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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破壁与网络文学跨媒介研究的突围
——读王小英的《媒介突围：网络文学的破壁》 □黎杨全

向生命更“真”处漫溯
——第四届辽宁网络文学“金桅杆”奖述评 □马 季

辽宁的网络文学创作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二十

多年来涌现出一批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网络作家，他们的

作品在国内获得多种奖项，近百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游戏和

动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月关、徐公子胜冶、骠骑、肖锚、

李枭、雾外江山、醉蝠、明日复明日、夜十三、三羊猪猪、六道，

以及女作家缪娟、玄色、云霓、红九、魔女恩恩、满城烟火、晓云

等在全国均享有较高声誉。2019年，辽宁省作协首次设立辽

宁网络文学“金桅杆”奖，评奖范围立足辽宁、面向全国，意在

通过评奖活动加强辽宁省内外网络文学创作的交流和沟通。

刚刚揭晓的第四届辽宁网络文学“金桅杆”奖共评出8部作品

和两位新人，评奖活动所呈现出的新面貌、新特征、新动态有

助于我们观察网络文学近年来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

趋势。

深入生活的作品才能“接地气”

从题材上看，此次创作评奖活动的大部分报名参赛作品

和绝大多数获奖作品属于现实题材，且多集中在与人们的工

作、生活密切相关的“真问题”领域，如援藏扶贫（《扎西德

勒》）、医疗救援（《生命之巅》）、敦煌支教（《敦煌：千年飞天

舞》）、社区工作（《锈蚀花暖》《人间大火》）、军营战演（《东风

擘》）、中医文化和武警排爆（《逆行的不等式》）等。管中窥豹，

借助这次辽宁网络文学“金桅杆”奖创作评奖活动可以发现，

近期网络文学出现“着陆”现象，呈现笔触下移、反映不同行

业，侧重基层写实、讴歌平凡英雄的趋势。这种现实题材多点

开花的局面既是国家近年来积极引导带动形成的，也是网络

文学作家直面时代、调整创作姿态的结果。具体而言，以真实

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现实为依托的“求真”叙事，无论对于作品

本身的艺术质地，还是对整个网络文学生态的结构衍变，都起

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是现实题材创作强化了“及物感”，生活体验和艺术

创作完成了精准对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玄幻、仙侠、网游

等幻想类小说占据着中国网络文学的绝对主导地位，其中虽

然不乏优秀的类型小说，但“金手指”“玛丽苏”“爽感”等手法

无节制盛行，也带来若干问题，大量跟风、雷同，乃至抄袭之作

缺少基本的逻辑性，艺术审美遭到了破坏，这显然对网络文学

的长期发展有害无利，更是阻碍了经典网络文学作品的诞生。

与单纯追求“爽感”的作品相比，这些现实题材作品带来的“及

物感”或让读者的生命记忆与作品产生碰撞，或帮助读者意识

到责任、死亡、战争、贫困等沉重的人生命题。通过阅读这些作

品，我们能够明白：网络文学不只是轻飘飘的消遣读物，更能

承担起透视表象、超越琐碎、索求真理的责任。其次是现实题

材作品内容更具时代性和精神性，文学在本质上是一项审美

活动，文学创作描摹现实、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实现精神超越。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如今身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前沿，网络作家将目光投向火热

的现实，捕捉发生在身边的人物和故事，描绘鲜活的平民生

活，从而激活了网络文学的在场意义。这些参赛作品涉及脱贫

攻坚、抗疫救灾、乡村支教等题材，并将思想的触角探向“小我

与大我”“时代与世界”“欲望与理想”“传承与变革”等精神向

度，探索具有深度的时代课题，无疑是网络文学逐步走向成熟

的重要标志。

这次创作评奖活动的作品多采用实地调研、采风探访的

方式获取材料，在此基础上精加工而成的故事更加真实，也更

打动人。例如，《扎西德勒》的作者将自己的调研记录总结如

下：了解援藏政策，包括援藏干部选拔流程、工作内容等；了解

德格县的气候环境和藏族习俗，尤其是康巴藏族的饮食、服

饰、姓名、交谈、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实地调研德格县、格

达乡、扎多村（农业中藏药种植）、尼玛新村（畜牧业牦牛养殖）

的脱贫工作；调研德格县旧城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牧民定居、

中藏药种植、牦牛养殖、文化旅游开发，以及医疗、教育等方

面。显然，调研涉及援藏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俯下身去深入

到火热的生活一线，挖典型、重细节，才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

和人民检验的现实主义力作。

以人物的“真成长”塑造文学品格

从人物塑造方面来看，此次“金桅杆”奖获奖作品都在人

物塑造上花费了一番心血，一批形象鲜明、性格凸显、品质高

贵的主人公跃然纸上，令人难忘。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这些作

品往往从探求人物情感入手，不断挖掘人物的心理世界。在这

方面做得较为出色的是麦苏的《生命之巅》，这部小说将目光

聚焦在中国医疗救援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作者既突出了他们

紧急救援时的工作效率、医德素养和献身精神，也揭露了他们

作为普通人内心的苦痛、创伤。例如，主人公钟景洲因突然遭

遇家庭变故，做手术时连续发生小的判断失误，他将这种失误

视作母亲不治身亡的主要原因，因而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此

后钟景洲与同事组建定点医疗救援小队，助力乡村医疗事业，

最后终于克服心理障碍战胜了自我。在麦苏等作家笔下，人物

不再是简单的叙事符号，他们不完美，也不再拥有无敌的“主

角光环”，人物经历过挫折、磨难后成长令人信服。这种写人物

的态度和实践与那些“小白文”“爽文”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在

小说开头和结尾处并没有多少不同，只不过多了几件宝物，攻

破了几座城池，因为没有展现生命的褶皱，作品主角的成长只

能算“浅成长”“伪成长”，同这些现实题材作品呈现的“真成

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塑造人物时，网络作家开始重视环境与人物之间的紧

密依合关系。缪娟的《人间大火》围绕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夏洋，

叙写了同一小区里几位因十二年前一场大火而紧紧联系在一

起的年轻人的爱恨纠缠。夏洋的工作主要围绕着两个社区，一

个为老旧小区，一个为高档商业小区，别看两个小区定位差距

大，各种糟心事同样层出不穷，女主和她的同事们整天为小区

里的住户解决各种问题，包括给小区里的人遛狗，房子坏了没

钱修要想方设法去搞钱，喜欢屯垃圾的大爷以一己之力拉低

了整个小区的房价，有大爷养公鸡被投诉要上门解决等等。在

这些表象背后，小说的叙事核心涉及秘密、真相和复仇，作品

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对人性之善的追求，并告知我们他人非

地狱，人间很美好。

徐江小的《锈蚀花暖》与《人间大火》颇有些相似之处，故

事背景设定在东北一座砂轮厂大院，三代职工子弟和一部分

新来的年轻人混居于此。在同一个老旧大院里，人与人之间因

为各种生活琐碎之事不时上演矛盾冲突。例如，围绕着大院换

门的“攻守战”，老住户和年轻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退休老领

导吴恩奇与孙子的生活习惯、认知观念差别巨大，不时上演

“离家出走”的戏码；以萧淑严为代表的业主对小区物业多有

不满，每次问题的解决都要经过反复多次拉锯。在大院这样的

典型环境里，人物的性格特性被生动地刻画出来，并使得这些

角色的发展合理、不突兀，而以姜子喆为代表的物业团队尽职

尽责，改善了社区的生存面貌，对环境起到了能动的反作用。

另外，在其他获奖作家的笔下，人物越来越多地以群像的

形式出现，这是网络小说作家写作能力提升的表现。除了男女

主角，作家们还能抓住次要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并进行充分点

染，这些地方体现了写作者的匠思所在。如在《生命之巅》里，

夏沫和张冬代表着医疗事业的新生力量，透过他们的言行举

止，读者能够看到新一代医护人员在援救实践中不断成长，正

努力承担起职业所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故事“有情怀”才能打动人

从作品的气质、格调来看，获奖作品大多带有一种昂然乐

观、积极向上的气质，体现出一种宏大的精神追求。尽管小说

中的主人公在生活和工作中遭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但没有

人因此沮丧、消沉，而是积极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在网络小说发展早期，也有一批现实题材小说出现在赛博空

间，那时的很多作品常常带有一种感伤的甚至颓废的格调，世

纪末消极、低沉的文风在当下现实题材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一转变透视出时代变革对文学网络文学创作的影响。

创作风格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作者自觉将作品

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个

人都带着责任和使命在奋斗。尤其是扶贫、支教、抗疫等题材

小说，个体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接连不断的障碍，能够始终

将公共性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就使得作品在叙事时充满了

更为强劲的动力。困难、苦难强化了小说的纵深感、厚重感，这

种以生命质感吸引和打动读者的方式显然有别于幻想类小说

“打怪升级”的“爽感”叙事套路。

其二，这些作品不只满足于讲好故事，还能够从文化反思

的高度提升作品的精神内涵。在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里，

上海姑娘夏邑因迷恋敦煌舞蹈而来到飞天故乡敦煌支教，考

古学专业高才生也在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文化保护研究中心

从事壁画修复工作。两个逐梦的年轻人在此相遇、相恋、婚嫁、

生子，也在工作和婚姻生活中碰到无数的困难，几乎将两人击

倒。但在梦想和敦煌艺术的支撑下，文物保护同文化产业紧密

联系到一起，敦煌舞蹈也借助新的数字技术焕发出新的活力。

可以说，正是敦煌文化的巨大魅力让这些年轻人相聚于此，其

所涉及的文化继承和创新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原

因。在另一部小说《逆行的不等式》里，作者将目光主要投射在

中医文化上。主人公不仅将自己学到的中医知识应用到海外

维和医疗工作上，还在基层乡村中积极参与中医推广、中药药

方和病房建设，并借助新媒体和网络推广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这一中国国粹。正是在中医文化传承的背景里，这部小说很好

地诠释出伟大时代基层工作者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不轻易

言弃的“工匠精神”。

其三，有些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历史和现

实的双重语境中表现保家卫国、英勇抗敌的传奇故事。古代军

事小说《孤凰》的故事设置在宋朝，国难当头之时，女主月宁安

捐献家产，协助男主陆藏锋平定外乱、消除内患，既彰显了危

难时挺身而出的家国情怀，又表现了坎坷中坚贞不屈的爱情

信念。现代军事小说《东风擘》则聚焦当下，这是一部针对神秘

的火箭军展开的军事题材小说，塑造了华强军、毕达银等多个

青年官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军营的热爱、对军人的礼赞、对

崇高的坚守，浓烈的“强军梦”与始终洋溢的爱国主义情感使

作品呈现出昂扬豪迈的气魄。

本次“金桅杆”奖还评选出两位新人奖，分别由尚启元和

张芮涵获得，前者参评的两部代表作品为《刺绣》和《长安盛

宴》，后者参评的两部代表作品则是《大旗袍师》和《回不去的

远方》。两位新人奖作家虽然都很年轻，却拥有脱俗的艺术胸

怀，他们的作品有着丰富坚实的民族文化内核。对于新一代网

络作家而言，这种写作追求难能可贵。毕竟，文学的内涵远远

大于故事，网络文学也不例外。对写作者来说，在创作中努力

挖掘更深层的精神价值，才能走得更远。

第四届辽宁网络文学

“金桅杆”奖获奖名单

一、优秀作品奖

《扎西德勒》作者：刘金龙（胡说）

《锈蚀花暖》作者：徐向南（徐江小）

《生命之巅》作者：甘海晶（麦苏）

《孤凰》作者：徐彩霞（阿彩）

《敦煌：千年飞天舞》作者：王熠（冰天跃马行）

《人间大火》作者：纪媛媛（缪娟）

《东风擘》作者：阮德胜

《逆行的不等式》作者：李宇静（风晓樱寒）

二、新人奖

张芮涵

尚启元

网络文学的跨媒介改编是一大现象，比如《全

职高手》《斗破苍穹》的动漫改编，《鬼吹灯》《盗墓

笔记》的影视改编，《甄嬛传》《琅琊榜》的电视剧改

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文学媒介破壁的重

要性在于，它扩大了网络文学的影响，是网络文学

主流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其他媒介领域的文

艺形式突破自身困境，重新从网络文学获得活力

的重要方式。网络文学正以自己的方式激活着整

个IP产业，王小英的专著《媒介突围：网络文学的

破壁》（后简称《突围》）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

与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新突破。

《突围》采用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结合的方

式，对网络文学的媒介突围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

章考察网络文学的屏幕语境。第二章以共时视角

探讨网络文学的多样化形态，主要选择诗式小说、

穿越小说、探险小说和微文学进行细读。第三章对

网络文学平台所建构的网络文学生态进行分析，并

探讨其生成的文学制度对网络文学的内在规训。第

四章则深入探讨网络文学IP跨界的符号学机制。

《突围》在写作上有这样几个值得称赞的特

点。一是充分注意到网络文学的多元形态，将网

络文学理解成多样性、多元性的存在。网络文学

既可以是超长的，也可以是微短的，甚至可能是极

速的，它既有产生很大影响、高度商业化的穿越小

说，也有文青范、小众化的诗式小说，还有各种基

于兴趣的网络段子等等。在我看来，注意到网络

文学的多样性、多元性非常重要，有助于摆脱学术

界动辄以某个宏大概念归拢与涵盖整个网络文学

的现象。对网络文学而言，最好从家族相似的角

度去理解它。

二是注意到了平台及其生成的文学制度对网

络文学的规训与制约，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文学与制度紧密相关，从各种意义上说，制度产生

了我们所称的文学。现代人就是“制度人”，现代

文化就是“制度文化”。网络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不断突破传统文学制度，不过它面对的并非一

片自由真空，各种新生的网络文学制度又对它形

成了新的嵌制，随着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网络文

学受平台的制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某种

意义上，“突围”可视为网络文学深受平台及其文

学制度宰制的写照。比如，平台对网络作家的管

理遵循严格的推荐制度。在网站平台上，作家获

得推荐位至关重要，推荐制度直观而形象地体现

出作家的等级化、数字化以及“证道成神”之路。

推荐位晋级标准主要看收藏数、推荐票数、点击

数、追读数等。推荐位的获得遵循严格的PK制，

在获取推荐位的过程中，作家就在不断PK突围，

由分类频道进入首页，从整个页面来看，也是由下

往上，由边缘进入中心，最终杀出重围、“证道成

神”，与此相应的则是在各个关口不断被抛弃的大

量“扑街者”。因此，王小英对网络文学制度的分

析尤为重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目前网络文学

面临的困境及特征。

三是全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网络文学跨界的一

般性介绍，而是试图从符号学的层面深入探讨网

络文学跨界的机制，并提出了“超级符号”的说法，

以及探讨网络文学IP在不同场域中的“翻译”逻

辑等。同时，作者也注意到，网络文学的媒介改编

扩大了它的影响，但可能也是一个片面化提取、改

造和重新赋形的过程。

《突围》紧紧抓住网络文学的跨界破壁这一特

点进行分析。融媒体既是当下全球化时代的媒介

状况，也是数字时代文艺的特点，不同媒体间互相

激发，文艺也借助媒介不断突破自身领域。媒介

突围是网络文学与生俱来的探索实践，从其诞生

之初，它就没有将自己的领域限定在网络，而是不

断尝试各种跨界实验。难能可贵的是，王小英在

网络文学媒介破壁的基础上反思网络文学的本质

属性，认为将“网络性”作为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

存在一些问题。网络文学并不局限于网络，而是

向外不断延伸拓展，不断在各种媒介之间破壁。

或者说，它恰好要突破网络性，突破互联网空间而

走向更大的场域，它并不只存活于赛博空间，而是

渗透到各种媒介及现实生活。在此意义上，并不

存在一个本质的“网络性”，开放性与多样性才是

网络文学最重要的属性。

总体来看，《突围》对网络文学的媒介破壁这

一现象作了深入分析，不管是理论建构还是文本

细读，均可视为此研究领域的“突围”。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