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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文学本体的挑战及对策

【作者】李夫生

    数字化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根本性飞跃，也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挑战。这不仅表现在

人类对它越来越明显的依赖性和亲和力，更表现在它对人类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决定性影响。随着国

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悄然出现，而且大有向传统文学叫板和对垒的

势头。网络文学使得我们的文学理念受到从未有过的严重挑战。 

            一、本体空置：文学是什么？ 

    我们在讨论网络文学之前，有必要对这个中心概念作出界定。我们所指称的网络文学，是指在网

络各文学网站和个人主页上创作和发表的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它既包括反映网上生活的作品，也包

括反映其他各种生活情状的文学作品。 

    长期以来，“再现”和“表现”一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争论不休的关键所在。现实主义强调

文学的再现功能，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文学家的作用就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

语言文字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要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生存实况，唯

有通过内心世界的探索才能得以实现。因为内心真实才是最根本的真实。 

    无论是“表现”还是“再现”，在文学认识上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认为文学是作者用想象或借

助想象以某种代言人的形式创作出来的、用文字加以表达的幽闭文本。具体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其

一，作者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其二，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文字写作的供人阅读的文本；其三，文

本一经形成，其形式和内容具有封闭性，文本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所在。 

    网络文学所显示的特征恰好打破了上述这种文学理念。网络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不是“再现”和

“表现”的问题，也不是两者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文学是什么”这样一种带有文学本质性的

问题。 

    开放的网络结构，这是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思想。网络文学的最大魅力，也是对传统文学本质性冲

击最大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其文本的开放性。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读者不仅是个被动的阅读

者，也可以是个主动的创作者，这是网络文学特别诱人的地方。网络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其开放性和

广域性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甚至准爱好者提供了尽情表现的舞台，而写手们则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纯

粹是凭爱好、激情来写作。因此，网络文学比传统媒体上的文学更大胆、更开放、更自由，呈现出真

正的“创作自由”态势。一个文学文本的阅读与写作，可以在一种交互性作用下完成。作品的原创作

者无法左右自己作品中情节和人物等的发展趋势，其作品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结局，这在网络上是不

足为怪的事情。其他作者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随意地参与你的创作，可以对你的作品进行

随心所欲的修改、删节、续写，最终使你根本认不出这个“孩子”与自己有什么“血缘”关系。虽然

传统传媒如报刊也常进行一些文学接力，有的小说家也在尝试用纸牌形式进行小说创作，如法国“新

新小说派”代表人物萨波尔达的《作品第一号》，就是一堆写满小故事的活页纸，读者可以任意换

洗。但与网络文学的这种交互性特征比较起来，传统文学的开放性远不能及。当年巴赫金煞费苦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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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复调小说理念在网络时代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网络文学的互动性使得网络文学呈现出一种真

正的“众声喧哗”的态势，也使得文学离传统定义下的本体特征越来越远。 

    更大的冲击力来自网络文学中日新月异的多媒体技术支持。互联网络将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

超文本技术融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更为广泛的交流模式，可以交替地“说”、“听”。因此，在文学

文本中嵌入影像和声音，使得文学具有一种直观性，这在今天，已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流传较广

的网络小说《火星之恋》，在主要用文字叙述的过程中，不时插入一些感性的外空音乐和图片，为我

们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如梦似幻的、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这样，自九十年代以来，作家们孜孜以求而不

得的所谓跨文体写作，在网络时代却被易如反掌地真正得以实现。 

    这一切，传统小说是无法做到的。传统文学的物质媒介主要是语言文字。这种文字物质媒介下的

文学作品作用于接受者主要依赖于两样基本的东西，即作者文字表达技巧和读者的形象思维能力。这

是一种基于文字魔爪下的思维形式。而网络文学对这两样东西的倚重大大减弱。直观材料的介入使得

阅读具备了一种逼近真实的实体感。比如，描写音乐，无论作家的文字功底有多厚，都无法把音乐的

真正内容一无遗漏地表现出来。比如大诗人白居易是描情状物的高手，但他在《琵琶行》中描写琵琶

女演奏之精彩，也只不过是比喻成“大珠小珠落玉盘”而已。若是现在，白居易就可直接嵌入琵琶音

乐在作品中。读者鼠标一点，琵琶声应声入耳，这种直观性是任何文字所无法代替的。 

    然而，由于网络文学的交互性与灵动性，使得网络文学的文体特征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 

    一般说来，文体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文学的体裁特征，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一是指作者写作

中各种技巧，尤其体现在语言上的独特风格。由于多媒体技术的支持，文学中的纯语言特色已经变得

不再那么重要。虽然传统印刷体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图文并茂者，但与网络文学中影音并陈，交互能动

相比，两者的差异性依然很大。 

    网络文学写作技巧的自由不仅表现为多媒体艺术的展示，也表现在网络文化所特有的语言风格

中。如网民们所津津乐道的台湾痞子蔡（蔡智恒）在BBS上发表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 其语言

就大量采用了网络聊天上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和BBS情景渲染。 

    这样一来，网络文学作品中非常个人性的语言特色就被这种工具性的东西所替代，作品风格，尤

其是语言风格也就再难像从前那样凸现出来。因此，网络文学的文体特征便很难辨认。这种夹杂着各

种类型艺术、各种体裁风格和大众网络语言的东西，用传统的文学术语人们几乎无法为它准确命名。 

    无庸讳言，在描绘场景，叙述情节，尤其是还原生活的原初细节方面，网络文学交互式超文本写

作所具有的优势是传统的任何文学形式都无法比拟的。 

    但是，由于上述原因，网络文学使我们在获得一种全面感知的“真实”刺激的同时，也感到一种

茫然。我们不得不对“文学”本体论提出种种疑问：在我们所依傍的文学基本理念中，这种写作还能

叫文学吗？传统文论中的文学概念还能涵盖得下这种形式的写作吗？但是，如果不叫文学，这应该叫

什么呢？ 

    网络时代，文学迎来了一个本质论上的挑战——什么才是文学？！ 

            二、主体缺省：谁死了？ 

    按照传统的理解，文学的主体性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即创作（作者）主体、接受（读者）

主体和对象（作品人物）主体。但在网络时代，上述文学主体性都受到了严重挑战。 

    自文学诞生之日起，作家的主体意识便被确立。即使在口口相传的时代，作家的中心位置已是确

定无疑的。因为无论何种形式，作品的形式过程往往都是作家个人化劳动的结果。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从知识考古、性意识以及监禁与文明，规则与惩戒等方面的研究中，找到了解

释知识和权力关系的新答案。福柯认为：任何一种知识和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与权力发生



千丝万缕的共谋关系。换句话说，即任何一种知识都是某种权力的表征。按照福柯的这种知识／权力

转换机制原理，无疑，文学也是一种权力话语。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和教育的原因，文学创作总是少

数精英人物的事情。中世纪欧洲教会文学的非凡发展，以及世俗文学的萎缩，从反面说明了知识的垄

断对文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综观文学发展史，文学的消长起伏，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们的知识话语

垄断密切相关。 

    由于知识话语的垄断，使得作家的自我主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作家总是在

一种自觉不自觉的状态中以盛气凌人的口吻训导民众，而作品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他们宣讲布道

时引用的一则寓言而已。当他们和主流社会合流时，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其训导话语与主流意

识形态同构；而当他们与主流社会相忤时，则摇身一变，成了愤怒的抗议者和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即

使在越来越边缘化的今天，他们依然以清高的“知识分子写作”自居，自我欣赏，戚戚玩味，有着一

种众人皆醉我独醒般的自傲。这种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和训导者的角色定位，一方面使得读者形成一种

屈从作者的心理，并且渐渐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作用于作者，作家的长者身

份和贵族化倾向积重难返。这样，作者离读者越来越远，越来越自命为民众的精神导师了。与之相

应，作者与读者就是类似于牧师与信徒的宣讲与倾听的关系。 

    然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却使得文学作者的传统地位受到质疑。首先，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的

传播途径增多了，大众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某种知识能为个人左右一时，但不能长期占有。文学

创作已不可能为少数人所垄断。其次，如前所叙，由于多媒体技术的支持，网络文学呈现出一种超文

本态势。伴随着网络这种新的文学载体的进步和变革，一次文学普泛化的过程业已形成。网络给了每

个人同样的发言机会，从而使传统的个人宣讲变成了真正的“众声喧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间隔被

消解了，变成真正的一体化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还打破了传统文学严格的运作机制，作品的发表

不再需要苛刻的遴选，不再需要严格的书报检查。其结果是，只要有兴趣，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发表

任何一件“作品”。 

    这样，传统文学作家的地位被彻底解构了。任何作者，都不能再以代言人的身份为人立言，而只

能是众声之一种。由于作家主体性的虚席，文学文本在构成真正的“众声喧哗”的同时，原先由某个

作家独立构思的，具有整体品质的人物、性格、主题、情节、文体、语言、风格等等，一切都解体

了，都不一致了。换言之，作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自己作品中人物性格、情节等等的发展，而只能

随续写者续写的变化而变化。另外，网络文学写作追求的是一种平面化，一种庸常化，它不屑于，实

际上也难以反映重大题材，难以用宏大叙事来反映人类的整体精神实质。网络文学中的世界，只能是

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的世界，一个反诗意化的世界。相反，“众声喧哗”的结果，倒有可能

是“七零八落”或者说是“鸡零狗碎”。原先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主义思想，那种“高尚纯

洁”式的写作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名凡夫俗子，具有的只是小人物式的卑微与凡

俗，只能用调侃的方式面对复杂纷纭的世界，全无“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气概。更为严重的

是，这样一个文学世界，造就的是与之呼应的读者。实践已经或正在证明，在一个传媒越来越发达的

时代，读者被训练成越来越没有耐心，没有想象力的人，他们对文字的要求是直接了当的，明白刺激

的。这样，作为诉诸文字的想象的艺术，就真正面临一种危机了。 

    文学的主体性就这样被消融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仅是一个“作者死了”（罗兰·巴

特）的时代，也是一个读者虚位的时代，同样，更是一个形象主体欠缺的时代。 

    在一个“大家”都“死”了的世界里，文学的主体性在哪里？文学还成其为文学吗？ 

            三、文学空间：可能性限度在哪里？ 

    浅显地说来，文学的本体论的问题就是写什么，谁来写，怎么写的问题。在后工业社会的网络时

代，文学的上述本体特征无疑受到严重的挑战。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文学的空间是否依然存在？文

学的圣殿是否就永远关上了她的门扉呢？如果还有一种称得上文学的东西，那它还在多大的程度和多

大的范围内起作用？ 

    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空间确实是越来越窄了。但若将这种状况置于传媒发展的历史链条

中加以考察，我们则会泰然得多。纵观文学的发展过程，哪一次媒介的发展不引起一场文学本身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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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呢？纸笔的出现是对口头传唱文学的冲击，印刷品的出现是对手抄文学的挑战，而广播电视等大众

传媒的出现，对文学的冲击力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每一次文学媒介的革新，都不同程度地伴随

着相应的文学本体上的变化，只不过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秘罢了。因而从这个方面看来，人们

也就容易找到坦然面对网络文学本质革命的理由。 

    前面我们探讨了网络的超文本写作模式给文学带来的本质性革命。这种交互式的写作对传统文学

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对文学生存构成威胁的同时，其实又给文学本身带

来新的生机。这不仅表现在文学超文体写作的真正实现，还表现在它满足了人们交流、抒情、创造和

表现的欲望，激发了人们艺术的创造能力。网络文学的起因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自身体验的

表达，个体情感的宣泄，所以网络文学没有禁忌，内容的自由给予文学创作以心灵上的彻底解放。它

让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中来。在扩大了文学爱好者和业务创作者队伍的同时，也拓展

了文学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方面看来，这对文学本身又不失为一种福音。 

    网络文学是信息高度发达时代的必然产物。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里，文学一方面出现了急功近

利的浮躁倾向，另一方面也有向悠闲姿态回归的趋势。因为信息的疲劳轰炸在使人类更加聪明起来的

同时，也使人疲于应对，使人变得迟钝而麻木。信息的崇拜者更受到信息的误导。在这种悖论式的社

会发展中，文学的相对空间便出现了，文学抚慰人们疲惫心灵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这样，文学在

迈开大步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文学愉悦审美的一面。这就使得文学有着向

传统回归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不管文学世界怎样千奇百怪，但在表现人类生存状况上却是共同的。我们知道，无

论是远古时代的口头歌谣，还是当下的网络创作，实际上都是表达了人的一种存在状况和生存需要。

因此，作为写作的最重要也可能是最后的理由，“存在”不失为文学指明了一条出路。所以，恢复一

切微小、卑微、琐碎的事物在作品中存在的权利，使之成为生活意义的真正建筑者，让写作在我们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展开，这应该是当下时代里文学从荆棘中突围的一条蹊径。当大而无当的所谓客观

的真相已被遮蔽，读者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来自作者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文字训导时，文学就不应再醉

心于发布时代宣言或充当引路人的角色，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和描绘芸芸众生本身的生存状态，展示和

捍卫人类空间中个人性和当下性的东西。 

    富有意味的是，人的存在和人的现实，又正是人的本质性的东西。所以，从某种程度看来，网络

文学这种当下性，其实又暗含了它的另一个可能——文学的本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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