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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笔谈

【作者】王宏图等

网络文学路在何方？ 

复旦大学中文系 王宏图 

    不要说一个世纪以前，就是50多年前计算机刚刚诞生之时，最富于奇思异想的人也难以想像它会

在当今社会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最后竟一跃而为整个社会成员进行物质与精神交往的基础部件。

联接着上亿台计算机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已经（或正在）覆盖到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各个角落，

构成了日夜奔腾不息的电子神经脉胳，一个数字化的地球已雏形初具。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社会各个领域都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裹挟到了汹涌的电子化潮流之中。连人类

最为古老的创造活动之一的文学也无法置身事外：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勃兴便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明

证。开始，它似乎只是一些文学爱好者在电子的虚拟空间中的胡涂乱抹，以满足在纸质印刷媒体中无

法轻易兑现的发展欲和自我表现欲。和容量有限、等级森严的纸质文学媒体相比，浩渺无边的网络真

成了跃跃欲试的文学写手一展身手的伊甸园。这儿，先前的一切束缚与局限似乎在瞬间变得荡然无

存：作为一个文坛的无名之辈，你再也不用为寻觅发表的园地而忧心忡忡，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你的写

作成品送上网络。作品发表之后，你再也不用在望穿秋水的焦虑中期盼读者的反馈信息，你可以与网

友进行即时的双向交流，他们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你的创作。从古到今，文学创作与接受之间由时间差

造成的鸿沟刹那间就被填平了。有些情形下，网络上的文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作者自唱自吟的成

果，而成了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不断交流、影响的交互式作品。名躁一时的蔡智恒的《第一次亲密接

触》的创作过程便显示了这一点。 

    此外，由于网络文学产生的独特氛围，它在语言风格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体现在简短的句式、

句子的排列、大量网上独有的“黑话”等。由于网络写手大多是一些传统纸质文学圈之外的人物，他

们的作品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传统作家所具有的害怕被历史上大师的影子罩住的“影响的焦

虑”，因而他们的作品从总体风貌上呈现出难得的清新、质朴与自然的风韵。试看《第一次亲密接

触》开首的那几段半疯半痴的呓语：“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

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太平洋的

海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率直、天真的痴迷、外加一点点调侃，酿成了一种稚

拙清新的风格。它完全无视文学传统巍峨的神殿，以近乎创世的热情在比特世界晨光熹微的地平线上

另行打造出了一方蓊郁的园地。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前些日子网络文学繁荣的表象背后，它的前景究竟如何？它有没有可

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甚至全面取代纸质文学作品？ 

    只要对网络文学稍加浏览，你便会发现，很大一部分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情节与网络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有趣的是，那些正处于花样年华之中的俊男靓女不约而同地从现实生活中胜利大跳亡到

了网上的虚拟世界，他们在网海中相识、相知、相恋，而现实生活中的相遇在这里常常只是作为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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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曲或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出现的。美丽、飘逸着夺目莹光的网络成了他们人生最主要的场所，

而他们在网上互吐衷肠的聊天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前面论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便是这样。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类网络文学作品成了“自身的影像”。 

    这是一种极度自恋的写作：它不是展现、描绘比特空间之外的大千世界为己任；相反，它的载

体——网络成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尽管它镜面上五光十色，令人目不遐接，但它几乎是一个全封

闭的系统。它的所指在繁富的表象的大海中浮漾了一大圈之后，总是回归到自身，回复到网络之中，

镜面上映射出的总是它自我的尊容。表象的丰富与内蕴的单调在此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网络文学

在题材上的这种狭隘与单一在很大程度上已极大地束缚了它进一步的发展的潜力。 

    其次，网络文学在发轫之初有着一个激动人心的理想目标，那便是在穿梭往返中创建一个人人都

能参与的自由、平等、非权威化、取消了一切等级秩序的精神乐土：在这儿，大师与无名小辈拥有同

等的发表权利和空间，智者与庸者能平心静气地交流沟通。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是否真的能够建成？它是否真的能够维系下去？不容

否认，从技术条件上说，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作品，参与讨论，但光是这一点并不能保证网络上最

后成形的文学世界将是一个敞开的世界。实际上，如同在网络之外的任何地方一样，等级化的权威体

系依旧会产生，并起主宰性的作用。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平等、自由交流的理想，并不是我们喜欢构建富于压抑性的等级体系，而

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生命也都是有限的。注意力有限和时间有限注定了人们必须

对不断涌现的作品进行程度不一的筛选。面对网络世界众声喧华的局面，在经历了最初的新奇感所引

发的兴奋之后，人们期望通过某种权威性的优选法则，遴选出一批杰出的作品与杰出的作家，构建出

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而其他浩如烟海的作品则被无情地淘汰，置于无人关注的死角之中。尽管它有

许多弊端，会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打入冷宫，但它至少使我们不致陷于无边无际的沼泽之中而无力自

拔。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尽管其体裁不同，但它最后的运行方式则不可避免地与纸质文学世界

趋同。这种趋势现在越来越明显，几大文学网站在众多对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它们实际上已起着纸

质世界中文学期刊的功用，只不过在容量方面有着更广阔的天地。 

    对着迷于网络世界的平等理想的人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梦魇式的结局。然而，追求人人的绝对平

等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迷思。每个人在生存权和其他社会权力上的平等不意味着他们在文化上能取得

同等的结果，起点的平等并不能必然地导致结果的平等。各个人的才能、禀赋、机遇的不同，决定了

各个人的文化领域的境遇与成就也各各不同。就拿文学来说，两个天性气质差异明显的人在创作上的

成就决不会完全相同。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奢求平等决不会带来真正的平等，到最后只会是文化整体

的粗鄙化与退化。 

    再者，在现阶段，网络文学还无法构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曾有人断言，网络文学依靠网上的

链接可建构纸质媒体文本无法比拟的、羼杂了音响和图象的超级文本。作为与相对封闭的书面文本相

比，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其意义链可以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扩展开来。但细究之下，这种所

谓的“超级文本”很难被视为真正的艺术创作。创造的本意在于从混沌中提炼出简洁清晰的形式，赋

予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如果只是单单为了突破纸质文本的有限性而将语词的意义链无限度、无节制地

开放，其结果只会使文本最终趋于瓦解，回归到混沌未分的状态。自然，一心想在文本的裂缝、间隙

中找到巅覆的喜乐的后现代主义者会为此欢呼雀跃，但这种泯灭了一切界限的文本最终并不能成为网

络文学的助推器；相反，它只会使网络文学的面目更为模糊不清，最后导致自身的消解。 

网络文学：新世纪文学新生的可能性 

上海大学中文系 葛红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面临的新的挑战，例如世界多极化的挑战、市场化的挑战等等，这些我们

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研究成果也已经不少，但网络世界的诞生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在纯文学界还

没有被认真研究。 



    许多人认为网络文学目前还只是处于婴儿期，不值得重视。这是极端短视的，要知道，比较于口

头文字、纸面文学，网络文学的历史是如此短，但是其成果却已经不能小觑，单从时间上看，如果说

口头文学、纸面文学是经历了以千年为单位的长时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规模，那么我们说网络文学在

起步上已经显示了它不同凡响的生命力。仅仅是二三年的时光，网络文学诞生了它的成名作家，如痞

子蔡、安妮宝贝等，他们在网上的作品经由出版社印刷出版以后都有不俗的销售记录，他们的作品也

为影视界看好。这是网络文学界的第一批英雄。那么随着网络文学成长期的来临，它的发展更是可以

预见的。 

    从另一角度看，那种认为网络文学是婴儿期文学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那些批评家依然在

用纸面文学的标准在审视网络文学。实际上，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纸面文学在经

过千年的发展以后，已经蜕化成了某种专业人士的职业行为，某种特殊知识分子的独占之物，因而从

形式上看，它的确非常精致，对于大量的普通读者来说，首先意味着的是难度，这是纸面文学发展过

熟的典型征兆之一。它不是纸面文学的优点，相反是纸面文学的缺点。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自

由，是人性的、游戏的、非功利的，那么我们承认文学在本质上是和专业化、贵族化不相容的，网络

文学正是在这点上将文学的大众性、游戏性、自由性还给了大众。它不需要纸面文学的那种精致、典

雅、技巧、难度、成熟。总之，不成熟正是它对抗纸面文学之过熟的优点。如果网络文学也和纸面文

学一样老气横秋，那它就不叫网络文学了。 

    许多人认为，目前的网络文学只是纸面文学的延伸，大多是纸面文学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上网而

已，不值得一提。这也是短视的看法。的确，目前的网络文学在总体水平上不尽如人意，但任何一种

事物，在其初生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正是这些欠缺才表明这个事物是新生的，它有着光明的前

途；相反，那些无所欠缺的事物大多是已经经过了青春期的，它们正在走向过熟期的路上。真正值得

重视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应当有发展的视野，应当能透过事物发展的点滴迹

象窥见它未来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目前正是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1.上网文学、网上文学、网话文学——网络文学的三种形态。所谓上网文学就是纸面文学作家将

他们在纸面创作、发表的文学作品出售或者免费提供给文学网站，令其在网上传播的文学，如网上金

庸的作品、王朔的作品、苏童的作品等等。这是网络文学在诞生期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看起来，

这是网络文学在利用纸面文学的现有成果，而网络文学在这种利用中似乎也丧失了自己。但，事实并

不如此，随着网上文学人口的增加，网上读者变成了网上作者，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网上文学。所谓网

上文学就是使用计算机进行创作，以网上发表为目的，以网上读者为假想受众的文学作品，例如，痞

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类作品和纸面文学作品有明显的区别，一是形式质朴、单纯、情真意

切，在叙述上强调快节奏，语言上强调理趣，很少冗长的修辞性环境描写、肖像描写，叙态从容。但

是，它们并非网络文学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们依然将自己限制在书写“语言”上，就这一点而言，除

了它上网、借助网络进行传播以外，它和纸面文学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真正能将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区别开来的是网话文学。它对于文学这种古老的文艺形式来说是一

场真正的艺术语言载体上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超文本”这种艺术语言形式上，网话文学

的高级形态应当是一种超文本的多媒体语言，在网话文学文本中，作者将有可能充分地利用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将各种图片、声音、动画组合在一起，网话文学应当是一种超级多媒体语言艺术；同时，

网话文学语言还可能是一种多向链接语言，在一个母本中链接着不同的子本，这样的文本能给读者提

供更为广阔的欣赏视野。 

    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场表现手段和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将几何级数地扩大文学话语的

表现力，丰富文学表现的范围和手段，在纸面文学经历其过熟而衰退之后使其获得新的生命。 

    2.自由、快捷、恣意——网络文学的三个特征。网络文学的本质特征是自由，由于它不依赖传统

纸面媒体，不需要占用有形的纸面文化资源，因而，它对现有的文化资源配置体系是一场突破，它可

能突破现有纸面文化资源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开辟一条新的文学战线。就目

前的网络文学发表体制来说，网络文学的发布有这样几种方式，网上文学期刊发表、个人网页发布、

讨论区张贴、电子邮件传播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需要主编、文化官员的审查的，因而，它在发布

上相对而言处于更为自由的位置，可以相对地说，它是一种自由的文学。同时，网络文学的传播也和

纸面文学的机制不一样，纸面文学依靠刊物和报纸的发行，依靠人工邮递，发行环节多，速度慢，费



用高，发行范围受限制，但是，网络文学不一样，它先天地就在网上自由地传输，它先天地就是属于

整个网络世界的，因而也是属于全球的，理论上说，它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世界，传遍网上的角

角落落。因为它的发布和传播是以一种蜘蛛网的形式几何级数地展开的。这就导致网络文学的第三个

主要特征：恣意。它是率性而为的结果，它大多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是出于游戏的目的，它更符

合文学艺术作为游戏的自由精神、非功利精神。 

网络文学：文学发展的第三历史阶段 

上海大学中文系 梁宁宁 聂道先 

    从文学发展的宏观历史来考察，文学在诞生之初是以口头方式创作、传播的，它的主要特征是口

耳相传。这一时期的文学我们称之为口头文学。口头文学的典型形态是民歌，这种文学形式在今天依

然保留着，在一些边远地区，它依然是民间文艺活动的主要形式。但是，口头文学的标志形态却不是

民歌，而是神话和史诗，例如古希腊神话以及《荷马史诗》等，当这些产生以后，人类的口语文学就

达到了巅峰，马克思就有这样的看法，认为那是人类在童年时代所创造的即使对后世来说也是高不可

及的范本。这样，口语文学就来到了它的成熟期，此后就进入了它的过熟期，民歌创作依然在继续，

但是，这种创作、欣赏活动，已经不再影响口头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的价值，这种文学形态的表现

力在神话、史诗中已经达到了极限，没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性了。 

    此后口头文学渐渐地失去了主导地位，它的地位被纸面文学取代。纸面文学在传播方面有口头文

学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它超越了口头文学在传播上的时空限制。同时，纸面文学的诞生也给知识分子

专业写作带来了可能性。文学传播的普泛化以及创作的专业化使得文学创作经验、成果的积累几何级

数地增加了，文学的表态方式更加丰富，文学的表达力更加强大，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情况比较特殊。中国古代文学，由于书写工作的昂贵和书写方式的艰难，许

多方面都保留了口头文学的特征，例如诗、词、曲、赋的韵文传统，这说明中国古代文言文学是以听

觉为鉴赏特征的，而这正是口头文学的最主要特征。在中国，真正的纸面文学时代起源于本世纪初，

现代出版业的崛起，纸面文学刊物以及文艺出版社的发展为现代纸面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

件。而这种纸面文学的繁荣和成熟是以白话文学为典型形态的。经历了近100年的发展，中国现代白话

纸面文学的成熟出现在20世纪末。紧接着它的过熟期也来临了。 

    就文学发展的宏观历史分期而言，纸面文学之后来临的必然是网络文学时代。二者之间有替代性

的关系，纸面文学的主导地位将渐渐让位给网络文学，从而开创了继口头文学、纸面文学之后的第三

个文学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纸面文学迎来了它的大发展时期。首先是国际政治环境，世纪末政治格

局的多元化，为中国纸面文学赢得了宽松的发展氛围，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为纸面文学提供了多元化的

价值取向，纸面文学的面貌更为丰富。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纸面文学也表现出了衰退的迹象。(1)

玩偶化。90年代中国，是一个不是商品的商品品牌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那就是“布老虎”。这是一

个征象，一个以玩偶为命名的文学品牌为什么能在90年代中国大行其道？它预示了文学在90年代的命

运，如果说80年代中国文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审美的、人生的、思想的，

那么90年代很明显，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地位急剧地下降了，它已经降到了玩偶的地位。(2)操作化。

“操作”这个词仅仅是在80年代还不为人们所知，但是，到90年代它就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文学术语

了。它一方面是文学创作术语，例如“雪米莉”的作坊式言情小说创作，例如“金庸”的流水线式武

打小说创作，雪米莉、金庸都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文学创作工厂的名字；另一方面“操作”也是一

个文学促销术语，换句话说，文学越来越依赖和它不相干的事物来争取读者了。例如90年代以来文学

界的操作策略，“美女作家”、“新新人类”、“断裂作家”、“小女人散文”等等，它们和80年代

的文学词汇“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新写实文学”等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和文学有关，而

后者和文学无关，前者是文学命名，后者是广告命名。(3)影视化。纸面文学越来越试图通过非纸面文

学来赢得读者。这不能不说是纸面文学衰退的迹象。“触电”是90年代纸面文学作家最热门的语汇，

一方面是纸面文学作家的成名越来越依赖电影和电视，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纸面文学作家更主动地

向影视靠拢，他们的身份是纸面文学作家，但是，写作过程却是向着影视去的，他们在创作之初就常



常已经想好这个题材是否有合影视性，是否能被影视看中。(4)改刊潮。90年代初文学刊物已经先于作

者、读者、批评家感到了纸面文学市场萎缩带来的压力，它们对此不是没有反抗的。但是，那时文学

刊物之反抗主要取道文学内部，想振兴纸面文学，办法是树立文学流派大旗，通过扶持文学流派形成

刊物特色，争取读者回归，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新状态”、“新都市”、“新市民”等一系列

泡沫流派，当然最终都失败了，纸面文学不但没有什么起色，相反越来越表现出溃败的迹象来，90年

代末期，文学刊物订数进一步下滑，许多刊物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刊物放弃了

纯文学的思路，掀起了改版的热潮，但是如今改版潮已经尘埃落定，改版的刊物从《北京文学》、

《小说家》到《湖南文学》、《当代作家》，可以说没有一家是成功的。更不要说《广州文艺》、

《海燕》、《珠海》等从文学领域的全面撤退。(5)上述迹象表明纸面文学已经到了它的过熟期。有两

个理由。一是纸面文学经过千年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产生了成熟样式，诞生了巅峰范本，这些样

式和范本对于它自己来说都是难以超越的，虽然纸面文学还将存在下去，但是，纸面文学本身作为一

种文学形态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此后虽然作品还将不断产生，但是那是一种过熟之后的产品，其意

义是有限的。即使是中国汉语言文学，从世界范围来看它的纸面文学是成熟得较晚的，但在20世纪

末、21世纪初也达到了它的成熟形态，产生了获得世界大奖、为世界认可的大师。二是纸面文学的表

现力已臻达极限，对汉语言来说《活着》、《马桥词典》、《灵山》、《心灵史》、《白鹿原》、

《废都》、《尘埃落定》等，它们是纸面文学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纸面文学即将到达它的极限的表

征。 

    换言之，纸面文学的过熟可以从这样3个方面来看。(1)言简而义繁。一种语言文学的成熟有一个

标志，那就是能否做到以极端的简约形式达成无限丰富的意蕴。语言以及形式都极其简单，但是韵味

却无比丰富，这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汉语言文学而言，随着《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的

诞生，我们认为这种境界已经到达，上述小说在形式以及语言上都是极端简单的，但是，其意蕴却又

是无穷的。(2)言繁而义简。某种意义上，如果某种语言的文学出现了形式繁复、雕琢，但意蕴却雷

同、空洞的情况，便说明这种语言文学已经达到了它的极端。从《马桥词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迹

象，《马桥词典》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但是其意蕴并未因此而增加，较韩少功早期的作品，它并没

有什么发展。(3)极度的繁荣。90年代以来，我们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长篇小说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

展，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特别是上述一系列优秀小说的出现，更是表明现代汉语言文学成熟期

的到来。中国古代纸面文学的发展，总是处于繁复和简约的二重变奏之中，复古与反复古是它循环反

复的主题，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文言文学早就达到了过熟期，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文言文的制度性

保护，使文言文学不能依照自己的过熟规律发展到白话文，因而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循环往复地打

转，但是，每一次打转它都有自己的规律性征兆，例如，极端的形式主义，极度繁荣，技巧的巅峰性

高度等。现在白话汉语言文学也走到了这样一个过熟的关口，其真正的发展，已不能在白话文学内部

解决，只能期待某种语言形式上的本体性新生。这个道理和当初文言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是一样的。 

    那么过熟的中国当代白话纸面文学其新生的基点在哪里呢？在网话文学。网话文学对于文学来说

不仅意味着文学传播形式的网络化，还意味着文学语言的网话化，它将使古老的文化在过熟之后迎来

新生。纸面文学在与网络文学的对比中其表现力、传播力的欠缺更是暴露无余，网络文学为文学的新

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网络文学的优势 

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 王一侬 

    网络是一种信息的载体。网络与文学的最初结合应该归功于bbs。网络发展之初，人与人的联系沟

通一般只有email这种简单方式。bbs的出现使人们在网上的交流更为直接。通过bbs，人们可以在网上

直接发表自己的作品以及对别人作品的意见建议和评论。最初的bbs和目前各大网站现在的bbs有所不

同，是通过一定的bbs软件实现沟通和交流的。bbs发展到今天，已经不需要什么软件，它只须登陆网

站便能实现。bbs这一名词也已被“留言板”和“论坛”所替代。 

    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网络这个世界后，便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在网上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一

些对文学有所爱好的网民开始建立最初的文学网站。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或者他们所喜爱的别人的作品

放在网上，供人阅读交流。网络成为文学的一个大型舞台，人们在网络世界里自由地追寻着自己地梦

想。 



    网络使得人们的发表、阅读作品的观念大为改变。其最主要体现在作者和读者的沟通和交流更为

直接方便。按照传播学的观点来看，信息的发送和信息的反馈是紧密不可分的。而传统方式下的作

品、作者和读者的交流是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事。尽管有所谓读者调查的活动，但实际效用不高。 

    而网络之于文学则有着独到的优势，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网络拉近了人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只要你有一部可以上网的电脑外加一根电话线，就可以

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联系上。距离不再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网上收看到地球另一端的朋友所写的

文章，而这在往常是多么的困难。在以前，要想阅读到他人的作品，你就必须去书店或者图书馆去购

买、借阅作者的作品。如果作者的作品在国内并无出版权，那就更无法获得了。网络相对而言是自由

的。网上的作品可以给任何人阅读到。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就是传统方式所不可能做到

的。 

    其次，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间信息的交流也越来越直接。以往作者只是单方面的提供

读者自己创作的作品，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接受等信息的反馈往往无法直接提供给作者。作者之于读

者就好象是广播台之于收音机，收音机只能接受广播台发来的信息而无法对之作出信息的反馈。这样

子作者于作品都是不利的。而通过网络，可以做到作者与读者直接交流。读者可通过多种方式和作者

谈谈阅读后的感想、体会。譬如直接给作者发个email或在bbs上直接给作者作品留言。而且，这种作者

读者之间的交流不仅是一对一地进行，甚至可以做到多对一的讨论。人们在互连网的留言板上可以直

接对作者作品展开讨论，发表各自的不同见解。 

    再次，网络人人可以参与。在有纸张出现以前。古人主要靠默记或写于贵重的绸帛、竹简之上，

文学的记录和流传主要靠父子相传或是史官相传。孔子删定的《诗三百》竹简得用好几牛车装。当时

的诗歌、史籍通过文字记载下的只是一部分，信息交流的不便和闭塞客观上妨碍了文学的交流和传

播，当时的文学可以说基本上是贵族文学。从蔡伦发明了纸张，文字的传播得以迅速而且廉价，不光

士大夫之流参与文学创造，即使平民百姓写诗论文、著述立说也成为可能，文学得以迅速发展，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汉唐文化之所以远远领先于当时的其他文明，纸张的发明“功不可没”！Internet

的产生是信息交流的一大革命，连带着多种新兴产物的崛起，而最引人暇想的是它将能为文学的兴盛

和发展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网络的诞生为多数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圆梦的机会。即使你不是

个知名作者，一样也可以在网络世界里方便自由地发布自己的作品。在网络上，作者的身份不是关

键，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很多网络知名作家就是靠着自己的作品来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只要有好的作

品，你就能在网络的文学天地里混出个名堂。网络文学不再需要依靠外在的出版、印刷、发行等物流

系统的支持。 

    最后，网络世界使得文学的表现样式更为丰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页不再是只有单调

的文字。网络可以做到影、音、文互相结合。这也是传统媒介所难以作到的。随着一些主页设计制作

技巧的不断进步完善，网页的表现方式也越来越精彩。漂亮的chromeless小窗口、flash动画、以及

realplay格式声音文件等等各种网页制作方式的出现、完善，使得文学的表现方式不单单只有平面的文

字构成。动画、声音与文字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这在传统方式下是难以做到

的。 

“网络文学”的特点及现状 

上海大学中文系 滕常伟 桂晓东 

    网络文学并不是“网络技术＋文学作品”，传统纸面作家认为它就是“将文学搬上网络”，仅是

文学传播介质不同，这些观点都没有认识到网络文学的实质，随着IT业的发展，VR技术的成熟，网络

文学在生产、流通、阅读和接受方面几乎完全是异质性的。这种异质性使网络文学较之于传统文学表

现出如下不同。(1)发表的自由性。它可在bbs以发帖子的方式发表，也可通过向网络文学刊物投稿发

表，也可通过个人的主页发表，大多数情形下发表是没有审查的，自由的。(2)流通的撒播性。纸面文

学的流通都是通过有形的书籍、刊物以线性的方式进行，但是，网络文学的传播却不是如此，任何一

个读者都可以是“印刷者”，理论上说他可以无限制地复制转发给他的下一代读者，因此，它的传播



是以“代”的方式，以几何级数增加的。(3)本文的分延性。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对文本进行修改，形

成对文本的再加工，进而从母本可能分延出无数的子本。(4)阅读接受的互动性。网络文学创作及接受

双方的互动性和传统文学是无法比拟的，传统纸面文学的读者只能是被动地授受，而网络文学大多数

情形下读者都可以与作者直接交流，形成互动性阅读。(5)文本的多媒体化、高科技化或者说超文本

化。网络文学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种：采用传统创作方法创作，然后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以及利

用多媒体电脑技术和互联网交互作用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只存在于网络，其代表有联手小说、多

媒体剧本等。目前，网上作品主要是第一种。因此，网络文学还有待于网上作者进一步地利用网络技

术、多媒体技术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对自己的突破，形成真正的只属于网络的文学。 

    网络文学将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文学革命，我们可以称它为“网话文”。从语言到内容

到结构，“网话文”都将为世人展现出它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来源于“超文本”。它将打破传统文

本A-B-C-D的直线式、顺序式的叙述结构，以非线性的结构形式使作者可以从一个事物的叙述过程无

限地与其他事物相“链接”，从而作出不同的文本。也使得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读到不同的内

容，甚至将自己的创作加入其中，形成新的文本方向，真正实现作者、读者身份的双重化、交流的一

体化。它将实现从单纯的文字文本到图文并茂、文字声音并举，文字和动画同行等新的超文本创作和

欣赏方式的转弯，使网络文学不仅仅是读的文学，同时还可能是听的文学、看的文学。“超文本”文

学将把作品的写作和阅读带入一个全新的境域。 

    对于网络文学的现状，目前的传统文学批评家大多评价偏低。吴俊认为：“在网上阅读过程中产

生的身体疲劳感及种种不适，就几乎是无法避免和克服的。阅读纸质印刷书籍与面对一成不变的文字

屏幕，两者的世界感受和身体要求可以说完全不同，后者的枯燥易倦和单调乏味远非前者可比”。对

于目前技术下的屏幕来说的确如此，但是，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的，屏幕阅读的视觉疲劳和不适问题，

应当说是可以解决的，例如超大直角，刷新频率在75赫兹甚至100赫兹以上的显示屏幕就可以部分地解

决问题，至于“一成不变的文字屏幕”只是因为目前网络文学作品大多是初级形式的文本文学，高级

网络文学的形式当是超文本的，那时，网络文学的读者所面对的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字屏幕”了。

我们的观点是不能用传统的纸面文学的标准来要求网络文学，例如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展示，对时代

背景的广泛描写等等，网络文学在目前的态势下，它还是一个网民圈子的文字，它有其特殊的趣味、

特殊的题材域和体裁取向，这决定了当前文本型网络原创文学的特点；为了适应网络浏览而采取的快

节奏叙述，网络符码的应用（如0）以及中英文杂糅、题材的网络化等。网络世界里人更多的是在浏览

而不是在阅读，所以叙述节奏要快；要在信息洪流中获得读者注意，网络文学在题材上面多取材于网

民生活是必然的；网络文学的读者、作者都是经常上网的青年男女，因此网络文学的语言风格就必然

要与他们的年龄层次和知识结构紧密适应，例如较高的网络知识水准，英语水平等等。如果我们不是

从上述特征出发，而是从传统纸面文学出发来衡量网络文学，那么显然它在题材面、体裁样式、经典

作品方面比不上纸面文学。 

    但我们要想一想，纸面文学今天的成就是数千年人类不断积淀的结果，而网络文学是刚刚诞生了

不到5年的新生事物，在大陆，他甚至才是刚刚降生的婴儿。如此看来，网络文学的成就不是很贫乏而

是已经很高了。 

    1999-2000年，可谓是网络文学成长的关键年份。正是在这个年龄蔡智恒通过《第一次亲密接触》

一举成名，尽管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它俗，但偏就是这篇俗文让“网络文学”名声鹊起，向世人和网虫

们明确地宣告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一时间就连不上网的人都知道有了这么一篇“网络文学”，

目前这篇小说已经改编成电影。之后“网络文学”作者就尝到了做名人的滋味，其数量开始成几何级

数猛涨，邢育森、李寻欢、安妮宝贝、宁财神、苯狸、黑可可、玫瑰灰、安文、何从等贴着“大陆网

络原创作家”的标签来到了网民的面前。另外，大批网络创作者开始浮出网面，一些致力于网络原创

文学的优秀网站开始从芜杂的网络大潮中脱颖而出，如中文网络文学精萃(http://chinese-

literature.com)、书路(http://www.shulu.net)、黄金书屋(http://goldbook.yeah.net)、原创广场

(http://www.wenxuecity.org/cgi-bin/square.pl)、榕树下(http://www.rongshu.com.cn)、原创动力文库

(http://202.103.44.245/ycwed/original)、新语丝文库(http://www.xys.org)、琪琪书吧

(http://bookbar.126.com)、天涯虚拟社区(http://club.hi.com.cn)、橄榄树

(http://www.wenxue.com/gd/index.htm)以及博库、八面来风、麦田守望者、左边卫等等。各大媒体都开

始注意起了网络文学这个沉寂在文坛之外的新生儿，“网络文学”知名度的不断提高，传统媒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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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寻找新的生财之道。时代文艺出版社首次以整体的方式推出了《中国网络

原创作品精选》，将时下活跃于网络文学界的“腕儿们”几乎“一网打尽”；接着，上海三联出版社

的《进进出出——在网与络、情与爱之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武恒山主编的两卷本号称“全部

由网人撰写的原始、真实的青春故事”的《青柿子——网虫的青春故事》；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

实力派作家组成的一套丛书，虽然这些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和网络文学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这套丛书

却叫“网络文丛”；市面上一套卖得较火的“70年代生女作家文丛”也不甘落后，在扉页上纷纷地打

上了作家们的电子信箱地址；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网上文学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

“网络文丛”也待出笼。不仅网络文学真的成了纸面出版业赚钱的新宠，原先的纸面文学也开始通过

和网络挂钩或者冒充网络文学而吸引读者，由此可见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了。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

前身是1953年建立的全国第一个

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著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素有“陇上

毓苑”之美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人文传统。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渊源

有自，基础厚实，发展强劲，特

色鲜明。前有梁宗岱、王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