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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3年起就创作了第一部网络小说，也曾在年少轻狂时，选择过全
职写作的道路，10年间积累了近千万字篇幅的故事，但因为自身积累不足和
思想的稚嫩，一路走来始终磕磕绊绊，到创作《修真四万年》之前，几乎已经
放弃了网文创作的梦想。

而在《修真四万年》构思过程中，在我脑中激荡出的第一朵火花，也无
非是看惯了千篇一律的传统玄幻修真小说后，不禁浮现出的一连串问
题——为何玄幻、修真的故事，非要发生在古色古香的过去？为何智慧高
深莫测的修士，不能发展出一个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文明？为何拥有通天彻
地之能的仙人，所追求的仍旧是一己之私，而不是更高层次的理想和更加美
好的未来呢？

应该说，最初的创作激情，既带着几分对当时市面上部分玄幻、修真小
说的逆反心理，也有对自己过去10年创作道路上很多错误的否定，但说到
底，不过是一时冲动的游戏之作。

那时的我怎么都不会想到，从2015年开始创作，到2018年正文完结，整
整4年时间，最初的逆反和冲动，会变成一个篇幅超过千万字的宏大世界，
成为一场纵贯古今，横跨宇宙，囊括不同理念、不同文明、不同生命形态的思
想实验。

撰写这样的故事——主人公李耀自星耀联邦的浮戈城，从他的年少轻
狂起航，到一路穿越万千星辰，见识绚烂多彩的宇宙和各式各样的“人”，从
只顾提升自我，到带领着他的同胞，提升整个文明，再到发现全新的文明和
全新的“人”、“超人”、“非人”，思索彼此的和平共处之道，直至最终，面对不
可战胜的强敌，仍旧义无反顾，挥洒人性的光芒，身份和使命不断改变，但始
终不忘初心，从未停止追求真理的脚步。在我看来，这本就是一场不折不扣
的冒险，是探索浓雾笼罩的迷宫，是被故事、人物甚至读者的热情所推动，进
行的一场朝着未知的远航。

而我本人，也在这场远航中受益匪浅，接受了一次次精神洗礼，甚至完
全改变了我对于网络小说的看法，再次坚定了创作的信念和信心。

在我刚刚开始创作网络小说的2003年，也就是网络文学和互联网产业
一起兴起的时候，网络文学不可避免地携带了互联网产业“野蛮生长，胜者
为王”的特质，彼时的网络小说，更注重对“小我”低层次欲望的满足，只追求
为读者带来所谓的“爽快感“，为了一己之私，可以肆无忌惮地游离甚至践踏
法律和道德的边界。

这样的“爽快感”，固然令刚刚诞生不久的网络文学高速发展，吸引了部
分读者的眼球，但也难免令其在萌芽阶段，就打上了“格调不高，粗制滥造”的烙印，留下了不小的隐
患，甚至将长远发展的道路走死。

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也是这支“粗制滥造”队伍中的一员——在全职进行网络文学创
作的圈子里，赢家通吃是天经地义的真理，除了极少数作者之外，绝大部分从业者都要绞尽脑汁去思
索，应该如何吸引眼球、留住读者。为了生存，创作者们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地提升作品的“爽快感”，只
想着如何满足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以至于陷入恶性循环，完全忘记了文学创作的初衷和规矩。当我
意识到自己也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迷失初心时，我在心灰意冷之下选择了放弃，有三五年时间不再
创作网文。

直到再次开始创作《修真四万年》的故事，虽然激情仍在，却也难免惴惴不安。
一则，自然是担心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笔力是否足以支撑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我是学经

济管理的文科生，在天文物理和生化科技等领域，都有极大的欠缺，对于故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的科
学幻想内容，时常感觉力有不逮，漏洞百出。

二则，更重要的是和自己过去习惯书写的故事模式有所不同，《修真四万年》不再计较主人公的一
己之私，而是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去思索文明的定义和人类的演化，以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看，很难想
象这样一部作品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当我真正和读者一起建设并深入《修真四万年》的世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时
至今日，网络文学已经度过了最初的野蛮生长期，在多次反思和净化之后，渐渐走上了充满正能量，积
极向上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回忆前后十余年的创作道路，像我这样“不太成功的资深网文创作者”，对网络文学脱胎换骨的变
化，可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和十余年前网络文学刚刚兴起时相比，今天的读者群体，规模更大，审美
趣味更趋多样化，对于“精神食粮”的要求，也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个体的低层次欲望，而有了更深层次
的思考。

一方面，随着移动设备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各个领域和圈子的读
者都能进入网络文学的奇妙世界，如果说十几年前的读者群还是以阅历不足、青
涩稚嫩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为主，到了今天，网络文学的读者和创作者中，出现了
大量阅历丰富、思想深邃、专业知识储备丰厚的行业精英。另一方面，经过十几年
的高速发展，即便过去不太成熟的读者，对于千篇一律的故事，也会生出审美疲
劳和一定程度的反思。

无论新读者还是老读者，都希望看到全新的题材，全新的思考和全新的
模式。

《修真四万年》恰好在这个时候诞生，无疑是我的幸运。一来读者对于新题
材、新故事抱有期待，大家能够以包容的心态，看待故事里不太成熟的情节和疏
漏之处，并且用最大的热情鼓励我，就按照这般弘扬正能量、描述文明全貌的模
式写下去。二来，大量高素质读者的涌现，他们在各个专业领域的真知灼见，也令
我受益匪浅，不但弥补了故事里的很多漏洞与“硬伤”，也时常激荡出全新的灵感
火花，甚至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

在我刚刚创作网络文学之初，虽然作者和读者的沟通已经比传统渠道顺畅
许多，但很多时候，读者的评论仍旧不能被作者第一时间看到，作者仍然遵循着
传统的创作模式，双方的关系相对割裂。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网络文学的创作
过程中，读者和作者显然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双方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渐渐凝聚彼此的智慧和创意，形成了全新的、即时交互式的创作方法——以《修
真四万年》为例，书中至少一半的“点子”，都是由可爱的读者们提供的。

所以，即便和我过去的作品相比，《修真四万年》取得了小小的成绩，但我并
不愿意将它当作我自己的成功，它是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全新的网络文学的成
功，更是全体读者和全新创作模式的成功。

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下，有了新一代读者的支持，坚持幻想和现实相结合，
弘扬正能量的全新网络文学，已经迎来了又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我相信并期
待，网络文学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互联网+”时代，庞大的文化消
费需求和贯通的文化产业链，使得

网络文学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修真
四万年》，它从2015年开始连载，到2019年
完结共写就1068万字，3472章节。这是起
点中文网完结小说中字数排名第五，综合人
气排名亦第五的作品。据统计，《修真四万
年》在4年多的创作时间里收获214万张推
荐票，逾2000万次点击量，拥有100万正版
阅读粉丝（盗版无法统计），其作品已有漫画
和多人有声剧等 IP成果，并于近期被纳入
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
推介的“25部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

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声,说明了主流社会的
认可，这既是其文学形态进入当代文学视野的
标志，也是其内容价值得到肯定的结果。今年
北大教授邵燕君发表文章，对网络文学的形态
进行分析，她认为，目前经常被等同于“网络文
学”的“网络类型文学”应该只是网络文学的一

种形态，虽然可能是最大众的主流的文学形
态。在它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非主流”
文学，因而网络文学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网络
文学就是研究当代文学。邵燕君的观点是有
道理的，对于网络文学的发展而言，随着越来
越多的作家转为线上创作，随着网络文学IP
化、次元化的全产业链打通，这是对于相对封
闭性的、异质性的亚文化空间形成的一种突
破，这种突破还带有大众化、主流化的特点，
它提供了一次与当代文学传统谱系续接的可
能性。当然，传统的到场必然会带来遗留的
问题，以前我们将网络文学的痼疾（内涵小白
化、类型同质化、叙事线性化）归根于新媒介
属性和商品逻辑。但是，《修真四万年》以其
深刻的命题和精彩的内容，让我们在文本层
面有了反思的可能。

文学创作有一个规律：长篇写命运，中
篇写故事，短篇写感觉。作为超长篇网络小
说，《修真四万年》 的篇章分为天元、飞
星、血妖、古圣、帝国、圣盟、神墓、地球
8卷，小说世界背景历经古典修真时期（祖
文明）、人类修真帝国（父文明）、星海共和
国（类父文明）和修仙帝国（子文明）4个
时代。在黑暗笼罩着的星海边缘，星耀联邦
的居民李耀，因被“夺舍”失败而拥有了古
修真者的记忆。继承远古记忆和现代人文精
神的李耀，通过不断的成长（不乏玄幻小说
的升级叙事等桥段）和摸索（将文明内部和
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冲突确立为整部小说的核
心矛盾），探寻着祖文明消亡、延续、涅槃
的原因，渐渐发现了子文明与父文明、祖文
明的历史渊源。现代修真世界有着各种各样
的敌人：妖族、修仙帝国余脉、类人、古代
地球逃亡者，以及最终敌人“黑潮”。看遍
史海钩沉,李耀正是这样被命运女神眷顾，
他在一步步的抗争中揭秘历史真相，从一个
普通的时空旅人成长为引领修真文明复兴的
领袖。通过守护、热血、复仇、友情、智斗
等主题的交织，通过星河舰战、巨神兵漂

流、挑战宇宙法则的恢弘战斗，通过文明的
进化、旧文明的苟延残喘、祖文明的借尸还
魂、子文明的崛起、黑潮的滚滚碾过等情节
的铺展，《修真四万年》以严密的历史观、庞
大的世界观和草蛇灰线的伏笔体现出“宏大
叙事”的现代性特征。

初看《修真四万年》，读者也许会嗤之以
鼻，但这本书并不简单。从书名来看，它可
以拆成“修真”和“四万年”两部分，“修
真”修的是“真理”和人性的“真”，“四万
年”修真岁月所代表的是不同文明的生存抗
争。卧牛真人以“何以为真”，“何以文明”
的深刻命题展示了它的独特之处。在第一卷
天元界部分，小说讲述李耀灵根的觉醒之
战。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修真者丁引作为
修炼宗派的炼器大师，著作等身，名利双
收，一生都在追求器与道的真理之路上不断
前行。李耀问丁引为什么他要和普通人同乘
一辆廉价列车。丁引说：“我和很多修真者一

样，就算有更加豪华的快车可坐，可我们都
不会坐的……一旦兽潮来袭，谁来保护你们
呢？”简单的话语，却充满了人性的“真”。
很快，情节急转而下，列车遭遇妖族侵袭。
以丁引为首的几位修真者挺身而出，选择用
牺牲自我来保护那些陌不相识的普通人。目
睹了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李耀这才真正认
识到，修真者不是为了修成高高在上的精英
人士，也不是满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
狗”之类的言论，真正的修真者关注人民大
众，他们以真理为战刀，以平等为度量，为
了守护人类及其文明而不断战斗。这样惨烈
的场景和深刻的领悟终于使李耀突破灵根障
碍，进阶修真筑基期。从某种层次来说，读
罢本章我们才算真正进入《修真四万年》的
世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劳
动（实践）来达到“好”。这种“好”便是

“真”“善”“美”，我们只有在向往“真”
“善”“美”的过程中才能认识到人本身。卢
梭认为，不平等是造成私有制的起源，人的
平等与自由才是最美好的生存状态。正是在
这两个意义上，卧牛真人用李耀的灵根觉醒
表达了“何为修真”的观念。

如果说前400章的天元篇还是传统网文
线性叙事结构的小白文，飞星篇后的故事才
逐渐深刻起来。此后的情节看起来像是为了
抢夺资源而引起的星际战争，但实际上讲的
是不同文明间的大道之争。作为能力非凡的
修真者，是否要和普通人相等以待？星耀联
邦的修真文明正是因追求人性的“真”，平等
的“善”，自由的“美”，才和真人类帝国的
修仙文明出现了大道之争，这也是本书后续部
分所要讲述的核心矛盾。正因这样的追求，每
当李耀为星耀联邦的文明孤身奋战时（如
1127章和1788章），总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帮
助他渡过难关，热泪盈眶之处如玉石散落，熠
熠生辉。反观修仙文明，它认为文明的发展要
遵循零道德的黑暗森林法则，这个宇宙的生态
就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强者虽然可以为了
长远利益而暂时失利，但利益总会归属于强
者。弱者只能接受被奴役和被愚化的命运，要
想活下去，只有不断地修行和竞争。实际上，修
仙文明具有一定的历史参照，它如同封建与奴
隶的制度合体，修仙这惟一上升通道的背后是
稳固的统治结构，当生产资料都汇聚到统治
阶级中时，普通人是难以向上跃升的。正因
修仙文明落后的社会体制，才限制了生产力
的提升。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真人类帝国
开放杀戮直播，鼓励资源耗竭后的开荒与战
争，普通人如同鲁迅笔下的闰土，在冷漠与
愚钝之中麻木地生活。

在千余万字的小说篇幅中，卧牛真人塑
造了太多优秀的人物形象，如果说主角李
耀、丁铃铛等守护者形象太过扁平，反派吕
轻尘、武英奇等形象已有太多论述，那散落
在四万年历史长河中的小人物群像更值得我
们品阅。例如能力低微的修真者高星策，他
为了不断警示后来者，让自己的身体机能降
至极限，通过假死的状态延长生命的时间
（416-418章）。亦如金屠异，这位魄力非凡
而又心怀苍生的妖界领袖，为打碎统治的固
化阶级，为推进人与妖两界的和平，用尽所
有的生命火焰，屈于被万夫所指，屈于囹圄

折难，并最终接受联邦审判。正如金屠异所
说：“今时今日，没有一个联邦人够资格审判
我，他们爱怎么审就怎么审，爱怎么评价就
怎么评价，把我五马分尸死死钉在耻辱柱
上，我都不在乎，一点儿都不在乎！”
（1045-1054章）。再如修仙者寇如火，他意
志坚定，视死如归。为了自己的使命，与肉
体强大的盘古族强者硬撼，就算是在身死道
消之际，还能够说出“请接受我，一名真正
的人类，对于‘至高至慈的主宰’最真挚的
问候！”的话语 （1285-1286 章）。读罢释
卷，不禁感慨，动物虽与人类一样拥有生
命，但人之为人，不是因为具有智慧，是因
为人具有本质力量，是因为人能够在实践中
不断坚持一些违反生物本能的东西。我们从
不否定前者，但更不应该放弃向往后者。

从类型文学的创作方式来看，《修真四万
年》虽被贴上了科幻的标签，但实质上玄幻
和修真的影子无处不在。遥想黄易的《星际

浪子》，同样是修真的软科幻类型，同样是守
护族人与文明的命运，但创作《星际浪子》
时黄易确稍显稚嫩，而《修真四万年》则在
如今龙蛇混杂的网络文学界独树一帜，其跨
越类型成规的书写方式可为传统网文提供解
决痼疾的叙事路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过，
在小说类型中，“传统”体现为这一类型的基
本叙事语法（或曰文学成规）。了解“传统”不
等于了解“创新”，可只有在“传统”这一特定背
景对照下，“创新”才可能被理解。诚如所言，
《缥缈之旅》（修真流）《斗破苍穹》（升级流、废
柴流）《小兵传奇》（星际机甲流）《无限恐怖》等
在出世时是新潮的，由于后人对其叙事成规的
追捧而升格为传统网文经典。当后来者没有新
潮的作品，他们依然墨守成规，那就会出现创
作同质化的问题。在这方面，《修真四万年》另
辟蹊径，它以跨越科幻、修真、玄幻甚至是武侠
类型的方式，具有了对传统网文叙事成规的贯
穿效果，同时在这种跨越之外，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文学正在出现的“深刻性”。笔者拿《修真
四万年》跨越科幻的叙事成规为例，它既引用
了《异形》（电影，太空生物）《战锤40K》（游戏，
世界观架构）《强殖装甲》（漫画，机甲流）等诸
多经典科幻作品中的元素，亦吸纳和沿袭了科
幻小说以文明整体为尺度思考问题的视野，正
如《修真四万年》通过“大道之争”以展现对“黑
暗森林法则”的活用。按照《三体》原著的表述，
所谓“黑暗森林法则”，即世间没有道德，生存
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这就像我们的祖先智人在
走出东非后灭绝了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
海德堡人等其他亚人科族群；就像大航海时代
开启后，从工业革命里获取了压倒性力量的白
种人对亚非拉等其他未开化地区的人做了任
何超出人类底线的事情……诸如此类的事情
还有很多，似乎“黑暗森林法则”印证了人类开
启智慧后的史实，似乎它在告诉我们：文明的
进化与竞争，没有温情、没有宽恕，只有血与
火、只有征服与杀戮。但其实《修真四万年》的

“黑暗森林法则”没有那么死板，这种逻辑也太
过消极。它真正的魅力在于侧面展现集体主义
和个人主义的辩证关系，这关乎意识形态，也
上升到人性高度。这种关系同时是当代文学的
危机——纯文学创作在90年代后脱离“宏大
叙事”，越来越转向“自我”。这种“自我”倾向不
仅表现在关注情感、青春和小时代上，也越来
越多地体现在对叙事技法的侧重里。

《修真四万年》是一本既普通又独特的小
说，讲它独特，是因为作品的故事并非流于
浅层，而在于展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真
理，假如将作品比作人，那他可能看起来很
普通，但越深入地了解，就越发领会他的魅
力。网络文学何以经典，又何以传统？正是
《修真四万年》这样对人性光辉的赞扬和对
理性的肯定，更是其在跨越类型桎梏的路上
迈出坚实的一步。再读中国作协“25部网络
文学原创作品”大会的推荐语：“作品创造出
一个空间广阔、历史绵长的幻想世界，演绎
了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相融合的奇思妙想，
具有小说文本的独创性。小说描绘了人类文
明的各种形态，主角甘愿自我牺牲，推动社
会进步，呈现出昂扬向上的光明基调”。《修
真四万年》，让我们看到了网络文学的另一种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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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守护人类文明的战刀真理是守护人类文明的战刀
————评评《《修真四万年修真四万年》》中的人性光辉和跨类成就中的人性光辉和跨类成就 □□刘刘 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