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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蘑菇》的世界观
□王玉玊

一十四洲的《小蘑菇》是2019年口碑最好的网络文学
作品之一。在这部“末日废土流”小说中，几近灭亡的人类
固守于仅剩的4个人类基地艰难求生，基地外是基因变异
生物横行的深渊。地球停转，南北磁极消失，这颗星球的自
然生态乃至物理法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异。被称为“灯塔”的
人类最高科研机构用100年时间只证明了一件事：人类既
有的科学体系完全无用。人们重新匍匐于大地，靠着本能
与经验挣扎自保，曾引以为傲的理性与意志，在莫测的世界
面前不堪一击。但延续人类文明的从不止息的渴望，偶然
间从人性角落迸发出来的仁慈、顽强、勇毅与执著却让这片
黑暗大地熠熠生辉。

《小蘑菇》最有趣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其设定中的科学元
素（弦理论）与神话元素（克苏鲁神话）的无缝对接。

近年来，在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网络流行文艺作品中，
对于量子力学、相对论等后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相关理论、
概念的设定化运用成为了一个创作潮流。试图解决量子力
学和广义相对论不兼容问题的弦理论，作为理论物理的一
个分支学科，在这一潮流中也成了一种比较常见的设定元
素。在《小蘑菇》之前，非天夜翔的《二零一三》也曾使用弦
理论设定来解释世界末日的起因。当然，这些文艺作品的
作者与受众绝大多数不是物理学研究者，并不能真正从科
学的角度对这些复杂的物理学概念作出解释，因此，真正流
行起来的并非这些科学理论和假说本身，而是它们的通俗
化、形象化版本。

克苏鲁神话则是以美国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
夫特的小说世界为基础的“现代神话体系”。尽管将克苏
鲁神话称为现代神话体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但它
确实以神话的方式对世界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近两
年，随着《诡秘之主》等使用克苏鲁设定的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的出现，克苏鲁神话逐渐成为了网络文学中的一种
流行设定。克苏鲁设定的核心特征是对非理性的强调，
也即主张世界本身是疯狂和非理性的，有理性的人类文
明的出现只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人越接近世界的真相
与本源，就越会陷入疯狂。

弦理论与克苏鲁、科学与神话，看似南辕北辙的两种设
定却毫无违和感地融汇于《小蘑菇》的世界观中。在过去，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以牛
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曾发挥至关重要的“祛魅”作
用。“祛魅”意味着世界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人
们坚信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类终将以科学的方法解释
世界，找到惟一的真理。特别是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
无神论思想迅速壮大，科学在与神话、宗教争夺世界解释权
的战役中处于无可辩驳的优势地位。由科学而至真理，成
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信条。

但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弦理论等后牛顿时代物理学
理论的出现，变化发生了。即使前沿科学确实在向人类揭
示真理，人们也无法继续在公共空间谈论、理解这些科学理
论及其意义了，如果真理本身对于复数的人而言变成不可
理解、不可经验的存在，那么揭示这些真理的科学又与神话
有何区别？

于是，在流行文艺领域，担心自己被真理抛弃的焦虑感
催生了日益强烈的尝试理解前沿科学体系的欲求。最晦涩
复杂的物理学理论被大规模翻译为如同“长翅膀的狮子”一
般的日常表述版本。《小蘑菇》便是如此，以浪漫瑰丽的想象
化用宇宙弦概念，解释世界的起源与异变的真相。但这一
解释并不能帮助故事中的人类理解、克服眼前的灾难。它
与克苏鲁神话的非理性底色完美融合，最终凸显的是世界
的莫测与人类的渺小。科学就这样悖论般地以神话或幻想
的面目重新通过文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曾承担“祛魅”功
能的现代科学，在文艺作品中报复性地成为“复魅”之剑，成
为它曾反抗的那种神圣的、魅惑的、不可知的幽杳世界的象
征物与组成部分。

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时空观是现代信念的根基。以均
质空间和线性时间为坐标，人们生活在同样的时空中，得以
彼此交谈、互相倾听；线性发展的时间还带来永恒进步、无
限发展的光明许诺，人们携手共进，走向同一个未来。由
此，人们成为命运的共同体，现代社会的公共性首先是以时
空的绝对公共性为前提而被考量和设计的。

而后牛顿时代物理学理论对大众而言，最突出的颠覆
性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时间与空间可能并不是绝对的、均
质的。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完美吻合日常经验的牛顿经
典力学定理在宇宙宏观层面、量子微观层面可能都不适用。

肉身物理经验与价值系统之间的关联或许比人类所
能察觉的更加紧密。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惟一”“永恒”
等词语去标注某种事物、品行的无与伦比的价值，而“唯
一”与“永恒”实际上首先就是一种时空坐标。“惟一”是时
空交汇处独一无二的质点，“永恒”是平行于时间之轴的
直线。那么，当时空结构本身在人们眼中发生了变化，我
们又该如何去定位那些曾因其“永恒”或“惟一”而拥有无
上价值的存在？

真理与正义的紧密连接早已刻印在人类的心智结构
上，成为不证自明的叙事法则。对于均质时空这一“常识”
的突破，无疑为价值与正义的质询打开了新的空间。

在《小蘑菇》中，每一种价值都在显现其光辉的同时
走向自我否定：为保护人类基地，审判庭制度被建立起
来，审判庭成员凡遇疑似受到怪物基因感染的人类，则可
直接击杀，即使错杀也无需承担责任。身为审判庭最高
长官的审判者陆沨明白，他每一次执行枪决，都在杀死一
个无辜的人，他的全部努力都与他想要守护的人类文明
背道而驰。审判庭走廊的墙壁上，一边写着“人类利益高
于一切”，另一边又写着“虽然错误，仍然正确”——伟大
又残忍。《小蘑菇》所书写的显然不是某种集体主义的牺
牲精神或大局观，而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一场真理与正义
尽皆缺席，没有任何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可供选择的灾
难。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局观，意味着一种价值等级
秩序，意味着每一种善都在同一个参照系中被估值，有大
善，也有小善，为实现大善而牺牲小善是无奈却正确的选
择。人们为牺牲者悲伤，却无须为自己的选择负罪。在
陆沨之前，每一任审判者都试图用这样的道理说服自己：
为了守护人类文明，感染者的牺牲不可避免，所以我从事
的是正义的事业。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被恐惧与
愧疚淹没，理智崩溃、自杀、发疯或者逃离。只有陆沨不
曾陷入这样的命运，因为在他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慈悲中，
还包含着对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关怀与温柔。他辨别感染
者的准确率比任何人都高，由他排查的感染者越多，被误
杀的人就越少，他的部下也就越不会因自己无可挽回的
失误而陷入痛苦的深渊。陆沨从未试图逃避自己犯下的
罪，他越是记得他对那些被他杀死的人负有责任，便越是
坚定地举起了枪。

在《小蘑菇》的故事里，人类的全部文明，人类迄今发现
的全部真理，不过是世界之弦偶然奏响的一段旋律。而现
在，这段旋律即将结束，整个世界尽是无边的荒凉与荒谬。
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与正义携手遁入黑暗，“错误”无处不
在，每一种善行都同时意味着犯罪，每一种守护都以杀戮开
场。善是含混的、彼此矛盾的，无法被估值更不能比较大
小。能够在“虽然错误”之后坚信“仍然正确”，并永不忘却
这种“正确”中始终包含着“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的行动
者。前半段关乎现实，后半段关乎信念。在这样的故事里，
英雄主人公们首先是虚无主义者，然后才是理想主义者，所
以不惧怕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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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军旅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之活跃、数量之丰富前所未
有。但是当我们仔细品读和审视这些作品后却不得不承认，当前网
络军旅现实题材作品中，能打动人、震撼人的作品却少之又少。那
么当下网络军旅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究竟缺少了什么？这是一个
相当泛化的问题，概括起来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军人（英雄）形象塑
造上的问题，二是对军营和社会生活的把握问题。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当下的网络军旅题材作品无法让
受众充分感受到信念的张扬和高昂的精神力量，以及军人所特
有的质的硬度和气贯长虹的英雄气势。主要人物无法穿越时光
的迷雾，无法熠熠生辉地伫立于受众面前，形象模糊化、距离化
非常明显。英雄主义和军人所特有的气势的退位，极大地削弱了
该类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当然，“战争文学”同“和平文学”有
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受“文学是
人学”“军人也是人”的创作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
网络文学作品中的军人形象都呈现出一种“中性色彩”，有一种
不黑不白、不冷不热的“温和色”，军人在保持正直、善良、勇敢的
本性的同时，其形象塑造中也掺入了芜杂的社会气、世俗气，甚
至某些社会不良习气。作品对军人不着力描写其“军味”，而在人
性的复杂性上过度用力或用力不当，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都要
从他身上“发掘”出某些缺点来方才罢休，仿佛不如此这般军人
形象就不真实可信。比如说，农民式的狡猾和自卑，世俗的委屈、
压抑和沉重，普通大众对升官的渴望以及处处流露出的小农思
想等。一些作品还算当前网络军旅题材创作中成熟度较高的，但
总是让人感觉美中不足。诚然，这种创作风格也与想同早期那种

“高大全”和贴标签式的写作拉开距离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单纯
描写军人的军味或“英雄气”无法适应当前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
所导致的。但是，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是
一个负责任的网络作家或专职写手最起码的道德出发点。众所周
知，军人之所以称为军人，英雄之所以成其为英雄，就在于军人的
职业特点决定了军人必须具备超越常人的素质，总有着普通人所
欠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精神气势，这正是军人的特质
所在和英雄形象的魅力所在，也是此类题材作品中最撼动人心之
所在。而当前不少网络文学作品对军人身上这种精神的淡化、回避
甚至于拒绝，削弱了军事题材作品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也许就是
该类作品难以真正站立起几个让受众刻骨铭心的军人形象的原因
之所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二是对军营生活的描写问题。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
许多军旅现实主义网络文学作品对军营生活描绘之细致逼真、描
写之准确精到，可谓前所未有。其中某些作品中某些场景细节甚至
极其感人历久难忘。然而就其整体来说，最终却未能形成令人荡气
回肠如大河奔涌般的气势，恐怕就在于这些作品对生活的描写太
注重了实写实录，而缺乏应有的生活高度，只注重散点观照而疏于
对生活内涵的集中和提炼。不少军事题材网络文学作品比较强调
生活和人性的原色原汁、原态原样，注重从一些普遍的、凡俗的、司
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和凡人小事中表现生活内涵和人生意蕴，而对
于生活描写的典型化、集中性的提炼和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则相对
疏淡。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这本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表现视角。
这类表现形式的始作俑者，原本是带着求新的意图来冲淡以往那
种一本正经的单一创作模式的，但是当这种描写被越来越多的网
络写手相继复制和辗转搬运，却没有融入新机时，很快又铸成了一
种新的模式，群起泛滥而失去了其新鲜和活力，不乏色彩却无特
色，不乏刺激却无个性，在对生活的描写上更多地给人一种浅表感
和趋同感。笔者能感觉到许多写手在创作什么时头脑里是清楚的，
但是在如何创作的问题上，却疏于把握，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原来
的意旨，只注重对生活流程的简单记录，只写出了军人生活中的一
些表面现象，而缺乏更深层次的对凡俗生活的超越性的东西，缺乏
对军人灵魂的深切关注，缺乏更高的人生理想和生活信念，因而作
品中弥漫着对生活的迷惘和犹疑，甚至对现实生活的流弊显露出
某种造就和逢迎。笔者认为，网络作家或专职写手必须承担受众甚
至于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神圣的责任，以一种更富理想
的生活和更富理想价值的形象塑造去导引人们前行，而绝非复制
纯自然意义上的现实生活。这种复制自然意义生活的作品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当然，现在毕竟是和平年代，能提供给我们典型的军人形象
和相对集中的生活较少，但并不是说没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在当年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就表明，必须
从司空见惯的凡俗生活中找到一些生活亮点（哪怕是稍纵即逝
的生活亮点）和能引起受众兴趣的“兴奋点”（但并不是去猎奇），
让军人所特有的质的硬度清晰而自然地流露出来。《突出重围》
成功地借助“高技术条件下的对抗演习”这个“壳”，将和平时期
一代军人的忧患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
独特的现实意义。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在社会变革期和转型期，军
旅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其实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具体英雄主
义和现实主义的军人形象中获得力量。人们需要像英雄那样立
身行事，立足于社会，需要通过形象的力量来帮助穿透精神上的
云翳。尽管当下此类网络文学作品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笔者
相信，随着网络文学创作平台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带有强烈
现实主义色彩、真正属于受众的新的英雄画廊，一定会出现在我
们面前。

一颗泡芙的《当工具人就能变强？》是一部主打校园青
春日常的网络小说，故事通过描述主人公在获取到有特殊
功能的“工具人系统”后的奇妙机遇，从而在以大学生活为
主要背景的舞台上，展现主人公与几位女孩的青春故事与
自我实现。

现实风物的移植

与其他同类型小说相比，这部作品较为突出的一点是
对现实世界风物的描摹。有读者评价，其中“穿插的日常剧
情也真实有趣”。然而这里所指出的“日常剧情”，其实特指
的是大学生们的日常（以大学生为延伸的亚文化社群也包
含在内）。大学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人物形象在小说中随
处可见。如对大学生普遍存在的拖延症状况的精准描绘：

“其实在大学里周宇这种人极其常见，每周制定一个计划，
每天一个想法，画饼的巨人行动的提莫……”现实中客观存
在的现象被抽象出来放置在了文本中。又如对亚文化社群
聚集的描述中提到的各种与ACG文化（次元文化）有关的
人群。比如Coser（角色扮演者）、二次元爱好者、日本三线
CV（配音演员）、小有名气的原创古风歌手，以及签字售书
的原创作家等。这些社群内“符码暗号”的罗列，在某种意
义上也映射出社群聚集时的场面。

小说中对现实风物的描摹并不仅仅服务于情节发展的
需要，更重要的功能是使作者塑造的世界变得更加真实可
信。因为只有当这个文本世界中的风物被读者认为是“真
实”的之后，即对群体的描述与读者自己的认知达成一致
后，他们才会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文本世界，或者说“进入”
文本世界，而不是仅仅作为冷眼旁观者，只是看着角色行动
而不施以感性认同。

设定和描写中的“商业化”写作

情境和群体描述实际上也实现了某种“商业化”的写作
要求：使读者更有“代入感”。这在小说的各处都可以看到
塑造代入感的痕迹。比如在人物塑造方面，当我们阅读小
说中对主要女性角色的描写时，会首先发现作者在外貌描
写上耗费的笔墨之多。如对小说中第一位出现的女性夏心
月的描写。那些精致而具体的五官刻画在文本中是由男主
角的“看”来实现的，然而这些“看”在现实中真的可以在一
瞬间实现吗？实质上，这样的“看”是不自然的，是作者赋予
了男主角“看”的能力，而最后的落脚点则是读者。读者通
过作者操控的男主角视线而实现了对文本中女性身体的男
性凝视。

而与女性外貌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作品中对男主
角的描写。作为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角色，作者到第3章
才对其有些许描述，而且还是通过女主角夏心月的视角才
得以实现的：“一名衣着素净，发型清爽的男生站在了自己
面前，充满了少年感。”衣着的“素净”、发型的“清爽”是一种
充斥着主观印象的描绘，而男主角的具体外貌在读者心目
中是模糊的，只知道这是个有“少年感”的男生。这正是为
了让读者充分代入男主角而不产生距离感，将男主角指认
为他们在文本中的“虚拟代理人”而刻意为之的。给予这条
判断以辅证的是男主角的自述：“他总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
上，是个不显眼的七十亿分之一，他总觉得自己所完成的

‘成就’，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

这种小有成就而又并不突出的设定不会让读者们产生
隔阂感，而是将自身的情况予以共鸣，使得认同更深一步，
进而将自身代入男主角成为文本中进行行动和判断的主
体。因此，小说中无论是对女性角色的刻画，还是对男主角
的勾勒，无疑都显示了网络文学文本中的商业化写作逻辑。

文本的省略与沉默处

小说在文本的省略与沉默处也包含一些能进一步引起
思考的要素。对大学生群体生存处境的表达和“工具人系
统”的设定背后，可以看到时代语境下的某些“无意识”表述。

比如小说中对大学生群体的描写绝不仅仅只有“拖延
症”。第9章中，作者借助男主角陈南的思考粗略地勾画了
大学生生存处境，如大学生毕业后可选择道路的多样化：

“转专业，双学位，考研，考公务员，考教师资格证，考各种其
他证，成为能够介绍同学兼职的中介大佬，各种各样的选择
都有，总体上来说是积极的，至少跟坐等‘大二病’发作相
比，乐观了很多。”同一章里作者也提到了这种多样化的道
路选择带来的心理压力：“焦虑就像潮水一样，把自己淹没
得发不出声音。”

尽管在9章的简单叙述后，文本中的空气又重新变得
轻松愉快起来，好像这份重压并不真实存在，而只是情节发
展的动力之一，然而这种选择的压力却始终在文本中挥之
不去。如第25章中对李莎故事的叙述，其中提到了她因家
庭原因而需靠考研来实现自我，这就说明，对于“出路”的焦
虑不仅存在于男主人公这样条件相对较差的学生身上，也
同样出现在每个想实现自身价值的学生身上。

那么，在这样一个出路多样且宽广的时代，小说中的大
学生何以如此焦虑呢？并不仅仅是选择困难症，也不仅仅
是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焦虑，对此文中也有隐晦的书写：“比
如在一大波研究生手里抢到好工作。”在这样一个个体需要
依靠竞争而求得生存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比别人

过硬的素质以谋得好出路，所以自然地，有多少次对自己的
重新评估，就有多少次的焦虑和惶恐。

而针对这样的现状，小说中出现了“工具人系统”这样
的设定与之对应。在2020年《青年文摘》公布的十大网络
热词中，“工具人”赫然在列，被定义为“被异己需求物化的
人格”，用来指认那些被人当作“工具”的年轻人们。然而在
小说中，使用“工具人系统”的男主人公却并无被“异化”的
苦恼。一方面，这是因为男主人公并没有被强制地要求做
某事，他还可以像在游戏中一样选择是否“接任务”，有自身
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利用“系统”获得的
收益是十分丰厚的：“完成1次打卡，奖励1点体力，这种简
单的跑圈任务，只需要5次，就能够让自己的体力提升到
LV2。”

不是简单地奖励金钱，而是奖励身体素质或者技能这
样偏向于自我完善的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具人系统”
看起来好像名不副实，似乎只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道具”而
已，然而仔细考察，这其实与“工具人”享有同样的逻辑，人
成为了“商品”，仅仅依靠其非个人化的行动、非自主自由的
劳动来获得工资，而与“工具人”不同的是，男主人公获得的
是超现实的个人完善“点数”罢了。

小说中，男主人公陈南实际上也成为了彻底的“工具
人”。他为了“工具人系统”所给出的报酬而去做他所不愿
做的事，在文本外，他的行动甚至他的面目都被作者所刻意
设定着（有时甚至于自我矛盾）以“取悦”读者们。女角色们
充满魅力的身体、男主人公模糊的面目和自相矛盾的行动、
文本中的大学生生存处境与“工具人系统”这个设定最终都
指向了同一个写作逻辑。于是，透过文本最表层的风物书
写和商业化写作的种种痕迹、文本的沉默和缝隙等，“工具
人”现象得以实现，而这一观念在文本中的呈现显然不是作
者的自觉，倒不如说是作者在时代中的身体感觉于文本中
的无意识呈现，并形成了对“物化”“工具化”的某种质询。

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逻辑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逻辑
————评评《《当工具人就能变强当工具人就能变强？》？》 □□罗博锋罗博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