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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前提是有人存

盘。自2016年起，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

究团队对网络文学发展史资料进行了

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工作，研究成果正陆

续推出（目前已出版《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

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一些真问题，形成一些新见解，虽不成熟，但期求

教。讨论内容主要包括“网络文学的起始点问题”“网络文

学的概念辨析”“网络文学的付费与免费”“女性向网络文

学”“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等等。与此同时，本专栏

将发表扫文（前沿考察）报告，发现新趋向，安利好网文。

——邵燕君

关于网络文学的概念，学术
界虽尚无统一定义，但其新媒介
属性，已受到越来越普遍的确
认。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
具，更是一种生产性媒介。所谓

“媒介即信息”，“网络性”构成了
网络文学的内在属性。在这样的
共识下，不但古典文学的电子版
不再会被算作网络文学了，以传
统纸质文学创作方式完成的文学
作品，即使首发在网络上，也不能
被算作纯正的网络文学。

然而，如果我们把网络文学
的概念建立在媒介属性的限定
上，其外延将无限宽泛。单从体
裁来看，网络文学就应该包括一
切以网络为媒介的文学，既包括
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传统文
体，也包括直播贴、段子等网络空
间出现的新文体。虽然今天一提
起网络文学，一般指的就是起点
中文网等文学网站上连载的长篇
小说，但是，网络文学并不等同于
网络类型小说。按概念逻辑划
分，网络类型小说应该是第三级
的概念：网络文学—网络小说—
网络类型小说。

事实上，网络类型小说也是
个学术概念，一般是学院派使
用。在网络文学圈内，写手和读
者实际使用的概念是“网文”。网
文与网络类型小说看似同义，其
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类型小说
是纸质商业文学发展成熟后的概
念，具有明确的雅俗文学分类系
统下的形态和功能。使用网络类
型小说的概念，在不自觉间延续
了纸质文学的脉络和逻辑。

网文则是网络出现不久即内
生的一个“土著”概念，这里的

“文”不专指小说，而是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文章”。
当人们说“网上有一篇文”时，可能指的是一个评论
贴。不过，网文是专指类型小说，但是随着网络媒介的
变化（如从PC端到无线端）和向“泛二次元”方向的转
型，网文的形态也一直发生改变。这让我们看到，小
说类型模式真正提供的是一种经时间积累沉淀出的
快感模式。也就是说，求爽的网文与类型小说最深层
的对接，并非叙述模式，而是快感模式。那么，当网络
性进一步深入后，网文的快感模式会不会和叙述模式
分离？也就是说，网文依旧求爽，但已经不再类型
化？比如在近几年出现的“梗文”里，共时的粉丝社区
间“玩梗”的乐趣明显上升，类型模式逐渐下沉为一种
叙述基础。从“网络性”的角度出发，笔者倾向于用网
文的概念。相对于从纸质类型小说概念延续而来的网

络类型小说，网文更具有网络原生性，也更具弹性和未
来延展性。

如果对于网文来说，类型模式都是可能剥离的，那
么不能剥离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爽”，即对读者的
预期欲望和兴趣偏好的充分满足。中国网络文学的发
展动因是一场以媒介革命为契机的“爱欲生产力”的解
放，千千万万草根读者的文学消费权获得前所未有地
满足，其创作能量也被极大激发。对网络文学概念的
定义既要充分重视其新媒介属性，也不能回避其娱乐
消遣性，但需要对互联网环境下消遣文学的功能和意
义重新理解。作为目前中国网络文学主体的“网文”，
笔者将之定义为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相对
于五四“新文学”定义的“消遣文学”，“新消遣文学”的
新处在于，基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多点互动等新媒介
属性，具有了“自由享受”和“自由创作”的积极面向。

在此定义下，网文的外延必然小于网络文学，它只
是未来的网络文学之一种，“爽文学观”也仅仅是与“精
英文学观”相对的文学观之一种。近年来，随着网文规
模的日益壮大，其影响越来越超出亚文化圈的范畴，也
被赋予越来越庄严的社会责任。然而，遵循“快乐原
则”的网文，满足的是“本我”（id）的需要，与遵循“现实
原则”和“道德原则”，由“自我”（ego）和“超我”（su-
perego）人格主导的精英文学，有着不同的文学属性
和功能。网文貌似回避现实，其实也承担着不可或缺
的社会职能。作为一套“全民疗伤机制”，它是一种底
线上的防御机制，防御压抑对人类欲望的过度挤压。
所以，与其拼命让网文提升，承担它担负不起的“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责任，不如给它减负，让它守住“初
心”，帮助人们“应付世界”。

网络时代，“主流文学”需要重建。其担纲者，应该
仍是目前以文学期刊、出版社为基地的“主流文学”。
随着网络化的深入，它们早晚会迁徙至网络空间，成为
新的网络文学，其形成于纸媒时代的编辑传统、源自五
四新文学的精英传统，都将获得网络重生。近年来，在

“主流化”的引导下，网文也在分化。比如，有一些作者
积极写作现实题材的作品，获了很多政府奖项，有望成
为“主旋律”文学的网络传人。这些“网文”也采用爽文
模式，但爽本身已经不是目的，而是弘扬“正能量”、寓
教于乐的手段。这类作品可以算作“主流文学”的一部
分，也是网文经多年积累为网络时代“主流文学”的重
建做出的贡献。

如果网文中分化出来的“主流化”的作品越来越多
（也包括自觉继承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传统，更
以思想性、文学性为追求的创作），那么“以爽为本”意
义上的网文概念需要进一步缩小范畴。或许应该直接
用“爽文”的概念，那样的话，“爽文”概念必须扩大，不
能局限于“小白文”层面的“爽”，像“文青文”“特色文”
那些更能满足“高级爽”的网文，也应该被纳入进来。

总之，笔者认为，在理想的网络空间，文学可以按
照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分成两大类。每个人都可以自
由地“登录”不同的文学空间，自觉遵循不同空间的文
学原则。遵循快乐原则的“爽文”也可以有情怀有教
益，也能出精品出经典，但以消遣本身为第一目的，快
乐原则是这一世界的基本设定。

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应该定在哪
里？目前学术界默认的是1998年。这个年
份碰巧（虽然稍嫌勉强）可以把两个事件聚
合在一起，一个是台湾大学生痞子蔡连载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1998年3月22日至
5月29日，台湾成功大学猫咪乐园BBS），
一个是美籍华人朱威廉创建榕树下主页
（1997年12月25日）。以年代“纪元”可以
回避一个难题，到底应该以一部作品的诞
生还是以一个网络原创社区的建立作为网
络文学的起始点？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论，因
为我们首先要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
部作品和这个网络原创社区被推出来？主
流学术界的视野有没有局限性？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和榕树下无疑都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但其影响力显然在
传统文学圈更大。如果让网络文学圈的人
回忆当年是怎么接触到网络小说的，给出
的可能是不同的答案。说到作品，很多人会
提黄易的《大唐双龙传》。如果限定在网络
原创小说，目前不少大神共推的是罗森的
《风姿物语》。罗森也是在大学（台湾交通大
学）的BBS上连载《风姿物语》的，时间更早
（1997年8月），历时更长（长达10年之久，
2006年1月完结），体量（520万字）与《第
一次的亲密接触》6万多字比，更不在一个
数量级上。说到网络社区，很多人会说黄金
书屋、卧龙居、大唐中文……如果限定在文
学原创社区，会说西陆BBS，再往上追溯就
是金庸客栈。金庸客栈成立于1996年8月，
比榕树下早。事实上，朱威廉1997年12月
25日创建的榕树下只是个人主页，正式建
站是在1999年7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真正在大陆产生影响也是在1999年11月
大陆简体版（知识出版社）出版之后。此时，
台湾的元元讨论区，大陆的清韵书院、桑桑
学院、西陆BBS、天涯论坛都已成立。

所以，如果1998年之说主要考虑到影
响力的话，我们需要考量的是，这个影响力
的辐射范围是在传统文学圈还是网络文学
圈？弄清这一点后，结论也就显而易见了。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和榕树下之所以被更
多的主流学者关注，正说明了其过渡性质，
纸质文学基因相对更强一些。

然而，讨论网络文学起始点的问题，光
看影响力够吗？显然是不够的。对于网络文
学这样一种借媒介革命乘势而起的超大规
模文学来说，其起始点应该是新动力机制
的发生地。只有新动力机制产生的内在影响
力，才能推动这一新媒介文学高速成长20
余年，形成自成一体的生产机制、社区文化、
文学样态、评价标准。而外部影响力则可能
包含一些偶然因素，比如较大的资本投入、
政策影响、创始人或经营者的个人魅力、个
别作品形成爆款，等等。这也就回答了文章
开篇提出的问题，网络文学的起始点只能是
一个网络原创社区，而不能是一部最早发
生极大影响力的作品。即使是今天不少大
神们共同认为源头的《风姿物语》，也只能
算作网文的源头，而非网络文学的起始点。
我们要找的起始点，应该是能够聚集无数
个罗森，产生无数部《风姿物语》的地方。

那么，该如何确定这个新动力机制的
核心要素呢？笔者认为，应该用事实回溯的
办法，而非概念推演。因为如果按概念推
演，网络文学最具新媒介属性、最具创新力
的形式应该是超文本，而事实远非如此。以
今日目光回看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中国网络文学的主导
形态是商业化类型小说，其生产机制是起
点中文网于2003年10月成功运行的VIP
付费阅读制度，这一制度将消费经济的基

因和互联网的基因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中
国网络文学独特的商业模式和文学模式，
即基于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
的粉丝经济模式和“以爽为本”的“爽文”模
式。如果这一判断可以得到基本认可的
话，我们要做的就是考察网络文学发展早
期的文学原创社区的运行模式，看看是否
有哪一种模式具备了以上核心要素，可以
作为后来模式的基础。答案是金庸客栈代
表的论坛模式。

金庸客栈是中国最早的以文学为主题
的网络论坛，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萌发期最
有影响力的文学原创和评论平台。它是堪
称中国互联网前驱的利方在线（www.
srsnet.com，新浪网的前身）下设的垂直论
坛 ，与它一同诞生的另一著名论坛是体育
沙龙。武侠和足球，这两大话题聚集了当时
活跃在互联网的才子型写手如李寻欢、宁
财神、老榕等，名帖频传，领一时之风骚。诞
生于这样一个互联网环境中的论坛模式，
天然具有网络基因，去中心化，网友自由发
帖，多点互动，成为中国第一批网民同好聚
集的趣缘社区，被许多“住客”视为网上的
精神家园。

与金庸客栈开启的“论坛模式”相比，
榕树下实行的编审制度就明显带有纸媒逻
辑。榕树下素有“网上《收获》”之称，“线上
投稿—编审刊发—择优出版”的运营机制，
亦可视为商业出版机制的网络延伸。当然，
从发稿量来看，榕树下远远大于纸质文学
期刊和出版社，即审即发、稿量不限、读者
可留帖互动的模式，也突破了《华夏文摘》
《新语丝》等网刊模式的限制。但其最早的主
页模式一直延伸到网站模式——只是编辑
从朱威廉一个人扩展为一个阵容豪华的编
辑部。但与取消“编辑把关制”的“论坛模式”
相比，仍具有媒介变革的过渡性质。

金庸客栈开启了中国网络文学的论坛
时代，之后，清韵书院（1998.2）、桑桑学院
（1998.5）、天涯论坛（1999.3）、西陆 BBS
（1999年初）陆续建立起来。西陆BBS堪称
男频网站的总孵化器，随着龙的天空
（2001.1）、幻剑书盟（2001.5）、起点中文网
（2002.5）纷纷从中独立出来，网络文学进
入了商业网站时代。这些社区的论坛模式
未必都受到金庸客栈的影响，但不管其中
有没有传承借鉴关系，论坛模式本身是相
通的。换句话说，在一个没有“把关系统”的
互联网空间，论坛模式是最自然、普遍的模
式，榕树下的编辑统摄模式才是例外。

金庸客栈本身是非盈利性的，论坛时
代的文学社区基本都是非商业性的，大都
寄居于互联网免费空间。但论坛模式却含
有商业因子，与类型小说也有亲缘性。原因
是，它们是同好聚集的趣缘社区。中国的草
根读者中本来就有着大量的“故事群众”，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又被海量涌入的各
种盗版通俗小说喂养成类型小说的消费
者，数以亿计的人嗷嗷待哺。这就意味着，
只要网络空间是不被精英文化所主导，网
络文学就一定以类型文学为主导。论坛的
自由模式使千千万万的文学消费者被赋
权，成为后来网络文学商业模式建立的基
础。金庸客栈的诞生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
是，其母体本是利方在线的技术论坛，因解
答客户技术问题，客观上为网友提供了当
时罕见的网上交流平台；必然是，有华人处
就有金庸 。

天马行空的论坛文化也必然焕发出巨
大的创作活力。作为以评论金庸小说和原
创武侠小说起家的论坛，金庸客栈上承以
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传统，下开“大陆新

武侠”和东方奇幻的创作潮流。曾是“大陆
新武侠”的代表人物凤歌、沧月、小椴、杨叛
等的聚集地，东方奇幻的代表作“九州”系
列即孕育于此，其发起者和核心创作者水
泡、江南、今何在都曾长期活跃于金庸客
栈。今何在的《悟空传》（2000年2—4月）更
一度被誉为“网络第一书”，是网络文学早
期重要的代表作。

回到本文论题，为什么金庸客栈应该
被锚定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其依据
按重要性排序，首先是论坛模式的建立，为
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其次是
趣缘社区的开辟，聚集了文学力量，在类型
小说发展方向上，取得了成绩，积蓄了能
量；第三是论坛文化的形成，成为互联网早
期自由精神的代表。相对而言，标志性的文
学成果倒是锦上添花。如果《悟空传》没有诞
生在金庸客栈，而是像“九州系列”一样，诞
生在今何在等人出走清韵书院之后（2001
年），金庸客栈还可以被认作中国网络文学
的起始点吗？应该还是可以的。当然，有了
《悟空传》就圆满了，这是研究者的幸运。

不过，此论还是有不圆满之处。作为网
络论坛的先驱，金庸客栈比较偏于小众精
英，与后来构成网络文学主体的人群在文学
渊源隔了一层。那个主体人群的上网路径
是，从黄金书屋等书站看书，然后落脚到西
陆BBS，最后进入龙空、幻剑、起点等文学网
站 。他们更喜欢的小说类型是更本土化的玄
幻（科幻、西方奇幻、武侠、仙侠的融合）。金
庸客栈孕育的大陆新武侠、东方奇幻并没有
在后来的网络文学中得到延续，而是回到线
下发展，依托《今古传奇·武侠版》《科幻世
界·奇幻版》《九州幻想》等杂志。尽管如此，
金庸客栈与西陆BBS在运行模式（论坛模
式）和文学形态（类型文学）上是一致的，隔
膜仅仅在于网民趣味的差异。

中国互联网早期的网民按上网时间和
上网路径的不同，主要分为三个来源。最早
的是高校校园网（1994年7月教育网开通，
1995年8月第一个高校BBS“水木清华”在
清华大学诞生），其后是商业网站的论坛
（如金庸客栈，1996 年 8 月），再其后是
1996年底以后陆续开通的各省市信息港
（黄金书屋、晋江文学城、红袖添香、潇湘书
院等著名书站和网站均发端于此类信息
港，西陆BBS的创始人邹子挺即是原西安
古城热线的技术骨干）。

三个路径的人群中，大致是越早上网
的越是小众精英，越晚上网的越是大众草
根，但都是相对彼此而言的 。水木清华虽
然孕生了“大话西游”等流行话题，但不是
以文学为主题的论坛，并且封闭性较强；西
陆BBS虽然直接孵化了起点中文网等商业
网站，但本身没有凝聚性的论坛文化，只是
一个供人免费开版的社区空间。相对于更
早的高校BBS和更晚的西陆BBS，架构在
新浪网的金庸客栈兼具早期论坛的形态多
样和商业化之后类型化趋向，在长达4年
多（1996-2001）的活跃期中产生了巨大影
响 。将之锚定为起始点，既能标识出中国
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导的特征，又能
使网络文学这一概念不等同于网络类型小
说或网文，而是比较宽泛，具有某种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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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
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

□邵燕君 吉云飞

开栏的话

网文史与新观察网文史与新观察

广 告
叙 事
背道而驰（中篇小说） ……………… 袁 远
怀玉的选择（中篇小说） …………… 弋 铧
冬捕（短篇小说）……………………… 吕阳明
放生鱼（短篇小说）…………………… 梁积林
六号车厢（短篇小说） ……………… 王 位
宿命（短篇小说）……………………… 蔡文华
品 相
入川记………………………………… 赵柏田
茔地 ………………………………… 桑 麻
乡事 ………………………………… 李 丽
海岛季候人…………………………… 水东流
汉 章
借大海（组诗）………………………… 马萧萧
大山的密码（组诗）…………………… 朱光明
短歌行…………… 朱夏楠 容 气 于海棠

罗望子 刘 卫 彭 毅 胡雪蓉 廖柏林
精 品 黑羊（五则）……………………【意大利】卡尔维诺

钓人的孩子（三则）………………………… 汪曾祺
小说终须是“寓言”

——合说汪曾祺与卡尔维诺 ………… 张家恕
视 界
《日瓦戈医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 ……………… 石华鹏
现 场
唇之缘 ………………………………………………… 谷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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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方阵 古城正定………………… 尧山壁
悲喜皆无据（外一篇）…… 陈传席

烛窗心影 羊图腾（外二篇）………… 宋长征
寻我……………………… 李昀阳
裸露……………………… 李同书
五月，写给沙地的诗篇 … 半 文

人生风景线 温柔是光……………… 刘学刚
不安分的灵魂………… 林友侨
草芥人生……………… 卓 美

文史杂咏 走洛口…………………… 晓 寒
山水琴音………………… 海 津
秘碉缩影………………… 黄彩梅
临清塔…………………… 李智纲

亲情人间 让一些光亮进来………… 英 木
坐在阳光里的父亲……… 张秀峰
寻找父亲………………… 陈富强

记忆与叙事 寻常物语……………… 蒋静波
因为刻骨，所以铭心 … 关玉梅
旧物记………………… 张 静

院校文荟 秋天的怀念……………… 雪 樱
钓沧海…………………… 裘七曜
鸿岭之夜………………… 刘文波

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云南元谋） 故乡的河 ……… 武成勇
命如草芥 …………………………………… 樊 桦
土地书 ……………………………………… 赵春银
凤凰花开 …………………………………… 李明艳

千字文 厚藏时光 ……………………………………… 查晶芳
窗花·烟花·枣花 ……………………………… 李长顺
古琴闲趣 ……………………………………… 蔡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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