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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爱国]网络文学的民间性

  作者：蓝爱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6-05 | 点击数：1931

 

      关于网络文学的民间性已有很多论述，但对于民间性究竟是网络文学的特征之一，还是其根本核心，却存在众多争议。把民间性看成是网

络文学的特征之一，这比较容易得到认同，因为，网络文学体现了极为鲜明的群体参与性、大众书写性和质朴本真的美学风格，它是网络空间大

规模的民间大众书写成果，带有与“官方”、“体制”、“精英”色彩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化取向。从这种民间性出发，也很容易延伸出一些充满

理想色彩的文化结论，比如，自由书写、底层情结、反叛特征、民主意愿以及个性张扬，网络文学似乎由此很自然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间

化理论潮流沟通，并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 

  但是，仅仅把民间性当作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很容易淹没网络文学的独特存在价值，即网络文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网

络文学是否和历史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一次平民化、大众化、工农兵化或人民化写作一样，只是民间乌托邦文学虚构的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只

有把民间性诠释为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诸如此类的问题才能获得解决，网络文学的文学定位才能有望落实。 

  一、网络文学发展所呈现的民间性 

  网络文学初兴之时的文体类型以言情为主。海量的言情文本几乎把网络变成了情网。网络文学的这种情感主义，对于尚智的20世纪精英文学

构成出人意料的反动，从而也成为它吸引人们眼球的基本缘由。基于情感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前提，一时间，各种期盼网络文学朝深度进

军的呼吁喧嚣不止，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用精英的文学标准要求网络文学，并力图把网络文学打造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增长点，以挽救精英文学的

衰退，给文学以新的生命力量! 

  问题在于，网络文学拒绝“经典”、精英路线的维护和崇敬，于是，网络文学的“大话”式写作风格风靡一时，此类文本与王朔和周星驰的

顽主、无厘头姿态相近，对于各种生活事件极尽插科打诨之能事。“大话”文本以其幽默调侃口味一纸风行，也以其无所不“幽”一把的姿态，

导致网络文学丧失基本的文学书写原则。随之而起的是以小资文学为代表、跟精英文学风格相趋近的“人性”化写作，但此类文字捕获的是网络

世界的小众心灵而不是大众趣味，因而并未风靡很久。倒是各种纪实性的“博客”文字在此期崛起并引领了网络写作的时尚。尽管人们对于“博

客”文字是否属于文学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它非常符合网络文学的精神追求——率性、真诚、自由书写和个性化风格，体现

着网络书写的普遍特征。 

  网络文学在写实倾向的非虚构喧嚣之后迅速走向纪实的对立面——幻想。在起点中文网小说原创排行榜中，名列前三位的是玄幻小说(包括

奇幻小说、仙侠小说和科幻小说)、都市小说、历史小说。在百度网的文化艺术类作品排行榜中，被誉为“后金庸时代武侠圣经”的玄幻武侠小

说《诛仙》排在第1位，《小兵传奇》排在第2位，《狼的诱惑》排在第4位，《哈利·波特》排在第6位，前20位中有6部奇幻小说。这些网络写

作的共同特征是以幻想为基础，构筑广阔而驳杂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比如，名列起点中文网小说原创排行榜榜首的《邪神传说》，以一个十

岁的冶金、机械双料博士为主人公，讲他在偶然间从叫花子那里得到了九阳真经和百战刀法两本武功秘笈，由此开始了他传奇的生涯。在一次事

故中，他来到了魔幻世界，凭借其超群的智慧，把众多武功与百战刀法和九阳真经融合，练成了霸绝天下的武功七绝斩，并亲手打造了一代邪

刃——邪神斩，开始啸傲魔幻世界!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武侠小说的身影，神怪小说的背景，科幻小说的痕迹，网络游戏的潜移默化，好莱

坞电影的诱惑，古典诗词曲赋的遗传；也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碎片，个体文化追求的梦想，情感主义文学路线的发扬……驳杂多元、怪诞另类等

文化特征构成的极端复杂性，成为幻想阶段网络文学的显著特征。 

  历来幻想类的作品都有一个繁杂的文化背景，从中国的《封神演义》、《西游记》到外国的《80天环球旅行》、《指环王》，这种繁杂文化

背景，并不是出于知识传播的目的，而是出于幻想类作品对于书写主体在各种可能情景中陈示自我的基本需要。幻想是人们依托人与文化多种存

在可能性的虚幻性满足，是最大限度将人类主体文化释放出来的写作类型。当现实型写作把自我主体扁平化为现实一维时，自我主体不再是展示

自我可能性的书写，而是对于自我进行深度解剖的书写，是从人性人道思想的层面对自我生存化的状况揭示。幻想型书写突破扁平的现实维度，

将自我主体置于各种可能的空间，从而自我主体逃离现实羁绊，将整个人类的创造物作为自身丰富和发展的对象。 

  网络文学顺着“言情——大话——纪实——幻想”的路线一路走来，其间是否有某种必然的文化规律在其中起着作用?也许正是这种文化逻

辑最终导致了网络文学的书写实践必然呈现出网络文学的根本特性——民间性。 



  民间大众的生存空间从来就是一个繁杂喧嚣的文化空间，各种文化元素落入这个空间成为民间人生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想”问题。民间大众

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常常通过知识的逻辑把世界抽象化为理性的模型，而民间大众则直面这些繁杂喧嚣，他们总是试图用这些

零散而复杂的文化元素诠释自我，最终导致这种诠释看起来根本就不像诠释，而更像是多元文化碎片的拼贴——以各种稍加整理的感性结论去阐

释自我生活故事，最终导致自我幻化为用来诠释世界的文化多元拼贴，民间自我仿佛消失了，其实是融入了文化拼贴的作品之中。我们对民间生

存——文化的关系做出这样的解释时，就可以对网络文学的民间性发展轨迹做出清晰的描述。 

  纵观历代民歌在古代经典文学序列中的位置，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情感的爆发后果，无论是对于爱情的缱绻歌唱，还是对于权力的愤怒指

斥，民间一直都是情感性的存在群体空间。这个情感性的长久存在，表明网络文学通过言情爆发是必然的，其对于精英文学的吸引力也是自然

的，因为，尚智的精英在尚智的过程中常常会忽略情感的力量，而又常常需要回到情感地带酝酿具有创造活力的新书写运动。 

  但是，网络文学的情感表达，从来就不是一种逻辑划分的后果，而是一种整体性的陈示。因此，网络文学的情感主义路线不会发展出精英的

文学，而会在情感的宣泄之后另辟新径，这就是大话文本出现的基本前提。大话文本以无所顾忌的抒情方式，特别表现了民间快嘴文化母题的应

用性。大话文本中充满了夸张、嘲讽和幽默成分，但这些夸张嘲讽幽默不是指向民间外部而是指向民间自身，你可以说民间有一种自虐的文化倾

向(看一看很多小品、相声就知道，恰当的自虐是可以带来欢乐的)，其实这是所有无权无势者的共同心理，无权指控外部就只能酷虐自身，所以

大话文本是民间自我文化的充分暴露，且完全脱去道德伦理的外衣，肆无忌惮地展开对于民间自身的狂轰滥炸，在自我矮化和丑化中获得人生的

快乐。 

  如果说变形生活是大话文本的基本特征，那么，在人们把《金瓶梅》当作古代世俗化文本的经典看待时，显然注意到了民间性书写的另一个

突出特征，那就是极端的写实倾向，或谓纪实倾向(不仅仅是性的纪实，而且是菜肴、账单、人情来往等生活内容的全盘纪实)。纪实是对大话文

本的反动，也是对实实在在生活本身的敬拜，民间固然不乏济公这样的大话人物，但更多的还是升斗小民，他们需要日常生活的实感来证明自身

的存在，来合法化自己的哀乐人生。不过，纪实的民间对民间外的人的吸引力要远大于民间内的人，因为，这种文本既可以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

的田野实录，也可以是一种政治学维度上的民情舆论铁证。因此，写实文字远没有玄幻之类的幻想文字受网络读者的欢迎(各种纪实文字引发的

争议不应归属于欢迎类别)。 

  如果仅仅在神话记忆和原始思维的层面上谈论民间的幻想文字，我们的理论根基显然是理性的、现实性的。而当我们把任何时代出现的民间

幻想型书写联系起来看时，就会发现这些写作都是跟民间自我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的根基只是自我，是那种永恒的试图突破自我现实障碍的心

理冲动，是那种在最完美的环境中展现自我风采的文化追求，是那种不顾一切只按照自我原则构建语言世界的存在情怀。也正因如此，此类文字

具有超越现实身份和文化惯性的力量，流传在历史的民间大众空间，繁荣在网络的民间狂欢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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