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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名家名作导读》丛书（第一
辑）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网络文学名
家名作导读》第一次详尽解读了网络文学
发展进程中的名家名作，梳理了中国网络
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对网络文学重要作家
作品做出全景式的扫描，提炼、提升、提纯
了网络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为中
国当代文学增加了网络文学重要作家作
品指南，勾勒出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轨
迹，推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推动
网络文学精品化进程，为网络文学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留下宝贵的研究蓝本。

这套丛书首次尝试以这种体例，每辑
5本，每本由国内一线评论家撰写导读文
字5万字，配以作家作品精选20万字，向
更多的读者普及网络文学名家名作。依
版权授权先后结辑出版。作为作家出版
社的重要选题，这套丛书得到了中国作协
党组和网络文学中心的支持。在作家出
版社的推动下，在文学网站、网络作家的
大力配合下，历时两年，主编肖惊鸿组织
评论家撰写导读、遴选名家名作，第一辑
得以出版。第二辑准备付梓，第三辑正在
撰稿。第一辑收录的5部作品，有辰东的
《遮天》、猫腻的《将夜》、我吃西红柿的《吞
噬星空》、血红的《巫神纪》、骷髅精灵的
《星战风暴》。导读部分分别由肖惊鸿、庄
庸、夏烈、周西篱、乌兰其木格撰写。

精准的导航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为《网络文学名家名作导读》作序。他写

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与这个伟大
的时代一道，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其
中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网络文学的兴
起。以通俗大众文学之魂，托互联网与媒
介新革命之体，网络文学如同一个婴儿，
转眼已成为青年。网络作家们朝气勃发，
具有汪洋恣肆的创造力，架构了种种可能
的和不可能的世界。科技与商业裹挟着
巨大变革中释放的青春、激情和梦想奔腾
向前。时至今日，作者是有的，作者群体
大到过千万人；作品是有的，作品总量已
逾两千万部；读者就更多了，读者群体数
以亿计。

李敬泽指出，网络文学是新生事物，
也是一片充满活力的文化热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学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包括网络文学在
内的网络文艺的发展，勉励广大网络作家
加强精品创作，以充沛的正能量满足人民
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美好精神文化生
活的新期待。所以，这套《网络文学名家
名作导读》生逢其时，它将有助于探索网
络文学艺术规律，凸显网络文学的艺术价
值和社会价值，推动网络文学的主流化、
精品化；同时，它也是精确的导航，通过这
套丛书，我们将能够比较清晰地认识网络
文学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比较准确地
把握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前景。

李敬泽在序言里对这套书的体例做
出了说明。这套丛书的入选作者是目前
公认的网络文学名家，入选作品是经过一
段时间检验的代表作。而导读部分由目
前活跃的网络文学青年评论家群体担

纲。预计这套丛书的体量将达到10辑至
20辑全套50册至100册。这是一项浩大
的工程，但也是值得耐心、持续地做下去
的工作。

李敬泽表示，尽管网络文学的理论建
设近年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将理
论落实为面对作品的、具体的分析和判
断，实际上仍然是艰巨的课题，也是网络
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薄弱环节。网络文学
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即时的快销品，它需要
沉淀、甄别、整理，需要积累经验，逐步形
成自身的传统谱系，需要展开自身的经典
化过程。这套丛书就是向着经典化的努
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和网络文艺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自
觉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
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向现在的读者，也向
未来的读者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

文学责任与时代担当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
嵘表示，他对这一套丛书期待已久，这套
书也属于他的网络文学梦之一。因为肖
惊鸿博士和诸位网络文学评论家的共同
努力，这套丛书终于问世。由此想到，在
我们这个时代，只要坚持，只要期待，只要
奋斗，许多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陈崎嵘指出，这套丛书推出之际，恰
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70华
诞。这是历史和时代投射在这套丛书上
的印记。它，是一种昭示，寓意了这套丛

书与新中国、与改革开放的关联。它更是
一种标尺：网络文学要与我们这个伟大的
国度、伟大的时代相称。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套丛书的作者、评者、编者均肩负着
重大的文学责任、文化责任乃至时代责
任。遴选与导读，是一种诠释与鉴赏，更
是一种导向与推介。他希望，这套丛书能
走进网络世界，实现网来网去，得到网络
作家的认可、网民读者的欢迎、文学网站
的关注。

面向大众指向经典

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浙江省网络
作协主席曹启文认为，这套导读丛书，不
光是对深奥的理论进行导读，更是对受众
很广的网络名家作品进行导读。网络文
学作品多，作品的字数多，类型也多，读者
数量更多。四多的状况，必须要在众多作
品当中，给读者一个指向。这套导读恰逢
其时，契合网络文学创作的发展。这是现
实的需要，业态发展的需要，也是读者的
需要，研究的需要。要跟踪阅读，关注读
者，引领读者。导读导读，就是介绍、鉴
别、鉴赏、评定、评论、推介，等等。不仅对
读者有帮助，作家也可以通过导读了解评
论家的评价。创作是比较感性的，评论却
是理性的。评论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理解，不同的视角对作家的作品进行
评论。所以作家在创作中也可以跟评论
家交谈，了解评论家的看法，同时促进自
己的创作，校正自己的创作。导读就是为
读者做向导，为作者做导向。读者有了向
导，作者有了导向，就能够创作出更好的
作品。这是意义之一。

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面向大众，指向
经典。经典其实是在碰击中产生的。过
去有句话：什么叫经典？经典是由时间来
产生的。其实这并不全面。好多的经典
被时间埋没了，被历史埋没了。我们从中
国的古诗词历史中得知，比如《诗经》是孔
子编录的。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有《诗
经》，《诗经》才流传到现在。再比如那么
多的唐诗，如果没有好的选本，唐诗经典
怎么能够流传到现在？清朝最早编录的
全唐诗有四万多首。这个数量老百姓是
没有办法看的。后来，有个叫沈德潜的
人，搞了一部《唐诗别裁》，选了两千首不
到，但是两千首也是多的，一般老百姓也
没有办法读。最后，到了《唐诗三百首》，
这个选本才真正把大众化和经典化结合

在一起。所以这个选本非常重要。最后
再提《唐诗别裁》，“别裁”两个字，是杜甫
的一首诗里提到的，他叫“别裁伪体亲风
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别裁是什么意
思？别就是甄别、区别。裁就是剪裁、编
辑，指的是对这些诗句有所甄别，甄别伪
劣。那时所指不是现在的盗版，也不是抄
袭，指的是一些轻浮的、没有艺术思想的
东西，即要亲风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现实主义题材，有内容，有人民性，有艺术
含量，有温度，有情怀的作品。所以编写
作品其实不是简单的汇编，是要评论家有
新的发现，有评论家自己的评判标准。这
项导读工作已经启动了，要一辑一辑的编
下去，一本一本的编下去。从普及指向经
典。相信在网络文学的发展史上，乃至中
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待我们回头看时，这
部导读会很有意义。

两个第一次

作家出版社的责编之一袁艺方认
为，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蔚
为壮观的局面，网络文学的作品数量巨
大，读者群体巨大，产生的影响也巨大。
特别是现象级的作家作品出现，使得网
络文学创造了我国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
的文化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
网络强国的战略高度上指出了正确引导
网络文艺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作家出
版社推出这套由肖惊鸿主编的《网络文
学名家名作导读》丛书，确实正逢其时。
这套丛书打破了两个第一，一是作家出
版社第一次出版网络文学研究作品，二
是第一次将网络文学纳入出版社的重点
项目。全社上下都十分重视这套丛书的
出版，通过这套丛书我们既要向读者朋
友介绍网络文学发展至今的精华作品，
也要引导大众对网络文学作品的理解更
进一步。不只是停留在休闲娱乐的角
度，而是要从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等方
面，高度总结这些为大众认可喜爱的作
品。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要在网络文学界
成为阅读的经典和指南，更要在纯文学
领域推广普及。不仅要成为粉丝读者的
案头书，也要成为各级有关部门的工作
资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深感
作为出版机构的使命和责任，也将和丛
书的编委会将这套丛书一起做大、做好，
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

最近，网上关于网络文学的内容审查话题可
以说沸沸扬扬，有无数人参与了讨论，甚至是争
论，然而，这些讨论者中，行业外的人士占比非常
高，而在他们中，又有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了
解网络文学，甚至会有各种常识性的误解。其中
最根本的一条是，多数人并不知道区分网络文学
与流量文学，并不知道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甚至
可以说井水不犯河水的领域。

所谓网络文学，以起点这样的文学网站为代
表，基本都注册成正规的企业，在主管单位监管
下正规运营，其内容的核心是精彩的故事，以创
意、剧情为卖点吸引读者，通过在线阅读以及IP
开发获取收益。

在网络文学领域，兴趣爱好往往是高于商业
利益的。事实上，网络文学的诞生，就和生意完
全无关，纯粹是因为一群喜欢阅读的读者，因为
找不到书看，才自己动笔去写，即便写了没有一
分钱收入，他们依旧写得兴致勃勃。而网站的管
理者也类似，他们同样是因为爱好，选择了义务
劳动。

哪怕到了今天，哪怕这群人已经成为了公司
老总、大神作家，他们最大的兴趣爱好，和花费时
间最多的娱乐活动，依旧是看书，而当他们聚在
一起时，所讨论的也一定离不开内容本身，他们
会议论近期哪本书写得好，又有哪种新的创作手
法值得借鉴……

相比之下，流量文学则完全是另一种路线，
以无数不知名的自媒体号为代表，它们似乎无处
不在，但又隐藏极深，背后的经营者从不会公开
亮相，内容则是完全的眼球经济模式，充斥各种
十八禁内容，也就是所谓的黄文，而真正的故事
剧情则几乎没有。

流量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年前中移
动阅读基地的兴起。一些生意人骤然发现了一
座新的金矿，发现流量与文字结合，能够带来大
把的收入，于是，自然而然地，一种全新的操作模
式诞生了。

这些经营者，他们自己是不看书的，也压根
不关心内容是什么，他们在乎的，只是流量有多
少，能带来多高的收入。所以，自然而然地，在他
们的推动下，文学业务被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模
式，而在那个年代，也诞生出了许多新的词汇。

比如“小黄文”，这是指专门走暧昧下三路，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利用性诱惑作为卖点的小
说。这是流量文学的主打内容，因为它是最直接

将流量转化为收入的手段，哪怕这批作品不具备
任何IP价值，哪怕这批作品随时会被封禁，也无
关紧要，只要能赚上一笔快钱，就是它们最大的
价值。

又比如“冲量文”，这是个更荒诞的“文学品
类”，它压根儿不需要任何的内容品质，完全不在
乎那些文字是在键盘上胡乱敲打出的，还是东拼
西凑抄袭复制而来的，只要它确实有那么多字，
能算作是一本“书”，就是它的价值。有了这些冲
量文，那些手里压根儿就没什么作者没什么作品
的商人，就能瞬间获得内容供应商的资格，从而
将他们“用心打造”的小黄文，推向市场去赚钱。

可以说，新生的流量文学和传统的网络文学
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理念，但他们偏偏
又披着两件乍一看很相似的外衣，一系列的误解
也就由此而生。

现在网上是不是有色情内容？当然是有
的。作家陈村老师就曾多次反映，在百度随便一
搜，就能搜出大量色情内容，连这么一位年近古
稀的老人都能做到，相信年轻人就更没道理搜不
到了。

许多人或许会误会，认为文学网站都是反对
内容审查的，但事实正好相反。以业内的龙头网
站——起点为例，起点的自审自查体系，比后来
的“净网行动”早了很多年。

起点2002年正式建站，我2003年去起点发
书后，在网站上却搜不到自己发表的内容，一问
编辑才知道，作者发的文都是要先经过审核才正
式进入书库的。而到了2005年，我正式入职起
点当编辑，所学的第一件事，同样是内容审核。

直至今日，审核一直是起点编辑工作的重
点，不光是常规流程内的审核，还包括面向作者
的入库须知、上架须知、作家手册等一遍又一遍
的警示，以及编辑们日常交流中反反复复的提醒
劝告。

起点反对内容审查吗？当然不反对。不仅
如此，它始终是内容审查的支持者。这里存在一
个再清晰不过的商业逻辑，那就是起点这样的网
站，并不依靠色情内容吸引读者，来起点看书的
读者，全都是冲着精彩的故事剧情来的，而不是
为了情色。

所以，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看，起点是不介意
卡掉情色内容的，因为靠那些内容吸引来的读
者，并不是起点的真正用户，他们注定不会在这
样的正规网站长期留存，相反，那些内容反而会

引起许多原本忠实用户的反感，导致这些核心用
户流失。

而且，起点编辑部也向来反对作者们“挂羊
头卖狗肉”，明明内容没问题，却偏偏挂一个看似
违禁的标题，想以此来骗读者点进来。这是因为
起点和当下的一些免费阅读平台不同，在它的商
业模式下，作品的点击是最没有营养的数据，尤
其是靠标题党方式来获取的高点击、高流量，不
仅没有任何意义，带不来丝毫收益，反而对全站
的生态是种打击。

在起点的商业模式下，只有订阅这个数据，
才代表着实打实的收入，而因为网络文学长期连
载的属性，只有那些内容不违规，能长期存续下
来的作品，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的订阅，所以，哪怕
是从赚钱的角度看，内容安全也一样是起点编辑
和起点作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不仅如此，同样多的订阅收入，到底是由一
部书还是由多部书带来，虽然表面上不影响收
入，但实质上，前者代表着更高的价值，因为对于
所有正规经营的文娱产业来说，头部效应都是不
容忽视的重点，一部头部作品的IP价值，一定会
高于10部腰部作品的价值总和。所以，自然而
然的，作品的品质也是起点编辑特别关注的焦
点，他们除了会看网站的总收入，更在意其中涌
现出了多少品质上佳的精品新书，因为在未来，
它们才代表着最大的IP收益。

上面的这些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各个传
统的正规网络文学网站。对这批真正的文学经
营者来说，完全不排斥净网行动，甚至可以说，净
网其实是一种利好，因为它有效地限制了那些圈

外的非法经营者，比如那些流量文学。
尽管表面看起来像是近亲的关系，但实质

上，流量文学却是网络文学的最大敌人之一，其
危害性堪比盗版。一方面，它们的存在本身，就
不断地在给人误导，在败坏网络文学的名声，让
那些认认真真进行精品化创作的作者，和那些低
劣的小黄文被直接关联到了一起；另一方面，流
量文学也在不断地侵占网络文学的资源，包括流
量资源，也包括作家资源。

当起点编辑一遍遍地劝告作者们要“守正
道、创新局、出精品”的时候，那些流量文学背后
的编辑，却在怂恿作者们走擦边路线，鼓励他们
往下三路去写，甚至不够黄都不让过稿。无疑，
这是让起点编辑深恶痛绝的行为，哪怕这批作者
事后回到起点，他们的这些写作习惯也很难一下
子扭转，而这一定会给审核工作带来更大的挑
战，一旦有所疏漏，不光是这批作者会倒霉，更会
连累到整个网站。

所以，但凡是正规经营的网络文学企业，无
不想要和流量文学划清界限，但事实上这并不容
易，甚至可以说非常困难。对多数人来说，是不
知道这两者的差别的，以为在网上看到的都是网
络文学。

其中真正的网络文学读者还好些，他们因为
接触过正规网站，知道网络文学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一般都能清晰地区分出两者的不同，但对于
此前的非网文用户来说，他们就难以辨别了，更
有甚者，在现在流行的大数据推送下，一旦他们
阅读过一些“小黄文”，系统就会判定这个用户喜
欢看，然后不断推送同类内容，导致这批用户在

网上看到的尽是一篇篇不堪入目的黄文，而他们
自然而然会认为这就是典型的网络文学，也自然
而然要喊打喊杀了。

站在这批用户的立场，他们喊着要封禁有害
网络内容，其实并没有错，唯一的问题只在于，需
要把网络文学与流量文学进行一个区分。

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业内人士在进
行呼吁，比如全国人大代表、知名作家蒋胜男，
就多次表示支持审查，但要把网上的这些内容
进行有效区分，不能“张三生病，李四吃药”。

对网络文学，我们需要做的是扫黄，就像平
时在家的大扫除一样，扫去垃圾，让环境变得干
净卫生。而对于流量文学，则是要连房屋也一起
拆除，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危害。

当然，网络文学网站好查好整顿，流量文学
却很难打击，因为它们往往没有明面上的正规
企业，而且手段多样，往往是今天封号，明天又
出来了，甚至是这个小时封号，下个小时就复活
了。但难打不等于不去打，我相信各个监管部
门一定会有新的手段去对付它们，而我们自己，
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普通读者，也会尽力给予
支持。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整体业内人员的态
度。我们支持内容审查，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保证
内容健康，也愿意接受各方的监督、监管，但同
时，我们也必须与那些灰色地带、黑色地带的流
量文学划清界限，它们的确该被严打，但不该戴
着网络文学的假面具被打，我们应该撕掉它们的
面具，验明正身，然后狠狠打击，从真正的根源上
让网络保持天空晴朗。

网络文学常识科普——

流量文学≠网络文学
□杨 晨

《网络文学名家名作导读》：向着经典化的努力
□王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