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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网络文学学科体系

　　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经走过20余年的历程，展示出勃勃生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10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网络文学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与会学者围绕“网络文学的发展机

遇与挑战”“网络文学当下研究热点和重点”“网络文学与数字人文研究”“网络文学对外交流问题研究”等议

题展开深入研讨。

　　网络文学焕发活力

　　近年来，网络文学发展为当代文学带来了许多新鲜的、具有冲击力的话题。当前，网络文学逐渐走上以质量

为生命线的健康发展轨道，现实题材作品脱颖而出，受到读者关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表示，这些

优秀现实题材作品生动反映时代生活，拓宽了网络文学题材范围。与此同时，网络作家对主流文化、主流价值的

认同感正不断增强，他们自觉在作品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彰显中国精神。网络作家的

“四个自信”显著增强，越来越有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网络文学正成为反映新生活、弘扬正能量的重要力量和

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新时代，网络文学正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烨认为，我国网络文学在作家创作、作品传播、网站经营、产业链接、满足读者、服务社会等方面快速发展，

不断开拓进取，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活力的文学力量之一。在多元多样的基础上，网络文学依托中国历史文

化、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追求更为突出，向经典文学靠近的写作取向更为凸显，现实题材作品数量不断增加，网

络文学的样态与格局更趋合理化，发展也更具可持续性。只有厘清有关网络文学的基本观念，树立起正确的审美

标准与健康的艺术趣味，才能逐步形成积极正向的审美风尚和风清气朗的文化环境，为网络文学更好的发展营造

和谐的氛围。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欧阳友权谈到，在自媒体发达、网络舆情复杂的新形势下，网络文学不仅

是一个“网络”抑或“文学”问题，更关系我们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建设，关系国家文化战略、网

络话语权和新媒体阵地掌控，关系大众文化消费、国民阅读和青少年成长，甚至关系文化软实力打造和国家形象

传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当今时代的文学风尚、文化引领和价值导向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邵燕君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是一场伴随着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网络

文学本身就是当代文学，是当下网络时代主流的文学形态。在网络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我国原创了一套属于网络

文学自身的生产机制、文学机制及话语机制。

　　建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

　　网络文学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既扎根于巨变中的中国现实土壤，又带有鲜明的中

国文化特色。白烨认为，网络文学突破瓶颈，才能赢得更好的发展；廓清认识，才能实现文学的新可能。对于网

络文学的认识与把握，不能只盯住“网络”，而忽略了“文学”。网络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成果，要在注重自

主性的同时兼顾社会性，在适应市场性的同时保持艺术性，在图求趣味性的同时生发思想性，从而赢得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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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以传统文学评价标准对待网络文学的研究路径，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应征兆。如果将西方文艺理论全盘

照抄，按照西方文艺理论的模式制定一套衡量网络文学价值的理论模式，就会丧失理论的鲜活性、现实性与在地

性。”欧阳友权提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建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网络文学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广泛的影响

力，因而，需秉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规范。

　　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发有表示，从事网络文学评论与研究，应将审美批评与文化研究有机结合

起来。从社会学、文化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拓展学术视野。在评价尺度方面，研

究网络文学需要具有审美眼光，还需要具有文化视野。研究者应通过网络文学观察文化潮流的转换，体悟世道人

心的波动。

　　开展网络文学研究要充分认知生成网络文学的媒介环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单小曦提到，网络文学

批评家应走进中国网络文学现场，进入网络媒介场和网络文学范式；要熟悉网络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规范和网

络文化语言；要了解网络文学类型，确定网络文学理念。

　　在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雄看来，建设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要有相应的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审美维

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接受维度、市场维度。既要注重评价的有效性和通约性，又能在更高层面上促进网络

文学发展。对网络作家进行评价应从认真阅读作家的作品出发，以文学的心灵，去感知、接近、理解网络作家。

　　推进研究方法创新融合

　　网络文学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很多挑战。如何紧跟时代步伐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学科体系建设、提升网络

文学理论建构和现实问题研究能力，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网络文学创作者和相关研究者要有担当，从创作、阅读、运营、管理等多重视角展开深入研究。何弘认为，

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精神为灵魂，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不断创新艺术方法、丰富表现手段，着力提升作品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网络文学研究应具备一种融合互动的学术视野。黄发有提到，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刷新网络媒介的面貌，并重

构着网络文化。因此，网络文学研究应注重科学的思维与方法。可以通过一些语言分析软件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

分析，将文献学方法与数据分析方法有机结合。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黄鸣奋认为，网络文学研究可以与科幻文学研究相结合。科幻可以作为网络文

学评论的一种视角，因为它具备对网络文学的独特定位，包含了评价网络文学的独特参照系与尺度。

　　在单小曦看来，深化网络文学研究，应凸显网络文学“中国现象”和数字时代的“中国经验”，广泛吸收国

内外新媒介文艺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走向世界，为世界新媒介文艺研究发展提供中国智

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会上宣布，正式设立网络文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

表示，网络文学研究室的成立，符合当下文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网络文学学科建设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我们将整合多学科资源，关注中国当下网络文学发展进程，综合研究并构建符合网络文学发展特点的前沿理论和

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提到，网络文艺创作繁荣，方兴未艾，当前要培养有担当、

有关怀、专业化的研究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定家表示，网络文学研究室将继续肩负推进学

科建设的重任，聚焦网络文学创作的主流化和精品化，进一步推动全国网络文学理论和评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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