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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中的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中的
问题与反思问题与反思

□□李李 莎莎

近年来网络文学出现了现实题材创作热潮，《2018年中
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网络文学作品中现
实题材占比65.1%，这种现实题材的热潮，与中国作协的大
力推动、扶持有密切关系。在现实题材的推动影响下，一些
代表性的网络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也开始设置专门的“现
实”栏目，仅一年时间新增作品达4万部。根据目前的创作情
况，我们认为，在肯定网络文学现实题材追求的同时，其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目前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描写的碎
片化，更倾向于“现象”而非“现实”；二是人物塑造的类
同化；三是情节的理想化、模式化。

“现实”不等同于“现象”，然而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
一些写手习惯于只抓住一些表面现象，甚至照搬新闻材料和
热点事件，描写碎片化、表面化。这种现象甚至存在于一些
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品中，以网络写手

“我本疯狂”转向现实题材的第一部作品《铁骨铮铮》为
例，故事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高铁建设为背景，这是很有意
义的选题，作者也为之做了大量的调查、采访，总体来看，
作品对现实的描写也具有足够的深度与真实性，但在有些细
节描写上，却停留于对一些调查采访的组合改写，停留于对
现象的追踪与事实的铺陈。目前现实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
但量的堆砌并不意味着质的转变，也不意味着网络文学现实
题材创作已经成熟，甚至这些“量”的生产也是表面化的，题材
的重复性比较严重，比如描写警察故事的《朝阳警事》《贼警》
等作品在第二届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大赛中获奖，“警官热”便
成了热点题材，在起点中文网的“现实”栏目热搜榜可见到《东
京警事》《韩警官》《警官杨前锋的故事》等各种类似小说，换了
人物名字、故事发生地，故事内容却是大同小异。题材重复性
的根源就在于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不够深入，只能抓住一些
表象来描写。从宏观上来看，近年来的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
品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都有涉猎，但对生活内容
的照搬，使得有些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再现大多停留在浅层，
表面化、碎片化的描写较多，有深度的、完整的、力透纸背
的刻画与揭示较少。

人物形象塑造类同化也是目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
一个大问题。一些写手认为现实题材创作就是要将重点放在
对现实生活的事实性描述上，而忽略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作
用，对人物的塑造和描写呈现出简单化倾向，用余华的话
说，就是“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
去”。换言之，就是写手们在关注事件真实的时候，却忽略
了人性真实。真实的人是多面化的、复杂的，而不是平面化
的、类型化的。在传统的现实题材作品中，我们可以列举出
很多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如“林黛玉”“阿Q”“高老头”

“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中我们能数
出来什么样的人物呢？——“医生”“警察”“职业女性”

“已婚女人”“已婚男人”……他们不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典

型，只是类型化的符号。以近年来很火的网络小说作家阿耐
所创作的《回家》《欢乐颂》等作品为例，我们在其中很容
易看到同类型的人物，比如，《回家》中的“苏明玉”和
《欢乐颂》中的“安迪”两个人物形象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描写的碎片化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类同化弊病，也会影响
故事情节的构思。情节的理想化和模式化可以说是当前网
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中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这些问题的
产生，是因为作者在对故事情节进行架构时，既不能从宏
观把握现实，也不能从微观透析现实。换言之，如果不以
作者所把握的时代价值观来建构情节，故事情节的发展就
会变得理想化、俗套化，或者沦为迎合读者期待的胡编乱
造，或者模仿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体现不出时代性。阿耐
的小说《欢乐颂》的“皆大欢喜”结局，在很大程度仅仅是
为了贴合粉丝读者的欲望投射，很难说是生活逻辑本身的演

绎结果。情节的理想化与创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不够深
入有关。获第二届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大赛特等奖的小说《大
国重工》，讲述的是主人公冯啸辰穿越到1980年代，为建设
国家重型装备工业付出智慧和汗水的故事，总体来看，这部
小说是近年来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品，具
有高度的写实性，比如对年代生活细节的还原，对冶金、矿
山、电力等重工业专业知识的详实叙述。但小说情节仍然存
在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倾向，主人公冯啸辰一出场便技能加
身，既懂生产技术，又懂企业管理，而且一路开挂地解决了
技术改进、技术引进等问题。不难看出，小说中仍然使用了
网络文学惯有的“金手指”技能与“打怪升级”的写作套
路。与此同时，小说把国家重工业发展面临的困境简化为技
术引进的矛盾、把重工业管理的问题简化为人与人之间“打
交道”的矛盾，说明作者对历史规律与生活逻辑的理解还有

待提高。
当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存在描写的碎片化、人物雷

同化、情节理想化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一些网络写手对
现实题材的理解比较片面。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要想得
到长足发展，需要对现实、现实主义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针对目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存在的问题，有两点必须强
调，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一个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人
民性原则。

艺术概括是作家将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基本方
法，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对生活现象进行复制描摹，而是需
要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价值观念对素材进行提炼与艺
术加工。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概括更是要求这种提炼与加工
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与人性的真实。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最
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模仿论”，但这里所说的模
仿并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强调揭示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必然
性与普遍性。与此类似，歌德提倡“从特殊中看到一般”，
席勒则主张“为一般而寻求特殊”，恩格斯强调“细节的真
实和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些理论都是
对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总结。总的来说，现实主义的艺术概
括要具有典型性，而目前一些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创作，在
题材内容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组织上都缺乏这种典
型性。

现实题材创作要坚持人民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人民性在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
中的重要性，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
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人民性原则也是对中国传统现实
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诗经》表现了“饮者歌其食，劳
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在抒人民之情，唐代诗人白
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在为人
民发声，现代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文学创作秉持着“为
人生”的精神，始终关注着人民。人民性原则要求真实地反映
人民的心声、抒发人民的情感和情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
话。人民性原则要求在创作中反映人民在历史洪流中的进取
精神与积极乐观的心态，而不是停留在物质欲望、感官刺激的
描写上。人民性原则要求在创作中表现“真善美”，而不是一
味地表现人与人之间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第二届“网
络文学周”的大会发言中，李敬泽曾谈到当前网络文学热衷于
表现各种“宫斗”“宅斗”“职场斗”的现象，认为网络作家不是
去表现向上向善的力量，而总爱描写各种阴狠狡诈的人际关
系。他的分析确实指出了当前网络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网
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必须强调人民性原则，强调作品的感
召精神与鼓舞作用，能够引导当代青年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网络文学迎来了现实题材创作的潮流，这是好现象，但
我们也需要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深入生活、坚持文艺
创作的人民性原则，才能真正推动网络文学的发展。

网络文学已经依靠着迅捷抵达个人的网络媒介蓬勃地发
展起来了。如果说世纪初的时候，两者还因为媒介区隔带来
的在受众、题材、价值等各方面的不同，划分着各自的文学
领地，到了现在，双方已经开始互递橄榄枝，以求在读者中
获得更多的心灵触动跟文化认同。从网络文学的脉络来看，
邵燕君提出了“现实向”网络文学的概念，用以讨论网络文
学与现实主义传统价值相结合的问题，并将其看作是网络文
学诸多题材类型里一种新的发展。

网络作家蒋离子的《糖婚》聚焦于“80后”一代人的婚
姻，以年轻夫妻周宁静与方志远的婚姻矛盾为主线，描摹
出三线城市冇城里不同男女的婚恋群像。这部关注于年轻
人现实婚恋的网络小说最早在2016年连载于凤凰网，2018
年又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的联合推
优，因为小说关注的“80后”离婚话题切中城市情感生活
的痛处，2019年以其为底本的同名电视剧也正在制作之
中。在众多玄幻、耽美网文中，《糖婚》是近年涌现出来的
极富现实气质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深入阅读《糖婚》，有
助于我们考察“现实向”网络文学所开拓的新的文学质
地，体会一个关注现实的网络文本所抵达的美学可能及其
价值限度。

“若即若离”：
“现实向”网文的辩证美学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糖婚》的题材，这是一部关注年轻
人离婚风潮的小说，它的张力就在于，一面勾连着主人公们
青春时期留下的爱恨纠缠，一面又将真实的现代生存矛盾吸
纳在内，它既是关于小儿女“恋爱”的欢与痛，同时又确实
关注“婚姻”制度下复杂的家庭人际、阶层攀爬、孩子生养
及其它生存问题。“糖婚”的题目就提示了小说内容的吸纳
特征，“糖”展现了人们对于恋爱的期待，它是甘甜馨香
的，而“婚”则指向现实的婚姻制度，将人们从那种泡沫
式的恋爱白日梦中拉回。婚恋的题材，特别适合成为“现
实向”网络文学的试水地。一直以来，网络文学都是人们
逃离真实生活的梦工厂，因而情感类的都市、校园、言情
题材会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糖婚》里自然有这些男女的
情感关系表现，特别是男主人公方致远与妻子周宁静、前女
友柏橙之间的三角纠葛，它是整部小说的最主要矛盾和情节
线索，但这些过去的情爱枝节，需要在方致远跟周宁静现实
婚姻的重重裂隙中才会被再次激活生发出来。柏橙的歇斯底
里、神经症，与周宁静的理智与掌控欲，也就像是人们对于

“恋爱”与“婚姻”的想象，两人对于男主人公方致远的争
夺——这一最关键的小说情节，其实有着“恋爱”与“婚
姻”、网络文学与“现实向”意义表达之争的意味。

其实，整部小说都表现出一种中庸、不偏不倚的叙述态
度，它可以被看成是“恋爱”故事与“婚姻”故事进行意义
争夺的结果，一种落实在小说叙述之中的价值认同。《糖
婚》的叙述人似乎既同情柏橙与方致远青春爱情的悸动，同
时也理解方致远与周宁静六、七年相濡以沫的互相扶持。叙
述人毫不偏颇地站在“恋爱”与“婚姻”之间，而这种立场
的选择也会左右情节的走向。小说的结尾很有意思，方致

远、周宁静与柏橙三人的命运与关系被悬置起来，柏橙在方
致远的陪同下是否接受了心理治疗，方、周二人岌岌可危的
婚姻关系是否还能持续，作家都留下空白，这样开放式的结
局暗示着小说在价值认同上的中立化处理，作者并不给出在

“恋爱”与“婚姻”之间选择的答案，而是留给读者去做出
各自的思考。中立化的价值立场，也在作者对婚姻关系的界
定中被呈现出来。在文本中，叙述人总是喜欢用“至亲至
疏，若即若离”来形容婚姻关系，似乎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忽
好忽坏的辩证之物，表面上的聚合之下有着无数的拉锯、撕
扯，而婚姻关系的张力，就在这亲与疏、即与离之间，整部
小说就是在表现这样的张力，通过周宁静与方致远这对模范
夫妻和睦表象之下的那些盘根错节的矛盾线索如何爆发出来
而予以呈现。

两位女主对方致远的争夺、“恋爱”故事与“婚姻”故
事的角力，叙述人对于婚姻本身亲疏辩证的独特理解，这些
在角色、题材与价值上的辩证张力，都能够放置在网络文学
与“现实向”题材之间的互动关系上面来考虑，是网络文学
构造完满爱情之梦的愿景，与特定的“现实向”类别刺穿现
实之网的表意冲动相互拉锯、中和的诸多表征。因为《糖
婚》既聚焦于年轻人的现实生存，同时也是一部网络文学，
小说才能够呈现出这样不同层面的二元张力来。作者必须要
对网络文学与现实向度分别的意义朝向进行一种综合，最终
形成的是一种别具意味的文学关怀、文学品质。《糖婚》并
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批判主人公们的虚荣、市侩、软
弱、游移，也不像其它更典型的网络文学带有逃避现实的倾
向，完全构造虚幻情境之下的人性、人心，而是表现人物人
格上的不完满，展现他们的小与悲，但更有一种走近、聆
听、理解、陪伴的态度蕴含其中。蒋离子在序言中说男女主
人公“佯装于早已残败的‘现世安稳’”，但她更要写出他
们“在彼此较量、冲突里的探索与成长”。正如作者的自
述，小说对人物的心灵感受做了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便呈现
出“现实向”网络文学对人的独特关怀及其对读者的陪伴价
值来。对于读者来说，小说以高密度的情节还原着青年男女
们不如意的婚恋与人生，而小说里人物的痛苦、彷徨、惊
异、绝望的心灵世界，总是得到详尽的刻画、渲染，读者自
然地认同帖服于文本的叙述，并感受到自我心灵的被抚慰。

“假性”张力：
空间意味的人与事

《糖婚》在诸多面向上的二元张力，带来的并非都是新
的文学质地，它可能也意味着另一些文学品质的丧失。在中
国人民大学一次关于《糖婚》讨论中，谢尚发曾说及他直观
的阅读感受，“我个人觉得《糖婚》这部小说，读起来感觉
很‘平’，叙述平平、故事平平，乃至于人物也是如此”。他
特别提到小说需要在已有的类型化的情节故事上写得更具张
力。谢提及的《糖婚》所缺乏的“张力”，和前文所论述的
小说具有的“辩证张力”，实际上恰好是小说情节两种相反
的特征。由于《糖婚》要说的是婚姻“至亲”与“至疏”的
辩证关系，它的故事内容是要将看似四平八稳的婚姻背后的
矛盾枝节爆发出来，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矛盾的质变过程，方

致远与周宁静从结婚到离婚（可能）的情节转变，只是已有
的冲突从隐至显而已，所谓的从“至亲”到“至疏”的交
替，发生的是一个空间上的过程，而并非是典型现代时间小
说里的“事件”。与情节的性质相关联的，还有人物。小说
里卷入感情纠葛的三位主人公，其性情禀赋都是相当确定
的，甚至具有脸谱化与类型化的倾向，方致远的懦弱游疑，
周宁静的强势、理智，柏橙的偏执、另类，都被贯穿小说始
终。看似发生的人物性格转变——懦弱的方致远要从周宁静
的掌控中逃离来改换工作、理智的周宁静也会被同学骗走大
量财产等等，是将人物们被时光掩埋起来的更深的性格内面
翻了出来，这是一个朝向过去、往更真实的深处开掘的转
变，而非面向未来的人性成长。人物们于是也都带有空间
性，而并不具有在时间里成长的可能。小城市里的生活，就
如同向心旋转的漩涡，将携带着不同个性的人物卷入其中，
越陷越深。

这也是谢尚发对《糖婚》所评价的“平”与“缺乏张
力”的具体所指。阅读了小说文本的读者，都能够感觉到作
家对婚恋生活体会的深刻，那些由人物群像表现出来的绵
密、驳杂的婚恋生活经验，密密匝匝地编织排列在人物们的
命运里，看上去小说的冲突矛盾推进得很快很密集，小说的
节奏很紧，似乎与现实里人们感受到的生活的憋闷、矛盾的
难以预料与接踵而至呈现出呼应的效果，但通读整本小说之
后，就会发现紧凑复杂的情节给人的印象都不深，甚至给人
以空茫之感，难以引人遐思、发人思考。这是因为小说中的
人缺乏真正的成长，主体人格大多是丧失的，小说的情节也
缺乏更剧烈的起承转合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目前网络
文学文本必然付出的代价。当“现实向”的网络文学将文学
的价值仅仅锚定于抚慰与陪伴的时候，作者往往着力于堆积
经验的厚度醇度、打磨经验的“真实”度，但现代文学所依
傍的进步性时间尺度，以及线性时间所允诺的人格成长就很
难出现了。

现实性，还是网络性？

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向”网文，《糖婚》确实为我们
提供了一种别有风味的现实美学。小说不仅是在题材上属于

“现实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对现实、对人的理解方
式。如果说传统文学的现实主义总是要不断拔高、提升现实
的品质，通过批判或建构的方式，去想象一种别样世界的可
能，那么《糖婚》所代表的一类“现实向”网络文学，则是
要下沉、溺入驳杂繁复的经验现实里，多少带着呵护的意
思，去表现并不完美的人间世界。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表达的
写作态度，“《糖婚》里没有鸡汤，也并不发人深省。我只
是想客观呈现、讲述在时代背景下，一群已经不是很年轻的
85后的婚恋故事。”于是，婚姻现实的艰辛苦涩、人的狭隘
与脆弱，都被写入了《糖婚》里面。对于苦涩的现实，网络
文学与电视剧一类的大众文化又有着不同的叙述态度。电视
剧同样会将现实的矛盾撕开来吸引观众，但它仅仅只是一条
裂缝，在大结局里，这条裂隙往往还会被既有的秩序缝合起
来，以完成一次有限度的批判。《糖婚》则很不同，它将混
乱复杂的现实和盘托出，完完整整地摆在读者们的面前，但

自始至终都不带有提出问题来批判的姿态，而是以共情为目
的，希望能够通过关照、理解的叙述态度来抵达读者的内
心。这是《糖婚》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现实性”。

网络文学与现实主义传统在《糖婚》里的耦合、聚义，
最关键的或许是视域的重合——婚恋题材恰恰处在两类文化
传统的叠合部位。而作者对婚恋题材的处理方式，说到底，
来自于作者非常朴素的生命关怀，那是一种平视的、充满善
意的注目方式，小说的人物与故事那样中和、规矩，情节如
此饱满，都与叙述人的注目方式——他面对世界时站立的位
置、他理解自我与被表现世界的方式相关。但小说只是提供
了现实主义传统与网络文学触媒的一种可能，它在对现实人
生关照的同时，也会偏离网络文学本身具有的对于现实的超
越性。网络文学原本最令人动容之处，即是其不在现实的结
构与语法设定中来叙述和表达，现实被认定为语素式的材
料，被认为仅仅是一种设定、构拟，由此生发出一种超越现
实的逻辑可能，以在新的网络世界中重新定义、组织存在的
方式，建构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糖婚》的写作无疑是
深嵌入现实里各种各样的结构之中的，它以复现“80后”各
式各样的婚恋生活矛盾为旨归，毋宁说，这是一种从网络悬
空重又降沉至现实大地的回归写作。那么，是否还需要另一
种“现实向”网络文学，既有着浓郁的现实情怀、能够充分
关注生活里人的命运，又能够从芜杂的现实中超拔出来，提
供新的认知视野与行为逻辑，以全新的光谱烛照现实？也就
是说，当我们在讨论网络文学的现实性时，也可以将问题调
转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网络性，这是两种文化传统相交合的不
同路径。蒋离子的《糖婚》以其特别的人道关怀将现实主义
因子注入进了网络世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网络作家能够
召唤出网络文学本身的先锋品质，给予现实以醒觉、振拔的
新力量。

“现实向”网络文学的可能与限度
——读蒋离子《糖婚》 □刘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