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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波新的类型化趋势。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１.类型小说创作和出版的

繁荣，近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创作出现了喜人的势头，出版方面专门登载类型小说的刊物

增加了，比如奇幻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类刊物新近创刊的就不少，甚至有些出版社或者出版公司本

身都出现了类型化的趋势，比如上海的欧罗福公司，在不同类型的作品的出版方面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

专长；２.理论界、批评界越来越重视类型小说的研究，类型小说研讨会相继举行，中国第一个类型小说

奖也于近期设立。笔者近年主持了中国当代类型小说双年选的编辑工作，同时也在对中国类型小说做一些

理论的探索。  

不过，小说类型和小说类型化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很值得认真对待，这方面，可以

说，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研究都还有待深化。小说类型和类型小说研究

也因此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首先我们要区别这样几个概念。  

１.类型小说不等于小说类型。类型小说古已有之，小说诞生之初它就存在，比如唐传奇，它的创作是有

一个套路和模式的，可以看作是一种“类型小说”，但是，今天看来，它已不再是一种“小说类型”了，

它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又比如乡土小说，它是一种类型小说，的确有作者在按照这种小说的特定图式自觉

地进行乡土小说创作，但是，乡土小说是否是一种确定的小说类型，这个就很值得怀疑，某种类型小说要

真正能成为一种小说类型，还必须具备很多其他条件。  

２.客观逻辑地看，无论雅俗，所有的小说都可以归入某个“类型”，“类型小说”与“小说类型”视角

的小说研究和以通俗与高雅为视角的小说研究不是一回事，类型小说不等于通俗小说。从类型小说的角度

看，《红楼梦》也可说是言情类小说，但它的故事结构和语言方式是言情的，却不是通俗小说，它里面用

了大量诗词，许多内容一般读者不是很容易理解，又如，“乡土小说”是一种“类型小说”，但是，不能

说“乡土小说”就是通俗小说。也因此，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类型化也不等于小说出版和创作的通俗化或者

庸俗化。类型小说也可以是非常高雅的，比如《曾国藩》等历史小说。换而言之，用雅俗给小说分类太过

主观，不利于小说发展。事实上，小说这种文体本身，近代之前在中国古代是被看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俗文体”，梁启超之后这个观念才改变的。  

３.小说创作类型化，不等于小说创作“模式化”。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小说，但是，科幻小说并没有

“模式化”，没有出现千篇一律、雷同僵化的现象。言情小说也是如此，在不断发展，它有些类型规约，

比如爱情必须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要素，但是，说到规约，小说文体本身也是一种规约，有规约不等于

就会“僵化”、“模式化”，就如同足球比赛有规则，但是每一场球赛都会千变万化一样。类型的规约不

会阻碍类型小说的个性化、创造性等，相反可以促进这种创造性——服从规则的创造性才是真正的创造

性，规则可能是保护创造性、个人性的。类型化甚至可能是丰富化的代名词。新的小说类型诞生（如奇幻

小说），旧的小说类型消亡（如黑幕小说），小说类型新陈代谢加快是繁荣，各个小说类型得到深化发展

也是繁荣。事实是，这几年，随着读者阶层化、小说类型化，小说格局更丰富了。比如，“文革”的时

候，我们只有一种小说——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现在，我们有多种类型小说：白领小说、打工族小说、商

战小说、官场小说；青春小说、乡土小说、都市小说等等，这是丰富和新生。这样看，类型化就是好事，

意味着小说创作格局的丰富，而不是单一。  

那么，小说类型化是否和小说创作的个人性的美学要求相悖？文学创作是个人化的事业，这是非常对的，

但是个人化和类型化并不是矛盾的。我们都知道五四文学是非常个人化的，可以说五四是一个非常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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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但同时五四又是一个非常类型化的时代，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五四文学的，但是我总结下来，五

四新文学是一种青春化的文学，它的作者都很年轻，作品充满了青春意识，也可以是一种青春类型小说—

—主要是爱情小说，据统计，当时有８０％的小说是爱情小说，这是从精神意识上来说的。从小说的文体

意识上来说，小说这个事物本来就意味着创作类型，它跟诗歌、散文、戏剧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从来

没有看到小说自身出现雷同化的现象。类型化不会导致僵化，就像小说、散文、戏剧的划分没有使小说僵

化一样，小说内部分成不同的类，不同的类遵守不同的创作原则、方法，也不会僵化。比如，奇幻小说，

它有共同的要素，但是具体到不同的作家，对这些要素的运用和发挥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我编选的一些

小说，有的人倾向于用中国传统的神魔素材，有的人倾向于国外的，比如日本、英国式的幻想素材，有的

人倾向于科学的幻想素材。没有一篇是雷同的。相反，我认为，这么多的人，集中精力于奇幻小说的创

作，恰恰发展、深化了这个小说的类型，我们看到奇幻小说自诞生以来，并未因其是一个类型小说而僵

化，相反，它是更加丰富、更加深邃、更加成熟、更有魅力，它对当代整个小说系统构成了一次丰富和发

展。  

近年来，关注小说类型化趋势、研究小说类型问题的批评家还不多。一般说来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因

为理论首先来源于实践，所以批评家对当代小说的整体风貌的认识要稍晚于它的发展，对它出现的新现

象，比如奇幻小说等等的产生，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滤，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之视而不见甚

至故意回避，却是万万要不得的。面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新格局，对当代类型小说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建立

一个对当代小说发展有解释力的理论批评体系很必要。我们尤其要关注两类小说类型，第一是新创生的那

些类型，比如奇幻小说，第二要关心那种有中国特色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传统，在当下又获得新生的

那些小说类型，比如中国故事、官场小说等等。我们现在的小说批评已经滞后了，这和当代小说理论僵化

也有一定联系，理论和批评要向小说创作汲取养料，才能有新的发展。  

  最后，类型小说的创作和出版，的确和文学的商业化倾向相联系，但是，我认为，商业化不一定是坏

事，从特定方面讲，它可能是好事，没有商业化小说就不可能找到其读者，我们难以想像用计划经济的方

式把小说按计划分配给读者，对小说发展会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文学创作和出版市场化的程度

的提高，文学的发展是大大的丰富了，好的商业化对小说是有促进作用的。 

原载：《中国艺术报》2008-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