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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学作品的品质需要用时代的精神尺度
来考量，需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民来检验。楚
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没有因为
时间的流逝褪掉它们炫目的艺术光彩，而当文学
史的滚滚车轮来到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文艺
如何在继承中国璀璨夺目的文学传统基础上，创
造出更多书写时代、观照现实的精品力作，成为考
验每一个文学主体的焦点问题。

从历史角度来看，书写现实、反映现实是古今
中外的一个文学传统。人类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
共同创造的，这些文明成果大多来自人们对现实
生活的归纳、提炼。在古希腊神话、悲剧里，众神不
是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而是像人一样
有着七情六欲、爱恨情仇。正是在此基础上，亚里
士多德提出了“摹仿”说，认为艺术就是“按照事物
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随
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各种现实问
题暴露出来，一种基于现实题材的、被称之为“批
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法
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英国的狄
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果戈理、屠
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
基，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这些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无一不是以现实生活为创
作之源，他们暴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描写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当我们把目光拉回中
国，我们看到《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
月》和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杜甫高呼“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用血和泪
书写出“三吏三别”，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
次”，透过《红楼梦》里的荣宁二府描绘出封建王朝
的堕落和不同层次人物的生活景象。在新文学传
统里，“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都把目光紧紧
地盯在祖国的大地上、火热的生活中；赵树理把自
己视为“地摊文学家”，一心一意为农民写故事；柳
青辞掉领导工作，蹲点黄甫村14年，以一部《创业
史》记录陕西关中农民群众的农业合作化生产和
生活；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靠着真实、真情
和朴素，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长。可以说，文学创作始
终与现实生活同行。

生活实践与文学创作是一对复杂的对应物，两者之间有
着一个微妙的接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世界（宇
宙）、作家、作品、读者构成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其中的世界就
主要指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现实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是源头活水，新时代的丰富实践更是文学创
作取之不尽的富矿。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40多年的历史，在这么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华夏大地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到社会重大历史事
件，小到普通人的生活改变，这些都能成为很好的叙事资
源。这其中，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
是人民的文学，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
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意志都需要
写作者深入观察。当然，现实实践并不仅仅是人人都能看得
到的物质实在，还有一些更深层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精神
品质。例如，众多的榜样人物、劳动模范，有的拥有感人的事
迹，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他们身上体现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情感等中国精神更是值得文学创作
者重视。梁晓声的《人世间》就是这样一部紧贴社会历史发
展、直面改革开放进程的佳作，该作以几位平民子弟的生活
轨迹为线索，再现了近50年来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恢复高
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
众多时代命题，这部堪称百科全书的佳作获得了第十届茅盾
文学奖。2022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出，受到了
广泛好评。这说明，像《人世间》《山海情》《人民的名义》等现
实题材艺术作品，能够既叫好又卖座，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有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现实题材在服务时代的同时，也为网络文学打开新的格
局和天地。毋庸讳言，在近30年的网络文学发展进程中，玄
幻、仙侠等虚构类题材小说占据了网络文学写作的很大一块
领地。“穿越”“重生”的火爆，是资本市场导向，读者的娱乐需

求与对现实的回避，作者的写作能力等多方面的原因
造成的。目前，虚构类题材类型化严重，重复度极高，明
显影响了网络文学的丰富度和生态环境，既限制了网
络文学创作的高度，也无法承担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担。相对而言，现实题材更有利于发挥网络文
学作家的长处，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在数字时代继续
攀登高峰。其实，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并非新生事物，网
络文学诞生之初所指向的正是与人民联系紧密的社会
现实、情感现实。曾入选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的《大江东去》展示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企改
革、农村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艰难发展和痛苦转型，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七月与
安生》《失恋三十三天》是赛博空间里关于爱情、友情的
宣言，《杜拉拉升职记》《橙红年代》《裸婚时代》则是对
社会、职业和人生关系的思考和追问。只不过，这一时
期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是自发的，作家借助网络
铺陈体验、抒发情感。自2015年起，网络文学受到官方
重视和引导，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进入自觉时期。一
大批关注现实和讴歌时代、歌颂党、礼赞祖国的网络文
学作品涌现出来，尤其集中在改革开放（《浩荡》《深圳
故事》）、扶贫攻坚（《故园的呼唤》《扶贫路上》）、乡村支
教（《明月度关山》《大山里的情书》）、抗疫救灾（《白衣
执甲》《踏月归来》）、科技发展（《大国重工》《重卡雄
风》）、公安干警（《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朝阳警事》）、
医疗战线（《大医凌然》《手术直播间》）等题材领域。因
而，与玄幻类网络小说“避实向虚”相比，现实题材网络
小说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和发展规律对问题和矛盾

“正面强攻”，为网文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了
创作类型，为作者想象和成长打开新的空间。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的扶
持、鼓励和推广。2015年以来，在中宣部指导下，国家新
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协连续三年举办了“年度优秀网络
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此后又举办“‘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
动”和“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

推出了《复兴之路》《白纸阳光》《南方有乔木》《太行血》《传国
功匠》《我不是村官》《王谢堂前燕》《樱花依旧开》等近百部优
秀网络文学作品，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在社会上产生
重要影响力。同时，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有关部门通
过举办“网络文学+”“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年度网络文学
影响力榜”等活动推选作品，鼓励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使
得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趋势日渐明显。正是在各方的努力下，反
映新时代美好生活、弘扬传统文化和突出社会正能量的优质
网络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倡导和评选，能
够对网络文学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使网络文学在
创新中、在拥抱现实中、在反映现实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网络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依托新媒介，
也并不仅在于它与大众化阅读关系密切，而且在
于它越来越表现出承载和创造网络世代的新经
验的倾向。这使网络文学作家不能被纳入我们
在印刷文学世界中所说的“60后”“70后”“80
后”“90后”等一系列具有连续性的文学脉络，而
是以别样资源的借鉴、“非文学化”的姿态，创造
了新的意义系统。

特别是这两年，网络文学在历经十几年的类
型化发展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各
大类型发展非常成熟，新的类型如现实题材、科
幻题材网文异军突起；另一方面，类型变体和元
素融合成为这两年网文发展的新趋势。在汲取
类型文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在2020年之后的网
络文学现场，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网络文学正在呈
现不同于印刷文学（无论是传统精英文学还是通
俗文学）的新的想象和新的表达。当“Z世代”越
来越成为网络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主要力量时，网
络文学用新的“创意”和“脑洞”的表达，构筑新的
时空，勾连新的虚拟和现实的关系，表达网络世
代的中国人关于“宇宙”和历史，主体和个体，人
类或“后人类”问题的新想象，也以这种方式表达
了新世代的“现实”关怀。

想象中的“现实”：时空重建的
意义指向

当《开端》让李诗情与肖鹤云一次次地回到
运动着的车厢内，网络文学有关时空建造的新经
验就已经通过影像呈现于大众面前。“时间”可以
是连接两个空间的线索，一头是1940年的上海
29号弄堂，一头是2021年的盛世都市，《长乐
里：盛世如我愿》放映出新的沪地书写以呈现时
间流速的奇诡。又或者时间的这一头是2019年
的南京，那一头是“末日”之下2040年的南京，以

“老古董”电台为结，引渡新的时间法则，天瑞说
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编织了梦幻的时间，以柔
软的人类情感改编时间的线性因果律，重新勾画
了如幻如织的生命时间。网络文学中城市书写
与时间触感的变动，为新世代架构了新的故事场

域。而新世代的生活遭遇与成长体验就浮现于
此。网络文学已经成为青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祈祷君的新作《开更》关注到新世代生活背景
的变动，以网络文学为话题切入青年群像，网文
作者、游戏玩家、网剧编剧，既有关个体的人生、
婚恋、职业理想，也着重表达着“连载”“断更”“氪
金”“魔改”等新世代生活的重要经验。蒿里茫茫
的《早安！三国打工人》让女主陆悬鱼在“咸鱼”

“躺平”的“佛系”梦想中屡屡失败，主动长剑出
鞘。赵熙之的《小镇做题家》以意识流的手法展
现了长于繁华年代的青年在面对父辈期待、“标
签化”和“被动社交”时的苦涩心绪，被裹挟着却
又无能为力的心理现实。可以说，网络文学在展
示着一场新的都市景观，既有以“网暴”等问题编
织故事矛盾的豆阅“悬疑”，也有以人间烟火进行
浪漫叙事的豆阅“言情”，形态重塑的时空之下，

“Z世代”青年在一系列新的成长体验与社会症
候中给出了自己有关“意义”的答案。

虚拟中的“现实”：赛博空间的
多维折射

入选“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的“元宇宙”
成为近期新兴的网络文艺话题，如果说“元宇宙”
是以前沿的数字技术牵引赛博空间，网络文学则
是以古老的方形字符创造一个新的符号世界。
在“表”与“里”的多维命题下，“表象”与“本质”，

“能指”与“所指”，“庄周”与“梦蝶”成为虚拟与现
实的一体两面。桉柏的《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成功上位》让读者跟随女主一起陷入辨别
现实世界与虚拟游戏的旋涡，探讨“是在感性挣
扎中灭亡，还是在绝对理智中重生”的话题，这也
正是“元宇宙”问题内嵌的思考。疲惫的《凭本事
找骂》的遣词造句尽显“网感”，塑造了一位在网

游世界恣意吐槽，现实生活中却敢怒不敢言的女
主人公温黛，线上线下，两副面孔，展现了都市个
体面对现实社会与赛博空间的精神分层。黑山
老鬼的《从红月开始》从现代文明的深处打捞起
精神变异的逻辑链，将负面的心理状态具形为精
神污染体，孤独、恐惧、忽视、贪婪、失眠，隐喻都
市青年的心理问题，虚拟之中迸发着强烈的现实
关怀性。无独有偶，与红月世界对于心理现实的
关注不同，后来者的《每天都在升级打怪爆装备》
将人性中有所失落的一面幻化为“怪”，小的如

“甩锅”“负能量”，大的如“三只手”、人贩子，主人
公需要用语言或行动将它们“击杀”。在幻想的

符号之间，充斥着主体的自我探询之音。在虚拟
的空间中，世界被多维折叠，经由虚拟的通道，抵
达新的精神现实。

历史中的“现世”：主体的变动

少年梦话在《直播学习强国》中以“直播”的
方式切入历史，将过往的疮痍与现世的盛景装进
同一块屏幕。她与灯的《观鹤笔记》为600年前
的研究对象赋予主体性，展示史书的遮蔽与文脉
的绵延。这些网络文学作品追问着历史与现世
的关联，分辨历史面貌的同时，也是在为当下的
青年群体寻找精神资源。七月新番在访谈中陈
述自己的人民史观，坦诚《史记》中最打动他的并

“不是各篇慷慨悲歌的‘列传’，也不是雍容庄重
的‘世家’，而是《货殖列传》。”因为《货殖列传》
中能看到贩夫走卒的故事。“我的历史观就是人
民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才是真正的
英雄。”人民史观正逐渐代替英雄史观成为青年
群体对于历史的想象。南方赤火的《女商》，以
微观经济学牵引近代史脉络，将人民史观渗透
进“清穿文”的写作，在世界视野下反观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蒿里茫茫的《早安！三国打工人》
展示“庶民”身上流速极为缓慢的历史时间，令
历史事件跳脱出严谨的因果联系，历史人物疏
远宏大的意义符号，展现被“诸公”忽视的“黎庶
黔首”的生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乱世之
下，并非英雄建功立业的热血，而是“海内沸腾，
生民煎熬”的苦痛。历史文写作中“人民性”浪潮
的翻涌正是当下青年对于历史的主体性探寻，这
一探寻行为或许以“穿越”的方式展演，或许以

“直播”的方式呈现，史料的择选、主体的互动之
间，讲述了当代青年如何认识历史进程，寻觅现
代化起源的故事。

以“非人”观“人”：二次元的真实性

在疫情影响之下，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奇
诡多姿的设定隐喻在网络文学文本之中，展示着

“非人图式”，而又以科幻类型的表达最为直观与
鲜明。《三体》中从未登临地球的三体星球一次次
地着陆于网络文学世界，展示人类文明与“非人”
文明之间的照面，彩虹之门的《星空之上》中的这
一文明叫做“瑞墨提”。从雨魔的《驭兽斋》到轻
泉流响的《不科学御兽》，“御兽文”复兴，人与动
物的关系问题重新出现，在《不科学御兽》的世界
里，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山川、湖泊，都拥有超
凡进化的可能性，在主人公探寻异世界生物前
史，遭遇宠兽种族问题的同时，有关自然的“他
者”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云住的《霓裳夜奔》将
故事放置在基因科技强盛的纪元更迭期，以拟人
生物体霓裳为主人公，以身体为媒介抵达了一个

“第一种人类”与“第二种人类”截然二分的世界，
展示了来自外星的探照种子对于人类的观察与
审视。种种“非人”问题都是“人”这一生命命题
的反题，“非人”与“人”的界限不在于人的外部，
而在于人的内部，无论是宠兽还是外星人，都在
以多重的“非人”想象确定着“人”的内部现实，

“何为非人”的问题指示着人类在物种之间的位
置，也泛起了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浪花。

网络文学的迭代打破了文学代际的时间序
列，也改变了文学的发生方式，不局限于文学内
部的互文，而是以新的符号编码，以赛博主体之
间的互联与共通的表达，创造了新的代际想象，
表达了新的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塑造。仅仅用大众
文化、资本之手去解释网络文学的新经验也许会
浮于表面，其背后所体现的网络社会的情感和欲
望表达，虚拟世界的修辞和意义表征，以及全球
化/地方化，世界/中国，技术/人文等等思想因素，
以及网络文学在整体文化传播中的号召、联结，或
者是区隔作用值得进一步被思考和呈现。站在网
络文学的前沿，我们可以看到由新世代所写就的
网络文学如何面向变动着的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用新的编码为我们编织通向网络新文明之路。

迭代的网络文学创造迭代的网络文学创造““文学新代际文学新代际””
□□李李 玮玮

在网络女性小说中历史题材备受青睐，它
既迥异于男性视域下观照历史的传统方式，也
有别于传统女性历史书写中常见的沉重叙事氛
围，网络女性小说几乎都是在融合了社会主流
价值观、传统文化与现代女性意识基础上，以浪
漫的想象虚构出女性见证历史、参与历史和创
造历史的传奇人生。因此，它在书写策略上也
与二者大相径庭，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历史伦理化、叙述感性化与解构
温和化。

历史伦理化

无论是以真实的历史时空为背景，如《百年
家书》（疯丢子）、《中华女子银行》（不画）、《芈月
传》（蒋胜男），还是以架空、半架空或者平行时
空为背景，如《大帝姬》（希行）、《诗酒趁年华》
（我想吃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廋》（关
心则乱），抑或是以既有文艺作品衍生而来的时
空为背景，如《木兰无长兄》（祈祷君）、《明朝五
好家庭》（扫雪煮酒）等，网络女性小说在想象与
建构历史的过程中，通常都无意深入挖掘和揭
示女性的生存真相，也不怎么关注和思考历史
的发展轨迹，而是大多选择了将历史伦理化，即
通过女性个体的伦理道德取向，让历史成为根
植于女性道德责任的历史，从而把女性和历史
统一起来。

这大体上围绕着两个向度展开：
其一，历史主要呈现为女性的道德成长历

程，其伦理选择往往是影响历史发展走向的一
个关键因素。在网络女性小说的历史叙事中，
故事基本上都是以女性成长史为主线，道德的修
炼和提升则是其成长的精神核心，女性一般会经
历从个体、家人的切身利益出发，然后发展至自
愿为民族、国家贡献力量的阶段。在这一成长过
程中，女性基于道德责任感的抉择，也影响到家
族，乃至民族、国家的发展。其中，《大帝姬》就是
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故事将女主人公薛青
的身世之谜置于王朝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讲述
了她如何从个人利益至上、只求自保的杀手一步
步成长为胸怀天下、抵抗外族侵略的统帅。她
的道德自我完善之路，不仅揭开了王朝所谓“忠
奸”之争、视人命如草芥的罪恶真相，更是让维
护国家利益、尊重个体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

其二，历史不再是曾经的过往，而是个体正
在参与其中的当下，并经由当下女性的道德价值取向所展
现。这在穿越类小说中极为多见。女主人公由于各种原因，
离开自己当下的生活时空，进入到某个历史时空之中，历史因
此不再是已经结束、且独立于当下存在的过往，而是仍然显现
为正在进行中的当下。当女性介入其中之后，她的道德价值
取向决定了其看待历史的角度、以及由此所做出的选择。《百
年家书》堪称这一书写模式的典范之作，小说叙述了“90后”
少女艾珈因为意外，穿越到“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沈阳，随之经
历了血与火交织的14年抗战生活的故事。对于艾珈来说，抗
战不再是与己无关的文字和影像记录，黑暗血腥、苦难深重的
一幕幕都是她所亲历的，与她曾经习以为常的盛世繁华、幸福
安稳形成强烈的对比，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情怀于
是被彻底激活。她义无反顾地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投身于国
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胜利之路。

伦理化是中国古典文艺偏爱的叙事传统，历史伦理化在
此基础之上，拓展了其表现形式和内容，并融入现代女性意
识。这既符合当下女性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又可以
给予其心理慰藉，因而受到众多女性读者的喜爱，在网络女性
小说创作中必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存在。

叙述感性化

在网络女性小说历史叙事中，叙述感性化是一个极为普
遍且显著的写作特色，与历史伦理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小说，以及《红楼梦》《金瓶梅》
《醒世姻缘传》等明清世情小说的影响。

它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注重对女性个体生活的完整性

和连贯性、以及以女性为中心的各种人伦关系的书
写，酷爱对女性日常生活进行重复化和琐屑化的细
描，历史经常被碎片化后点缀其间；与此同时，还较
为关注女性的情感体验，偏爱以女性的主观感受来
代替客观反映和理性分析。例如在《清穿日常》（多
木木多）中，故事以日常饮食为切入点，围绕着平民
饮食文化与贵族饮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碰撞和
交融，讲述了女主人公李薇从格格到宠后的家常生
活及其心路历程。其间所涉及的康熙、雍正两朝的
政治人物和政治斗争，也大多散碎地通过李薇的视
角，从家庭关系的角度进行解读和评判。

其次，叙述态度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网络女
性历史叙事中，虽然绝大多数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
知视角，但是在对女主人公的言行以及与之相关的
事件进行描述时，常常会放弃相对客观中立的态
度，更多的是站在理解、甚至是认同女主人公的立
场上。如此一来，即便女主人公对伦理道德规范有
任何偏离或违背之处，也都会被弱化；而符合主流
价值观和女性读者期许的则必然更加凸显。《花开
锦绣》（吱吱）、《盛华》（闲听落花）、《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廋》等作品在此方面都处理得较为出
色，这就导致不少女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道德与
情感的天平不由自主地向女主人公倾斜，继而可能
达到叙述者所期望的伦理认同和情感共鸣。

叙述感性化或许在广阔性、深刻性和逻辑性等
方面都有所欠缺，不过却能够使作品具有别样的感
染力和吸引力，有助于增强女性读者的代入感、提
升阅读兴趣。

解构温和化

对传统男权文化的解构，可谓是贯穿了纸媒女
性历史叙事的发展历程，至网络女性历史叙事兴起
后，自然也延续了这一创作倾向。不过，它一般并
不选择纸媒女性书写的惯用模式：在充溢着苦难与
血腥的历史语境中，注重凸显传统男权文化的残
酷、以及女性反抗和颠覆的艰难与痛苦，而是喜欢
采取温和的姿态，在虚构的历史中将其轻松解构，
同时还完成了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木兰无长兄》
即是一典型例证。

小说以古典诗歌《木兰辞》为创作背景，从花木
兰解甲返乡后开始故事的叙述：花木兰不但无法再
适应百无聊赖的乡村生活，并且还饱受各种流言蜚
语的困扰，遂抑郁而亡。如此开端，叙述者以合理
而新奇的想象，虚构出花木兰归家后的惨淡境地，

解构了原诗欢快自豪的结局。在叙述者看来，当女性为了
符合传统男权文化的期许、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之后，往往就
只能成为一种尴尬的历史存在。但是，叙述者并没有因此
而大肆渲染女性的悲惨遭遇，更没有将之强行归于传统男
权文化的禁锢，而是着重从女性自身寻找原因，反复强调女
性自己欠缺独立强大的精神世界，才是造成悲剧的关键所
在。所以在解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偏激与戾气，随处可见的
都是悲悯与反思。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叙述者的解构没有止步于此。随着
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叙述者还拆解了女性自以为是的建构：现
代女法医贺穆兰穿越成为花木兰，并意外回到木兰从军前夕，以
为自己可以轻易复制木兰的传奇经历，可结果却是在骄傲自负
中很快阵亡。至此，解构才基本结束，其后是再次重生的穆兰如
何真正地成长，以女性身份铸就一个超越木兰的辉煌人生。

显然，两次解构都是聚焦于构建女性的主体性，所以温和
的、建设性的反思姿态始终占据主流。这种颇具积极正能量
的书写策略，不仅能够带给读者较为愉悦的阅读体验，而且对
当下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在历史伦理化、叙述感性化与解构温和化的共
同作用下，网络女性历史叙事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从而吸
引了大量的读者。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造成
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流于浅薄、空泛和片面，甚至走向虚无主
义，难以创作出立意高远、格局宏大、视野开阔的作品。如何
在保持已有特色的基础上，提升对历史的认识水平和阐释能
力，拓展历史创作的格局和思路，丰富故事的内涵和意蕴，是
今后网络女性历史叙事亟需努力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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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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