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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研学扎实研学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记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记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 □□禹建湘禹建湘 欧阳友权欧阳友权

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网络文学理论研究进入全新阶段，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目前全国以不同形式组成的学术研究团队已近10家，但对于创作体量庞大，创作形态仍处在不断
变化中的网络文学，理论批评明显滞后于创作实际。为此，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将与各研究团
队开展横向联系，陆续向社会推介各团队的研究成果，形成研讨网络文学创作规律、建构网络文学
评价体系、引导网络文学价值追求的良好学术氛围，积极推动网络文学理论批评迈向深入。本期推
介四个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以期更多学人加入这一行列。

——编 者

中南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网络文学研
究的高校之一，构建了以欧阳友权教授为领
军人物的优秀学术团队，产出了一批标志性
学术研究成果，为有效回应网络文学发展中
的问题、评价网络作家作品、推进网络文学
的基础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我
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有着“筚路
蓝缕”之功。

构建团队，打造网络文学研
究重镇

1999年开始，欧阳友权教授带领一批
青年教师走进网络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开展
网络文学调查。2000年4月27日欧阳友权
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网络文学的五大特
征》的文章，随之又相继发表论文《网络文
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长篇研究报告
《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
状调查与走势分析》等，正式深耕这一领
域。2002年成立网络文学研究所，2005年
建成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南
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2013年，“中国文
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落户中南大
学。2016年4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
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揭牌，标志
着我国第一家国家级网络文学研究基地落
户中南大学。2019年，中南大学网络文学
研究基地入选全国CTTI来源智库。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的“大力发展网络文
艺”的基本方针，以加强我国网络文学的理
论评论工作，繁荣网络文学，引导其健康发
展为宗旨，其目标是经过若干年发展，把基
地建成全国网络文学的研究中心、信息中
心、人才培养中心，成为党和政府有关网络
文学决策的咨询机构，成为具有较高水准的
中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专家智库。基地的
职能定位是：建设网络文学国家智库，开展
网络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实施网络创作评论
人才培养，举行网络文学作品研讨，组织网
络文学理论批评成果评奖，编撰《中国网络
文学年鉴》等。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是我国最
早开展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群体。研究基
地下设协调小组、管理机构与学术委员会，
对基地工作进行协调和管理。协调小组主
要负责决策基地重大事项和协调处理内外
关系，基地管理机构负责基地日常管理和
运行工作，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基地理论
研究和学术活动的策划与把关。经过20
余年的努力，中南大学现已成为我国网络
文学研究重镇。

紧盯前沿，团队协作攻关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一直紧盯、
深耕网络文学研究前沿领域，在学科带头人
欧阳友权教授的带领下，打造出了一支具有
创新活力、敢于攻坚克难的优秀研究团队。

这支队伍既是专职的——他们都是文
学博士、博士后或教授、副教授，研究网络文
学是他们的本行；同时也是兼职的——他们
并不是网络文学出身，而是来自于古代文
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甚至有语言学、传播学等。平时他们
要完成各自的教育教学任务，一旦有了研究
项目，大家便聚到一起，携手合作，一起调
研，一起讨论，协作攻关，一个个课题、一本
本专著、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学术活动就是
这样完成的。

这个研究团队有专、兼职研究人员与行
政人员27名，其中专职研究员8名（具有高
级职称与博士学位者7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2名，“国家级教学名师”1名，湖南
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1名）。研究团队已
出版5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有25位老师发
表相关论文340余篇，出版著作71部。基
地挂牌以来，获国家级课题项目14项，省级
课题项目21项，其成果获得了包括鲁迅文
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中国文联文
艺评论一等奖、湖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在内
的各种奖项。

2021年，团队接续深耕网络文学研究，
获得多项课题立项。欧阳友权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
文，其专著《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入选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研究基地
协作完成的“中国网络文学年鉴”系列入选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项目，
禹建湘教授主持的“网络文学观照现实的审
美转向研究”获评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聂茂教授主持的“网络文艺生产规制
研究”获评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重点项目。另有禹建湘教授的“网络文学现
实主义创作趋势研究”、聂茂教授的“网络文
艺符号生产规制”、聂庆璞副教授的“5G背
景下VR（虚拟现实）审美研究”、晏杰雄教授
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可通约性研究”等
项目获得省级课题立项。

2021年度，研究基地累积出版网络文
学研究专著11部，如欧阳友权教授的《网
文观潮》《萧鼎与〈诛仙〉》和《中国网络文学
年鉴（2020）》、禹建湘教授的《中国现代化
与文学乡愁》和《网络文学研究视界（第一
辑）》、聂茂教授的《虚拟之虹：网络文艺的
符号世界》《网络文艺生产规制》等，年度内
发表论文30余篇，如《网络文学评价体系
的“树状”结构》《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
形态、动力与屏障》，《网络创作能否打造文
学经典》《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
《网络文学评价的三个悖论》《构建网络文
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体系-基于25家网站
数据分析》《2020年网络文学述评——最
是一年春好处》《网络文艺评论：“走进”而
非“走近”网络文艺现场》《网络文学彰显

“国之大者”，拓展现实题材新方向》《网络
文学，面向新时代敞亮歌喉》等，其中欧阳
友权教授的《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
点》一文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14期全文
转载。

拓土深耕，创造网络文学研
究多个“第一”

作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重镇，中南大学
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始终坚持把握学术新方
向，开疆拓土，深耕前沿，屡次在国内网文界
开启新声，创下了多个“第一”。例如，2001
年第一个获得教育部网络文学方面的人文
社科规划课题。2002年成立了第一个网
络文学研究所时，第一个拿到国家社科基
金的网络文学研究项目。2003年出版了
我国第一部网络文学理论专著《网络文学
论纲》。2004年，举办了第一个网络文学
专题论坛——“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全国
学术研讨会，创办了第一个网络文学研究
基地——湖南省重点基地“网络文学研究
基地”，主编了第一套丛书《网络文学教授
论丛》（5本），2003年第一个在高校中文系
开设网络文学本科课程，2005年开始招收
网络文学研究生，2006年第一个在网络文
学领域获得湖南省精品课，2007年荣获湖
南省优秀教学团队——新媒体文学教学团
队，200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网络文学高
校教材《网络文学概论》，2012年，第一个
在网络文学领域获得教育部国家精品视频
课，同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网络文学词
典》，2014年，建立了第一个汉语网络文学
文献数据库，2015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
网络文学编年史》，2016年出版了我国第
一部《网络文学年鉴》，并在这一年拿到国家
社科基金第一个网络文学重大招标课题《我
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等；还有，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
学》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这是
网络文学研究成果第一次斩获国家级文学
大奖。

人才培养，为网络文学研究蓄力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注重发挥
育人实效，着力培养青年学人关注网络文
学、学习和研究网络文学。团队教师以老带
新，积极推进网络文学进课堂、进教材、进头
脑，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网络文学研究的青年
教师和硕博学生。建设了以《网络文学概
论》为代表的精品课程。

2005年，欧阳友权教授主编的研究生
课程教材《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在高教社
出版后，迅速成为学院研究生的平台课；
2008年出版的本科课程教材《网络文学概
论》，为高校本科教育开设网络文学课程奠
定了基础。十几年来，团队骨干成员主讲的
《网络文学概论》《网络文学批评》《网络文学
专题研究》《网络文艺学》等课程，覆盖本科
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的全过程，建成了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网络文学人才精
准教育培养体系。

践行“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校训，中
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加强“产学研教”
融合，研究基地成员参与各类教学竞赛和科
研活动，取得各类教学竞赛奖40余项。近
年来，欧阳友权教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
评审组专家，今年又当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并被国家出版基金
委员会、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聘任
为“国家出版基金评委专家”。禹建湘教授、
聂茂教授和晏杰雄教授在“钱潮杯”网络文
艺评论大赛等活动中屡获佳绩，并指导学生
在“钱潮杯”网络文艺评论大赛和白马湖全
国网络文学评论大赛等赛事中取得佳绩。

研究基地育人成效显著，有一批毕业的
博士、出站博士后在网络文学理论批评领域
崭露头角，如禹建湘、欧阳文风、聂庆璞、纪
海龙、刘新少等已成团队学术中坚，贺予飞、
吴钊、邓祯、程海威、严立刚、吴英文、付慧青
等开始走向网络文学学术研究前台。近三
年，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发表关于
网络文学研究论文30余篇，以网络文学为
选题的为本、硕、博学位论文80余篇，其中
博士毕业论文15篇。

开放融合，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重视学术
交流，与国内外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界建立了
广泛的联系，经常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
基地与澳门城市大学、台湾铭传大学互派研
究生开展研学活动；与瑞士日内瓦大学、法
国巴黎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建立了学术
交流关系，互派专家出席定期召开的国际学
术会议。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每年举办
网络文学学术年会，如2004年在长沙举办
了“网络文学与社会文化”全国首次网络文
学研讨会；2009年在湖南凤凰举办了“网
络·网络文学·公共空间”全国学术研讨会；
2016年在湖南怀化举办了“网络文学评价
体系构架”全国学术研讨会；2017年在广西
贺州召开了“网络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传
统”全国研讨会；2018年在四川绵阳召开了

“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全国研讨会；2021
年在合肥召开了“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与
批评标准”全国学术会，2020年、2021年还
在线上举办了网络小说《脑控》和《火车浜7
号》网络小说研讨会等。

今年，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推出
“中国网络文学30年”系列高端学术活动，
陆续邀请12位网络文学界知名学者来校讲
学，并在9月底举办了“中国网络文学30年”
国际高峰论坛，在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界产生
了广泛影响。

研究基地成立以来，坚持学术至上、育
人为本，加强学术交流与研讨，通过举办学
术讲座，请进来，走出去，丰富交流方式，累
计举办网络文学学术讲座50场，让基地的
网络文学研究紧跟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前沿，
始终保持理论活力。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以其扎实、
坚定的开创性研究，积极推动网络文学理论
批评建设，点滴积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网
络文学编年史、发展史、断代史、批评史、数
据库、工具书、批评标准、评价体系、网络文
艺学构建等各个方面，并且在网络文学国家
重大项目攻关、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课
程设置、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以及学
会、社团、基地、研究所、精品课、教学团队等
不同层次，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网络文学
研究框架和风貌，为中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
的健康快速发展积累了经验，也做出了积极
贡献。

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8 年 10月 11日，是经山东大学批
准，由山东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依
托文学院成立的科研机构，是中国作家
协会网络文学研究的外挂基地，是一个
面向全国的开放性学术平台。由山东省
作家协会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
发有担任中心主任和首席专家，全面负
责中心的工作。

中心成立的目的是搭建网络文学
研究平台，组建网络文学研究团队，申
报重大课题，对网络文学相关问题进行
系统研究，建设成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推
进器，推动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中心
以评论与研究引导网络文学创作，对中
国网络文学创作与网络文学产业进行
跟踪研究，深度介入网络文学的鲜活现
场与动态实践，实现网络文学创作与网
络文学研究的良性互动，提升网络文学
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强化网络文学研
究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促进网络文
学的繁荣。

中心研究人员由固定人员、客座人
员和附属人员组成。研究力量以山东大
学网络文学研究人员为主体，整合山东
省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等相关研究
力量，聘请山东省内多所高校网络文学
研究者及国内知名学者，同时招收统招
博士后开展研究工作。成立至今，中心
共有专职研究人员12人，包括黄发有、
丛新强、马兵、周根红、史建国、周新顺教
授，肖映萱、布莉莉、丁晋、何瑛、刘小源、
张慧伦副教授，邵部助理研究员，在站博
士后尹林、宋夜雨、贺予飞，张慧伦副教
授为兼职研究人员，研究人员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山
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大学教育学院以
及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背景涉及文学、经济学、
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师资
力量雄厚，促进了网络文学的跨学科、跨媒介研究的发
展。本中心研究人员自觉承担起通过网络文学批评引
领网络空间正能量的重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
学术效应。成立三年以来，中心以积极的面貌和灵活
的机制，不断推动网络文学创作和研究之间的良性互
动，在行业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在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教学方面，中心主要开展
以下几项教学活动。一是“山大中文读书会”系列之
一“网络文学读书会”，重在培养和激发学生对网络
文学的研究兴趣，读书会由肖映萱副教授主持负责，
讨论主题包括网络文学经典作家作品解读、网络与
新媒介理论、网络文学与性别研究、网络文学类型文
研究等方面，以学期为单位，目前已经连续开展了三
期，受到了校内广大同学的支持和欢迎。二是“文学
与媒介”系列讲座。邀请国内外高校著名学者、专家
进行主题研讨，关注学术前沿热点研究，扩展学生视
野。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孙郁主讲的《谈近二十年北京报纸副刊的
变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郜元宝主讲的《鲁迅个人译介与〈野草〉的互文
关系》、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何弘主讲
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等。

中心共举办三次全国性大型学术（培训）活动，聚
合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网络文学作家，就网络文学
创作发展路径和理论研究现状进行深入研讨和总结，
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一是山东大学首届网络
文学论坛。2018年12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
研究山东大学基地成立之初，即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
组织举办首届网络文学论坛。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网
络文学中心、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湖
南大学、安徽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市
社会科学院等近20个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及部
分知名网络文学作家参加活动。何弘、肖惊鸿、黄发
有、邵燕君、周志雄等专家做主题发言，论坛围绕“传
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困
境”“网络文学IP运营”“文艺学在网络时代的新变”

“网络流行文化的历史性和中国化”“网络文学跨学
科批评的研究前景”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二是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开
题报告会暨学术研讨会。2019 年 4 月 22 日，由基
地负责人黄发有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开题报告会暨学
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丁帆，中国作
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等出
席会议。网络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基地专职研究人员
黄发有、马兵、丛新强、史建国、布莉莉等全程参加开
题报告和学术研讨，网络文学研究专家邵燕君等参
加学术研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探讨了“当代
文学期刊与网络文学的互动”“文学媒介与网络文学
发展”“媒介融合与文学评论创新”等相关议题，并对
当下的网络文学研究与评论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
议。三是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理论评论骨干培训班暨

“网络时代的文学评论”论坛。2019年 8月18日至
21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理论评论骨干培训班暨“网
络时代的文学评论”论坛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本
次培训活动在中宣部的统一部署下，由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中心主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山东大学
基地承办。来自中国作协、各省作协全国各高校、科
研院所、以及网络文学媒体平台的100余位专家学
者、知名作家和网站编辑参加培训。中国作协网络
文学中心副主任何弘、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和
山东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等出席开
班仪式并致辞，论坛围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视野中
的网络文学批评”、“网络文学评论的视角和方法”等话
题展开讨论。

目前网络文学中心的研究成果有：一、著作类：黄
发有的《网络文学内外》（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周

根红的《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海峡文艺
出版社2020年）、刘小源的《来自二次元的
网络小说及其类型分析》（东方出版中心
2019年）、丛新强的《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

“新生代”小说与文化延伸》（山东大学出版
社 2019年）。

二、论文类：黄发有的文章《论网络文
学评论的拓展与深化》（《当代文坛》2020
年第2期）、《现实题材成为网络文学新亮
点》（《人民日报》2019年4月19日）、《史料
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南
方文坛》201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9
年第14期全文转载）、《网络文学新趋势》
（《文艺报》2019年1月28日）、《网络文学
的可持续发展》（《网络文学评论》2019年
第6期）、《论文学语言在电子文化语境中
的变异》（《文艺研究》2018 年12 期，《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3 期主题转
载）。周根红的文章《当前网络文学评价标
准建构的批评与反思》〔《江苏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丛新强的论
文《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网络文学共
同体”如何构建》（《人民论坛》2020年第
21期）、《生命：体验的与思辨的——中国
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散文作品评述》（《山
东文学》2012年第2期）。马兵的论文《不
可抗拒的见证》（《文艺报》2019年1月7
日）、《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与新世纪本土批
评话语体系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1期）、《批评的分歧抑或重叠的共识》
（《上海文学》2019年第11期）。刘小源的
文章《被遗忘的晚清反案小说：中国网络同
人小说的本土文化渊源》（《百家评论》
2019年第1期）、《二次元文化与网络文

学》（《东岳论丛》2017年第9期）。丁晋的文章《网络
文学改编对导演创作风格的影响透视——以〈鬼吹灯〉
与陆川〈九层妖塔〉为例》（《百家评论》2019年第 2
期）。肖映萱和他人合作的文章《由“一夫”至“多宝”：
数字人文视角下女频小说的情感位移》（《文艺理论与
批评》2021年第4期）。何瑛的文章《晚上10点，为俗
常生活增添一点浪漫梦想——对微信公号读诗的文化
解读》（《光明日报》2021年4月17日）、《广阔的虚拟世
界，也不过是无边现实世界的一部分——青少年如何
正确看待网络文艺》（《光明日报》2021年8月11日）。
张慧伦的文章《五四“出走”主题在网络小说中的变奏》
（《文艺评论》2019年第6期）、《试析网络仙侠小说的
伴随文本及其互动影响》（《百家评论》2019年第1期）
等等。此外，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
研究生也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关于网络文学作品
的评论数篇，有李彤的评论《属于当代青年的创业
史——谈〈网络英雄传〉的现实主义创作》、孙涛的评论
《〈传国功匠〉：传统文学与网文的融合发展新尝试》、叶
楠楠的评论《当代军营的青春之歌——从〈青春绽放在
军营〉看当代军旅小说的新变》、曹鑫源的文章《〈粮
战〉：当代视阈下的粮食战争》、徐舒桐的文章《钢铁是
这样炼成的——红雨〈铁骨金魂〉读札》等。

三、资料类：黄发有主编的“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
书”在2020年出版第一辑，包括欧阳友权《网文观潮》、
吴俊《当代文学的转型与新创——互联网时代的文学
史观察》、黄发有《网络文学内外》、邵燕君《网络文学的

“新语法”》、周根红《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桫椤《网络
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六种，第二辑（六种，作者为陈
定家、周志强、王祥、许苗苗、肖映萱、贺予飞）将于
2022年集中推出。中心还策划推出了“文学传播研究
丛书”，包括刘方政《中国戏剧片论》、郑春《重读历史和
人物》、叶诚生《重建文学的历史相关性》、丛新强《世俗
与神圣之间》、马兵《故事，重新开始了》、史建国《在场
与反顾》。黄发有主编的“年选系列”著作，包括《中国
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年选·2019》（海峡文艺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其中收录的文章涉及到网络文学
史、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网络文学版权保护、人工智能
写作、网络文学经典化、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方面；《中
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年选·2020》（海峡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收录了关于网络文学起源、网络文
学评价体系、网络文学新趋势、网络文学研究新方法等
方面的新成果。《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
报刊刊发了这两本书的书评，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当代
中国文学研究课程将之列为指定文献或参考书目。《中
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年选》系列作为本中心的特色项
目，每年一卷，将持续出版。

四、科研项目：黄发有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系列丛书（45卷）”，中宣部文
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稀见
史料研究”，2019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网络文学创作、阅读、传播与资料
库建设研究”子课题。周根红主持2021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的导向引
领、制度设计与实践创新研究”，2021年度山东省社科
规划项目“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
研究”。刘小源主持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丁晋主持2021年
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基于量化分析
的新世纪中国电影叙述结构与产业互动研究”。《中国
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年选》系列、黄发有的《网络文学内
外》、贺予飞的《网络类型小说的审美研究》获得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资助。

网络文学研究中心在学生教育教学、学术交流、队
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人员的科研成
果扩大了网文研究的社会影响，在推动宣传部门和文
学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中心
的建立与发展，给信息时代的山大文学研究带来新的
动力和活力，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以开放性的格局汇
聚全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力量，打破学科和学术壁
垒，打造人文社科学术重镇和原创思想策源地，推动山
大学派的生长与发展，促进双一流建设。受到疫情的
影响，山大网络文学研究中心近几年的科研和活动计
划没有完全落实，期待未来几年在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学术培训、刊物编辑、学术会议等方面持续向前推
进，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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