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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最初设想《大医凌然》这本小说的时候，只有

一个模糊的想法，我想写一个做手术的医生。在

目下的网络世界，有关医生的小说是非常多的，

但写的基本都是中医，对于诊疗本身的关注比较

少，更多的是将之作为一个切入口。而从我的角

度来考虑，我认为医生治疗患者，尤其是外科医

生治疗患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这

一点，影视作品体现得更好，不论是电影还是电

视剧，都有大篇幅的手术室里的操作场景。

不过，如何撰写这样一个故事，我还没有形

成具体的想法。当时，我还在写自己的上一本书

《重生之神级学霸》，距离完结大约还有半年多的

时间，因此并不是太着急，就与自己熟悉的老编

辑，起点中文网的“小分队长”聊书。“小分队长”

是我最开始创作时的起点编辑，对于网络小说的

热点、流行等方面理解得更深刻。他很赞同我写

一本关于“医生”的小说，因为此时还处于创作初

期，所以，我们首先讨论的是比较基础的部分。

例如，小说应当以建设医院为主，还是主角个人

的成长为主；小说的金手指，是选择天赋异禀的

主角，还是重生了的主角，又或者是天降老爷爷

式的主角，又或者系统？“小分队长”当时建议以

系统来作为金手指，我比较犹豫。当时，从我的

角度来看，以系统为金手指的小说，给人的感觉

还是比较“轻”，因为有系统推动情节，主角也就

少了奋斗和激情的原动力了，另外，系统的真实

感更弱，比较容易让人出戏。

这是有别于其他金手指的地方，如重生或穿

越这样的设定，只要读者在初期能够接受，那么，

后期的情节自然而然的就能接受了。采用系统

做金手指则不同，它很容易长期性地制造疑惑。

当然，就最终的成文来说，我还是决定采纳“小分

队长”的建议，选择系统做金手指，利用它的优

点，通过对主角的设定、对情节的设定，来弥补它

的缺点。但在当时，我首先尝试了其他的选择。

在我的第一版《大医凌然》中，我尝试设定一

个外星人作主角。“外星人”作主角，可以解释很

多的为什么，但也制造了很多的为什么。这其

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主角的医术何来，目的又是

什么。我写了一些设定，做了一些思考以后，迅

速抛弃了成长式的主角，尝试写一个从一开始就

极其强大、技能纯熟而完备的主角，只需要使用

就可以了。

在第二版《大医凌然》设定过程中，我正好与

《卡徒》的作者方想遇到一起，在他的帮助下，做

了好几个配角的设定。这些配角的设定虽然很

精彩，我直到现在都很喜欢，但最终并没有用

到。但是，与方想的交流，让我对全书的风格有

了一定的想法。轻松搞笑，尤其是有趣的、有特

色的人物设定，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就

此延续下来。这期间，偶尔想起日本漫画家鸟山

明的一个故事。据说，鸟山明住在日本一个较为

偏僻的县，每个月都要劳烦编辑往来取送原稿，

而他本人往来东京也很麻烦，遂起了搬家的念

头。其所在的县听说以后，大惊失色，因为鸟山

明的稿税很高，以至于损失不得。于是，县里为

了鸟山明干脆建了一条高速公路。

故事似真似假，但在当时，给了我一丝灵

感。如果是一个无敌文类型的主角，譬如一名外

星人，那么，他所能治疗的疾病，将是极其广泛

的，让主角居住在一座岛上，吸引病人来求医，感

觉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当然，这个版本还

是被否定了。做一名小岛医生，或许会让小说更

轻松，更有生活气息。但是，作为一篇医生类的

小说，“执业医生”似的角色，与三甲医院里的职

业医生，显然还是很不同了。而在大医院里工

作，显然更具有冲突性，也更符合大多数人对医

生的认知。另一方面，如果写的是小岛医生的

话，那么，他做手术的属性也必然被削弱了。尽

管可以设定多名配角来弥补，但就内容来说，小

岛医生反而更像是传统医学了。

在此之后，我又尝试前往医院，进入手术室，

深入观察医生如何做手术。作为病人家属，我曾

经在医院的等候区留驻，但是，进入到医院的手

术区以后，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作为病人的焦

躁感，在医院的手术区里丝毫都感受不到。大医

院的手术室里，温度适宜，干净整洁，手术的流程

清晰甚至有趣……

实地到医院采风后，我彻底摒弃了小岛医生

的模式，转而开始了解大医院的具体工作。在此

期间，我也阅读了一些较为浅显的医学类资料，

首先对缝合产生了兴趣。我请熟悉的医生教我

如何缝合，如何打结——这是较为简单的医学操

作，也是医学生在学校里就会自己练习的操作，

是外科医生基本功中的基本功，同样，我认为，这

也很适合作为我的小说的开篇切入点。

因为网络小说的篇幅往往比较长，所以就可

以写的非常细。详细地从缝合开始描写，感觉是

一个更容易徐徐展开的故事，相应的，我也可以

从最底端的缝合开始，搜集资料并学习。

搜集资料和学习，是写《大医凌然》过程中，

比较耗费时间的环节。医学体系极其庞大，全部

学一遍是无此能力也不切实际的。身为一名作

者，而且不是医学专业的作者，我选择的方式是，

首先遴选出角色们需要的医学技能，然后再进行

泛泛的学习，然后对主角需要的着墨较多的技

能，做一些相对深入的学习。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遴选出角色所

需的医学技能。缝合是因为它是外科医生非常

底端的技能，是每名外科医生都需要掌握的。接

下来的技能应该如何选择，尤其是较高端的技能

选择，花费了我较多的时间。在《大医凌然》存稿

到三四十章的时候，我渐渐对这个问题有了较为

清晰的思路。

这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角所学

习所获得的技能，应当是能够治愈疾病的。如果

主角掌握的技能能够治愈疾病，那么这本书的基

调就是快乐的，反之，如果主角掌握的技能不能

完全治疗疾病，那么这本书的基调，无论如何都

是快乐不起来的。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关医疗类的日剧、美剧、

电影或者漫画，有意无意间，都有类似的倾向。

譬如经常出现的心脏科医生、急诊科医生，总是

能够治愈病人，自然更容易得到皆大欢喜的结

局。反之，如果想要勾勒矛盾，想要不断调动观

众或读者的情绪，那么，癌症科或多个大内科往

往更适合主角。

正如医学界中的自我调侃：一本《内科学》，

上千种的疾病，唯一能够完全治愈的疾病，只有

大叶性肺炎一种。从这个角度出发，大量的日剧

和美剧的主角，都选择心脏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

方向，在我看来，也是很自然的倾向，因为各种外

科发展到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接触癌症，处

理癌症，而癌症的治愈，往往并不是由医生的技

术来决定的。

心脏科则较为不同，心脏是不会患癌的，所

以，相比同样高端的颅脑科，心脏科的外科医生，

总是能够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治好了或者

治死了。也因此，给主角选择这样的临床方向，

能够给读者更确定感。

相对来说，癌症之类的疾病就不那么干脆，

不那么令人愉快了。当然，作者可以说，主角完

成了小概率事件，施行癌症根治术，彻底治愈了

某某癌症，但是，作为现实类的题材，这样的自说

自话，恐怕很难让读者满意。

经过类似的思考，决定了主角的医学技能之

后，就需要做更加详细的资料搜集和完善工作

了。这期间，我再次前往医院，旁观了更具体的

手术，阅读了更细致的资料。另外，就是通过图

书馆和知网下载相关的论文来阅读。通过故事

情节，设定有趣的配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医院的世界，总体来说还是偏于压抑的，尤

其是国内较好的三甲医院，往往承担着最重的任

务，需要治疗最困难的疾病……我并不是很想描

述这种医院的压抑感。事实上，我认为每一个普

通人只要去过医院，都能感受到医院的压抑气

氛，尤其是有亲人住院的时候，情绪是更加敏感

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并不需要刻意去描绘

这种压抑感。

我更想从另一个角度，去描述手术室里，普

通病人和家属看不到的场景。比如说，手术室里

的气氛、手术室里的笑话、手术室里宛若普通工

作场景的闲聊……

当然，不去刻意地描写，也不是完全不写，就

这本书来说，这部分的责任，我是交给配角们去

完成的。相对于主角，我认为读者对配角们的宽

容度更高。这本书，也是我在配角身上着墨较多

的一本书了。配角们的存在，也大大冲淡了医院

里令人致郁的部分，制造了很多有趣的场景。事

实上，由于医院的场景相对固定，所以，想要像常

见的网络小说那样，大开大合的做场景转换，还

是比较难以做到的，想必读者们也不愿意看到场

景不断变换的医学小说。

这时候，配角们的互动，往往就形成了场景

的一部分，用配角们的变换来替代场景的变换，

我觉得相对来说能够提升读者们的新鲜度。另

外，对于一些比较难以变化的部分，我决定将它

们处理成“梗”的存在。

例如手术室里的场景和人物，就现实来说，

其实是相对固定的，一名主刀医生加一到两名的

助手，再加两名护士和一名麻醉医生，如果是影

视作品的话，大约还有更多的镜头表现，而就小

说而言，尤其是一本数百万字的小说来说，重复

性的描写毫无疑问会被推向无聊和枯燥的深

渊。但是，处理成有趣的“梗”的话，就截然不同

了。就某种程度来说，我的一些角色就是为了一

些有趣的梗而存在的，甚至包括景物描写等，也

都能以梗的形式存在。

相较来说，《大医凌然》中最灵活的反而是病

人和病人家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医院

里，流水一般划过的则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因为

生病本身就是很严重的事件，病人和病人家属来

到医院，本身就带有着极强的情绪，也很容易在

医院中释放情绪。如果将书中的医生们比作是

鱼的话，病人和病人家属则是流水。鱼在固定的

水域活动，但他们周围的水却是不断变换的。

网络文学20年间赢得数亿读者追捧，受到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中国大众文艺的

影响力借此在世界各地迅速晕染，网络文学成为

好莱坞电影的有力竞争者。人们越来越重视网

络文学，对之提出了很多期望，如希望网络文学

更多表现现实题材，这当然是应该也能够做到

的。人们也应该认识到，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

学，应该保持自身的创作秉性，其效能才能得到

充分发挥。

众多网络文学作品之所以获得读者自发欢

迎，是因为通常都有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快感补偿

效应。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说，“事实上，对

于任何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获得、保持、恢复快

乐是他们做所有事情的内在动机。”积极心理学

先锋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认为，人们的积极情

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之比，应该达到三比一，

这样人们才会更健康，更有创造性，更有幸福感，

社会成员普遍感到快乐，社会才更有活力。网络

文学以满足读者情感需求，提供各种丰富的、特

异性的积极情绪体验为其基本效能，在此基础上

表达社会责任感，这是网络文学发挥魅力与社会

影响力的前提。

我们应该把网络文学的情感体验和快感补

偿效应问题，放在整个世界大众文艺发展的宏观

视野中考察。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心理学从

关注心理疾病研究，转向更为关注普通人的积极

心理的达成，人们对人类生命机制认知的新成

果，影响了世界大众文艺创作，大众电影、电视剧

和小说创作从关注“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转

向更加强调情感体验效应的新异性与独特性，给

人以积极心理的达成体验，这是好莱坞电影、日

本动漫、英剧、韩剧的发展趋势，也是其魅惑众生

的底蕴，整体上，与人类更加崇尚在快乐情绪中

进行科技文化创新的趋势同步。中国网络文学

正是凭借自身情感体验的新异性和独特性，凭借

中国青年作家们的创造力，凭借中国文化的独特

魅力，走向了世界舞台，而文艺理论界对此趋势

的回应尚显不足。

那么，网络文学如何用自身的情感体验效

应，来表现现实题材、社会美德呢？志鸟村的《大

医凌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主角凌然作为一名

医学院实习生，在自身努力、同事帮助以及好运

（金手指）支撑下，疯魔般投入自我训练，心无旁

骛，日夜不休，掌握每一点外科手术技能，在实践

中受到成功激励，迅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同行

钦佩的“大医”。作品的主体构成就是一场接着

一场手术，主角不是在手术，就是在去往手术室

的路上，每天回家，家里也是开诊所的，也有众多

患者在等着他的各种治疗神技。人帅、钱多、追

捧的美女多，然而主角以解决患者苦痛、获得患

者感激为自我激励的良方，一心一意建立自己的

医术优势。作品看似快感模式单一，更新也不

多，实则通过连贯而强烈的情感体验效应不断吸

引读者：主角专注于“修炼”、发展、发挥自己的医

术技能，凭借自身优势和美德取得成功，因而认

同、代入主角的读者，感到深度满足，这也是读者

想要的，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希望能够建

立自己的优势和美德，以此作为人生的依仗。

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告诉我们，人们通

过持续的努力，把自身的天赋发展为可靠的优

势，并服务于社会，通过亲社会的行为来实现自

我，完善我们的美德，这种满足比之于感官的快

乐体验更具社会意义，更能获得自我肯定，这才

是真正的幸福。

“大医”凌然的每一场手术都与职业技能的

进步有关，他在手术中是全神贯注的，他让自己

的技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挥，既感受具体手术

的挑战性，又感到胜任工作的愉快，每每当他把

病人从生死关头救回，便得到振奋人心的生命礼

赞。心理学家理查德·瑞安和爱德华·德西说，如

果人们是为了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成功，才努力工

作，那么其动机属于外在动机，并不能给人深度

的自我肯定和快乐，如果是热爱这项工作，人们

根据兴趣进行探索、掌握新信息、新技能、尝试新

体验的一种动机，就是一种内在动机，会给人以

创造性快乐和自我肯定的满足感。凌然的手术

技能，与他坚忍不拔的性格和独特的创造性相结

合，成为一种职业优势，与救死扶伤的美德同时

成长，并带来社会激励效应，这就使得凌然具有

强烈的主观幸福感，自我肯定的积极情绪充盈身

心每一处。

读者跟随凌然去做手术，去感受惊心动魄的

拼搏过程，每一次手术都有环境、病情、技能的不

同，每次都能得到不同的新技能激励，也就具有

体验的特异性，我们处于持续的期待和兴奋情绪

中，我们与凌然一起经历了心理学家希施赞特米

哈衣所说的“沉浸体验”（flow），我们全心全意

投入这些具有生命荣光的行动，我们当时可能并

不知道这是愉悦或幸福感的体验，因为我们处于

忘我状态，那不是在观看故事剧情，而是在体验

生命历程。

那些热爱并享受创作的作者，如同凌然做手

术，也经常能够得到沉浸体验，得到快乐所激发

的生命力的加持，创作得更好更持久。网络小说

作者若能够建立并发挥自己的优势技能为社会

服务，就能感到满足和幸福，若不能在创作中发

挥自己的优势，就会感到焦虑。作者志鸟村为了

写作本书，事先花了几个月时间泡在医院手术

室，观摩医生的言行，观摩手术过程，充分掌握医

学资料，写作过程中，让自己的生命充分舒展，紧

贴着主角的每一个举动，才会有那么真切的手术

过程的呈现，才会根据主角的技能进步的细微之

处，根据具体病情、具体社会情境、助手和旁观者

的反应，把不计其数的手术过程写得那么具有特

异性和真切感，感受这些手术的读者，也因之具

有这样的微观生命视野，使艺术神经与每一个生

命律动相互联通。

这正是现实题材写作所应该追求的效果。

这是对医生职业行为的正面强攻，硬拿硬上，胜

任愉快，对于职业壁垒、对于行业写作的枯燥与

艰难，作者夷然不惧，胸有成竹。现实题材写作，

难在让读者对于“现实生活”牵肠挂肚，大众文学

创作最重要的艺术技巧是用能够引起恰当情绪

反应的、一连串符合情理的“情绪事件”，构成一

个充满生命体验效能的故事。作品若与读者情

感体验效应无关，则用于自夸的厚重或飘逸，不

过是楼前土堆与柳絮，就在眼前，却无关紧要。

《大医凌然》这种发挥优势的过程，调动了我

们对生命潜能和自我修炼的体悟，也调动了我们

的社会性情感，人物凌然激发了广阔的“共情”体

验，帮助我们强化理解他人的意图和能力。如人

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对共情（empathy）的阐

释，我们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接纳他人，表

达他人所需要情感的能力，是爱与理解的基础，

是社会成员建立社会联结、构建文明社会的基础

能力，我们的情感教育、我们的文学创作的目标

之一，就是培养人的共情能力。

医生这个职业更需要共情能力，那是责任感

驱动下进行充分训练的结果，共情能力强的医生

能够敏锐、迅速地察觉病患的心态，在精神上温

暖病患，然而又能不被情绪左右，能够给出高度

专业权威的治疗方案和真心真情的治疗，令病患

感到安心。这是一种社会期待，人们渴望自己的

生与死都被温柔以待，而医院就是那个给予人们

最深关爱的地方。

医生题材是难以越过医患矛盾而专写现世

安好、花红柳绿的，《大医凌然》也呈现了社会的

矛盾纠葛、人性的复杂与危险，呈现了一个大型

医院不断爆发紧急状态的日常景象，凌然所处的

“急诊科”更是社会痛点的爆发前线。社会经验

丰富的医生，常常在患者生死不明的关键时刻，

做出趋利避害的举动，然而“大医”凌然常常迎难

而上，甘冒风险，用高超医术、仁爱之心、勇毅果

敢的行为，把处于生死一线的患者救回来，给予

我们许多情感高潮体验。凌然单纯，心地善良，

受人追捧，却并不在意自己的明星地位，他不在

乎世俗成功，却深受世俗众人喜欢，这样一个“帅

医生”形象逐渐明亮起来，不知不觉地，男性读者

与女性读者都对他产生了欢喜之心，与他的手术

助手一样，愿意与他同行，信任他，想念他，就仿

佛世间本就有一个“大医”凌然。

作家亦需要很强的共情能力，能够把自己的

心放进人物的内部世界，理解、把握、表现各种复

杂关系中人物的情感反应，写人物的心态变化能

够丝丝入扣，让人物成为我们热爱的情感对象，

让读者产生“让我跟你去吧”的念头。《大医凌然》

有一种不知不觉、并未声张的治愈人心的力量，

并未企图操纵人心，亦未企图讨好读者，却令人

甘心追随，体现了作者对于读者的温情和体贴，

体现了作者诚恳踏实的写作态度。这件事如此

简单而美好，我们需要一个好医生，而作者就写

了一个可亲可信的好医生。

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写作，如何表达对现实

的思考，如何表达作者的价值观与伦理态度呢？

《大医凌然》等小说作品告诉我们，这需要依靠艺

术的力量，通过调动读者的情感体验，特别是营

造强烈的高潮体验，令读者确信人物行为是真实

可信的，则主角的价值观亦是可信的，我们愿意

在内心扮演像主角一样的角色，向他的情感和伦

理态度靠近，这样，读者、主角与作者就形成了愿

望——情感——伦理共同体，产生一致性社会行

为。“大医”凌然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感动，其实叠

加了整个网络文学的体验效应。超长篇幅的网

络小说的写作、连载、阅读，是一个长达一年乃至

数年的情感体验过程，这种角色扮演行为就会不

断重复、不断强化。

凌然在作品中治好了许多患者，而他的故事

也治愈了很多读者心中的心疾。《大医凌然》创造

了一个“记忆”，读者与凌然一起做过很多美好的

事情，分享他的生命荣光和社会赞誉，也因此认

同、接纳、融合了凌然所代表的道德情感，把人道

主义精神、利他主义社会伦理内化为我们内心的

准则。

我们越是期待文学承担社会使命，就越是应

该强调读者的情感体验效应，就越是应该尊重艺

术创作规律，是言诚可信也。

《大医凌然》：

情感体验效应与现实题材写作
□王 祥

■创作谈 虚从实出虚从实出 见微知著见微知著
□□志鸟村志鸟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