说诞生之时,不是一个地位较高

的文学类别。 恰逢其时,17 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解

放了人们的思想,理性是当时引领人们的指南针,这
些都为小说的发展增加了动力。 谈到小说的诞生和

发展,从文学史的演进看,“这种新的文类是过去叙

事性文学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2]22,同时,社会变

革、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潮也浸染着它的演变。 笔者

认为,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消遣娱乐在小说发展的过

程中始终都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消遣娱乐使人们

有了阅读小说的需求,就产生了小说创作的活动;很
多娱乐方式为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如有闲阶

层的派对、宴会、舞会、赛马、狩猎、探险等都为小说

提供了新颖的材料;同时,随着科技进步产生的新型

娱乐方式还给小说带来了在创作、结构和叙事等方

面的革新。 另外,小说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

消遣娱乐方式的变化与延展,可以说小说是一种体

现和反观娱乐的文学创作方式。

一　 文学作品的阅读与休闲娱乐

根据休闲学史,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工业社会,
休闲一直是有闲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人

们“追求认为有价值的生活、自我修炼及增长学问

等” [3]2。 文艺复兴把人类从宗教戒律中解放了出

来,欧洲上流社会社交活动和休闲的风气也逐渐形

成。 阅读文学作品是人们休闲娱乐活动中必不可少

的一种,而且被定义为一种静态的休闲活动类型。
阅读文学的欣赏性阅读可以分为消遣性阅读、娱乐

性阅读等。 消遣性阅读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

种阅读,不带任何强制性,读者常常利用它来打发空

闲时间。 消遣性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是神

话、传奇、历史小说、诗歌散文等。 娱乐性阅读主要

用于娱乐身心,调剂人的工作、学习,带有明显的娱

乐性[4]354-355。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社会,人们把阅读

诗歌和观看戏剧表演当作时尚和娱乐,只是那个时

代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拥有这样的权利。 甚至在文艺

复兴时期,识字的人在社会中的比例都不是很高。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18 世纪 60 年代—19 世纪 40 年

代),社会等级分化加剧,“分化出一小部分既有钱

又有闲的‘有闲阶级’” [3]8,工人阶级被置于另一



端。 因此,有了空闲时间来把读小说作为消遣的人

群,还有随处可见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无尽的休闲形

成的强烈对比,孕育了无尽的小说话题。 同时,识字

人群的增多,印刷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都使大范围的

阅读成为可能,因此从 17 世纪开始的两百年里,小
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二　 小说与娱乐的互动关系

娱乐与小说是互为内容、互动发展的,娱乐活动

是小说创作的内容之一,小说是影视等文化娱乐产

业创作的“母本”;同时,娱乐空间和影视等娱乐产

业的创作方式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形式和产出,二
者在互动中不断发展和创新。

(一)小说阅读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

小说兴起的年代,娱乐方式较少,阅读小说就成

为有闲阶层茶余饭后消遣的一种主要生活方式。 这

样的消遣,不会受到太多外在条件的制约,只要有时

间就可以进行。 小说在提供娱乐的同时,还可以丰

富读者的生活,满足他们更高的精神追求。 “从读

者的阅读动机看,阅读小说自然是他们吸取丰富的

经验、阅历的重要途径,小说甚至可以间接地满足他

们对哲理和道德指导的需求;而对他们中更多的人

而言,欢迎小说的理由则更为简单,他们把阅读小说

看成是一种娱乐消遣,一种可以带给他们欢乐的享

受” [2]25。 所以,研究者和学者类的读者是例外,对
大多数的读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小说阅读带来的

简单快乐和放松。 根据伊恩·瓦特的说法,小说在

18 世纪是休闲阶层的消遣,当时的一种趋势是“文
学正变成一种主要的女性消遣物” [5]。 现今借助于

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大众媒介,小说成了大

众的日常娱乐消费品。
从工业革命以后到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和社会

阶层的不断变化,再加上经济的巨大发展,休闲娱乐

已经变成大多数人可以拥有的活动。 “大多数评论

家现在都认为,小说阅读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在 18 世

纪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 印刷和交通运输技术、新
近商业化的文学市场、新奇事物的吸引力和尝试都

在阅读实践和文本的逐渐演变中发挥了作用” [6]。
因此,从 18 世纪中叶起,“文学作品与娱乐市场之

间的直接对话产生” [6],使小说阅读逐渐成为普及

的娱乐消遣方式。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本畅销小

说一旦问世,印本的数量会成千上百万的增长。 除

此之外,各种语言的译本也风靡全世界,比如,英国

作家乔安娜·凯瑟琳·罗琳于 1997 年到 2007 年间

所著的魔幻文学系列小说《哈利波特》,被翻译成 73

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近五亿本。 现代世界

很多人认为文学毫无用处,或者认为它不过是一种

消遣[1]3。 虽然奥利维埃本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认为“文学首先不是消遣。 它是艺术,它所产生的

作用之一就是打造精神” [1]3。 但在这里,我们不能

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对普通大众来说,文学的确是

一种可以使他们活得高贵的消遣。 人们在紧张的劳

动和工作之余,需要娱乐和休息,而消遣性阅读便是

一种精神娱乐和高雅的休息方式[4]315。 在阅读中,
人们习得了娱乐的方式,在阅读中感受着探险、派对

和远足的乐趣,而且人们也在小说的引导下学会了

如何去娱乐。 但是,对小说的发展来说,仅仅有普通

的大众读者还不够,要想让小说向更深更远的方向

发展,必须有引领时代的精英读者的加入。 在《鲁
滨逊漂流记》诞生后的两百多年里,作为消遣来阅

读的有关英国人的冒险故事,实际上激发了英帝国

主义的神话[7]3。 小说作为消遣的阅读,其读者群在

历史的长河中也经历了从下层民众到精英阶层的转

变,“《鲁滨逊漂流记》最初主要受到中下层读者的

欢迎,但它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无数知识精英们的

诠释,逐渐被经典化了” [8]128。 小说在娱乐消遣中逐

渐发展成了和诗歌、戏剧同等地位的文学类型。 因

此,不管小说创作有着何种目的和意图,对读者来

说,小说都兼有其与生俱来的娱乐性。 读者有时间,
喜欢把这段时间投入到小说阅读并乐在其中,这就

是小说娱乐性的体现。 至于读完以后的结果,不同

的读者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不

同的解读中产生了。
(二)消遣娱乐在小说创作、生产和出版方面的

功能

巴赫金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所有伟大作品中,
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渗透于其中的狂欢节气

氛,民间节日广场上的自由之风。 在它们的结构上,
在它们的形象的独特逻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狂欢

节的基础[9]。 小说这种肯定了世俗的文学形式,从
一开始就带有狂欢节的色彩,娱乐活动必然是其创

作中的内容之一。 阅读小说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

求,小说也从人们的娱乐中丰富发展了自身,消遣娱

乐的方式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题材。 在阅读中我们发

现,无论是严肃小说还是以消遣为目的的畅销小说

与言情小说,当中都有休闲娱乐的场面存在,如宗教

仪式、骑士剑术、探险、旅游、派对、舞会、野餐、竞技

表演等各种不同的娱乐方式。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

德》中,主人公阿隆索·吉哈诺因为读骑士小说入

迷,后来自封为唐·吉诃德·德·拉曼恰骑士,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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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侠仗义,当中有很多娱乐的场面;简·奥斯丁在

《傲慢与偏见》《曼斯费尔德庄园》等作品中,都用很

大的篇幅来描写中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们参加派对

和舞会的娱乐场面;萨克雷的《名利场》中,也有描

写爱米丽亚·赛特笠和蓓基·夏泼参加上流社会派

对的场景;玛格丽特·米切尔在她唯一的作品《飘》
中,描绘的南方种植园主的派对、狩猎和舞会场景更

是目不暇接。 小说中娱乐场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
以看出,从一开始的现代西方小说情节中就有上流

社会和有闲阶层的休闲娱乐活动,这些活动要么是

小说情节的源头,要么是冲突的起点———邂逅和爱

情故事。
小说的创作有多种推动因素,有着社会的、政治

的、个人的,等等,也有一部分作家创作小说是为了

记录一段人生经历,或者是有着消遣娱乐的目的;如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伯在结婚以后,原本过着悠

闲的乡村绅士的生活,有一天他突然励志说要写小

说,1920 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警戒》出版,这是一部

以英国上流社会为题材,以传统的英国小说样式写

成的消遣性作品[10]。 当然,很多小说的创作不是只

为了消遣娱乐,但是作家们明白一点,就是小说不可

能自始至终都是严肃的、政治性的,或者是说教的,
必须要把需要表达的哲理蕴含在让人们喜欢阅读的

文本中。 按照读者反应理论,读者有很多种,因为他

们受教育状况和生活经历不同,对小说文本的期待

和解读也表现出很大差别。 这样给小说作家提出的

问题就是,作品要让读者共鸣,就必须有吸引读者的

内容存在,能够达到读者的期待视域。 对普通读者

来说,就是要有让他们感觉到轻松、愉悦、来自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内容。
上面讲到的是小说创作内容中的消遣娱乐活

动,接下来谈一下为了消遣娱乐而创作小说和小说

的出版。 作家创作时,以读者为导向的倾向,就是休

闲产业的特点之一。 休闲产业由于其服务对象和途

径都是人,因而如何针对不同人们的不同需求来设

计和开发休闲产品,就成为休闲企业生存和发展的

根本[11]。 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带着为娱乐市场服

务的倾向。 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写得特别通俗易

懂,妙趣横生,并非是为学识渊博、理解力强的高雅

之士而作,作者无疑是瞄准了当时的读者市场和读

者们的期待[2]25。 当前很多出版公司,如 Harlequin、
Silhouette 等都是以市场为导向来出版小说,当然这

也促进了小说行业的发展。 风靡世界的言情小说经

久不衰,Michael W. Apple 在为 Christian-Smith 的

Becoming Women Through Romance 写的序言中提到,

据统计全球 90 多个国家中有超过 2000 万言情小说

读者。 言情小说的读者主要是女性,她们非常喜欢

读 Harlequin 和 Silhouette 言情小说,那些十几岁的

年轻人读的小说基本上是以一种工厂作业的方式设

计、书写和生产的。 在情节、主题、长度和推销策略

等方面都有着固定的模式,而且经常是一批固定的

作家在生产[12]。 从小说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样像工

厂流水线一样生产小说的现象不值得推崇,会使小

说的水准降低,但是却反映出一个事实,为了消遣娱

乐而创作并出版小说,迎合了一大批普通读者的娱

乐需求。
消遣娱乐活动是小说素材源泉,而且为了读者

的消遣娱乐而创作小说的传统在西方也由来已久,
这是小说生命力延续的一大推动剂。 另外,为了消

遣娱乐的小说出版业方兴未艾,实现了小说的普及

化。 可见,消遣娱乐在小说的酝酿、生产和出版过程

中都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三)小说在影视等文化娱乐产业创作中的“母

本”地位

消遣娱乐活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丰富了

小说的内容,反过来,小说也是一些娱乐活动内容的

源泉。 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人们消遣娱乐的方式

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中,电影和

电视就是这一文化产业中的佼佼者,世界著名影视

企业的经济实力不亚于任何行业的企业。 根据《影
视技术导论》,电影与电视是视觉与听觉的艺术,都
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残留效应显现一帧帧渐变的静

止图像,形成视觉上的活动图像” [13]。 从制作的角

度来讲,电影电视是一种技术,从属性上来说只是艺

术的呈现方式,人们不可能只是来观看技术,其内容

是什么呢? 毋庸置疑,“许多电影是根据文学作品

改编的” [14]386。 雅各布·卢特曾说,“有惊人数量的

电影选取文学散文文本作为改变原本,无论它是短

篇小说抑或(更多的是)长篇小说” [15]87。 电影在播

映出来之后,观看者发觉与小说原本有距离,但这是

很自然的事,电影有自己的语言方式,艾亨鲍姆在

《文学与电影》中也讲过,“电影需要素材,它撷取文

学,并把它转化为电影语言”②。 在从小说到电影的

转化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改编方式,即“随意性改

编、忠实的改编和原封不动改编” [14]386,或许是从中

摘取一个片断或人物,或许是尽量接近原作。 从最

初的小说家塞万提斯、笛福到如今的畅销书作家,他
们的著作无论是经典还是流行小说作品很多都被改

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如《唐吉诃德》 《鲁宾逊漂流

记》《雾都孤儿》 《弗兰肯斯坦》 《简爱》 《傲慢与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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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飘》《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查泰来夫人的

情人》《荆棘鸟》《洼地》《哈利波特》等等,只要是可

以以影视方式呈现的作品,都已经拍成了电影或电

视剧。 在这样的改编过程中,原小说是这些作品的

母本,虽然改编因为票房和收视率的目标,对小说内

容有或多或少的删减。 然而,无论是何种改编方式,
小说依然是很多电影的原本,为其提供了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工业时代,人们不再像最初

那样去阅读小说作品,它们的消遣娱乐方式转向了

大众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影视方式,但是小说改编的

电影和电视剧使小说以“可视”的方式被“阅读”了,
从而小说的生命得到了延续,经典也不断得到了诠

释和回顾。 张桂珍在她编著的《英美小说与电影》
一书前言中提到,她之所以选定奥斯丁、狄更斯、霍
桑、菲茨杰拉德等八位经典英美作家的八部作品,还
由于它们都有观赏性较强的电影[16]。 这表明在如

今这个大众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除了学生和研究

者之外,不再有太多的人抱着大本的小说去阅读了,
而电影在小说阅读的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使经典得以重温和回顾。 虽然在电影电视的制作过

程中,对小说的叙事、情节都有改编,但不能否认小

说在电影中的母本地位,因为“文学‘素材’的趣味

和魅力多半要归功于文学的表现,文学文本的叙事

方法和策略也影响它的改编” [15]87。 小说的情节是

制约电影改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电影这种可视性

极强的娱乐方式,在改编小说的过程中,促进了小说

的不断发展,通过视觉化效果拉近了小说与读者的

距离,读者会因为电影而去读小说原著。
影视行业的专业人士非常了解观众的消费心理

和需求,在他们的运作之下,一些专门为拍电视剧和

电影的小说诞生了,如畅销言情小说。 这类小说很

多不是有名作者的作品,也不是经典,从学者的角度

来看,并不太具有研究的意义,但却符合影视行业的

需求,以这些为脚本拍出来的影视作品收视率和票

房收入都颇高。 另外,电影改编成小说也是值得注

意的现象,例如,在《星球大战》电影之后陆续出版

的《星球大战》系列小说,“由于电影票房的成功,
《新希望》改编成小说对电影小说化产生了重大影

响” [17]。 可以预见,这些为娱乐而创作小说的方式

对小说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
(四)娱乐空间对小说创作与生产的影响

娱乐业的发展促进了消遣娱乐方式的不断变

化,其存在和发生的空间也发生了改变。 目前,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闲暇时间的量和利用质量

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世界

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在一年中的休闲度

假时间都超过了好几个月。 在时间的量上得到了保

证,之后就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了。 闲暇社会中的阅

读既是一种高质量的享受,又是发展提高自身素质

和生存能力的需要[18]。 对于作为休闲娱乐方式的

小说阅读来说,人们对其主题、题材以及出版量方面

的需求也会提出要求。 如今,在英国、法国、美国、瑞
典、德国等发达国家,都有几千甚至上万家设施良好

的公共图书馆供人们去休闲消费[3]173。 在这样的图

书馆里,人们可以读到各个领域的图书,当然小说阅

读也是其中的一种,这样的图书需求量对小说的继

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经典的再版,新作品的推

出等等。 娱乐方式日新月异,使人们的感官刺激一

次次走向高峰,也进入了不断的探索中,对小说的创

作也是一样,读者需要不同于自己生存空间的内容。
科幻小说的产生就是一例,它不仅使读者耳目一新,
也使影视等行业创作出了无数经典,如《阿凡达》
《哥斯拉》《侏罗纪公园》,等等。 另外,小说作品除

了能吸引以纸质本为媒介的读者之外,还要去创作

适应新媒介的小说,如网络小说等。 所以,人们娱乐

空间的改变和拓展都决定着小说的创作和小说的

生产。
(五)娱乐产业的制作方式对小说创作手法的

影响

从 19 世纪后半叶到 20 世纪下半叶,小说的创

作手法经历了很大的革新和改变。 创作技巧的转

变,一方面是作家独到的探索和努力,另一方面与社

会其他因素有很大关系,娱乐方式的影响就是其中

之一。 由于“电影和小说天然的密切关系” [19],电
影的制作方式对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的。 19 世纪末,小说经历了一段较为艰难的时

期———创作传统的极端束缚。 1895 年电影作为娱

乐的艺术方式诞生了,虽然这只是依靠光学和物理

技术的方式,却给各种艺术带来了新生,注入了活

力,“它综合了之前三十年里占了主导地位的印象

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艺术流派的目标(Keith Co-
hen)” [20]702,对绘画、雕塑、文学创作都有极大影响。
Keith Cohen 在 Film and Fiction: The Dynamics of Ex-
change 中写道,“由于电影恰好是一种发明出来的

艺术形式,其存在以现代技术为前提,其内容一直受

到之前艺术和艺术形式的制约。 在此,我可以断言,
由于背景因素和通过文本实际演示,电影在确定和

分析采用新形式的现代经典小说时,有着优先的重

要性” [20]715。 由于电影在时空方面呈现的不同理

念,带来了小说创作方式革新,如蒙太奇、拼贴、碎片

101第 4 期 王作伟:娱乐与西方现代小说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



化等手法的使用。 大卫·锡德解读了“菲茨杰拉德

在小说聚会场景中运用的视觉技巧。 探索了观看和

参与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菲茨杰拉德利用了电影

的技巧,对透视、特写、长镜头以及蒙太奇进行了精

细的控制” [21]。 现当代小说对这些手法的采用,使
小说创作变得更加立体化,与之前现实主义小说创

作产生了距离和断裂感,摆脱了创作传统的极端束

缚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三　 娱乐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中的意义

在西方小说发展史中,娱乐始终占有独特的地

位。 娱乐有其包罗万象的形式与内容,在不同的时

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后来的形式往往会取代之前

的形式,其对小说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娱乐在小说

发展史上的意义值得深思,娱乐在这个过程中一直

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一开始,在娱乐方式匮

乏的时代,阅读小说就是娱乐的方式,作家们也为了

娱乐读者而创作小说。 就这样,小说作为娱乐的一

种方式慢慢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赢得了在文学史上

的地位,也奠定了其传播的基础———社会绝大多数

的中下层大众。 后来,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不仅要求

小说在内容上有新意,而且要求小说创作类别的多

样性,比如探险小说、言情小说等等,同时,娱乐发展

使小说成了真正的娱乐消费品。 现今科技的变化日

新月异带来了影视等娱乐产业创作方式的革新,直
接影响到小说内部的创作技巧和书写方式,使小说

在时空上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使小说阅读方式发生

了改变。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小说与娱乐消遣这一问题,

所以会提及娱乐性较强的畅销小说。 有学者认为当

今很多读者对文学中的传世经典极为冷漠,而对一

些品位不高、研究价值不强的畅销小说津津乐道、爱
不释手。 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畅销小说的娱乐

性更强,更能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依此就

否认畅销小说的文学价值,这样的一种审美倾向是

与时代紧密关联的。 就如小说诞生之初,耽于读诗

歌和欣赏戏剧的高雅之士对小说亦是轻蔑有加,对
文学的发展也是忧心忡忡,而时间证明小说的发展

为文学开辟了一扇希望之门,那些作为消遣来阅读

的小说也在时间的冲刷中从下里巴人变成了经典

之作。

四　 结　 论

娱乐与西方现代小说一直互为借鉴、互相影响,
为彼此发展注入了活力。 娱乐是小说存在的原因之

一,使其成为消费时代的必需品,而小说对娱乐的发

展也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是影视等娱乐产业创作

的母本。 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娱乐已经使小说等文学

形式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但我们不可能阻止时

代的发展,小说在当今时代夹缝中的成长也许更具

有意义,它的变化和调试会使其具有更强大的生命

力。 人们的生活一直是小说创作的来源,消遣娱乐

这种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

直对小说产生影响。 因此,只要消遣娱乐的生活存

在,小说的创作就不会止步。 小说因娱乐而生,因娱

乐而兴,也会因娱乐而绵延并散发着活力。

注释:
①转自李锋《私密与娱乐:毛姆的小说观》,学海,2011

年第 6 期,第 192 页。
②转自雅各布·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徐强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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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tai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Novels

WANG Zuo-wei
(Hexi University,Zhangye 734000,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 Renaissance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the liberation of people’s mind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leisure class’, the modern western novels with strong entertainment quality gradually stepped on the stage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fiction reading became one of the leisure class entertainment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fiction, fiction and entertainment
have been in a dynamic relationship. Entertainment, as a huge driv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novels,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novels and makes them become actual entertainm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ntertainment,
endless forms of entertainment have brought innovations to the content, form and narrative mode of novels. In addition, as the sourc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n entertainment industry, novels also promote and refle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tainment.

Key words:　 modern western novels;　 entertainment;　 development of novels;　 dynam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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