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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风雅之别

中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起源于《诗

经》，而《诗经》分风雅颂，其中尤以风、雅最为重

要。所以中国传统上常以风雅来指代诗经，甚至

指代文学。

风指国风，是诗经所记载的先秦时期的民

歌，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情歌。在文学的属性上，

国风有非常明显的、强烈的民间性，是文学中

“俗”的部分。虽然经过孔子的删减、整理，但是

国风的精神仍然是民间的、大众的，是属于人民

的文学。它的表现形式是通于俗情的，也就是最

早的通俗。国风的内在精神是与人民群众的情

感、情绪相呼应的。统而言之，国风就是以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

情感。

而雅分大雅、小雅。如果说国风是人民群

众所唱之歌，那么雅就是贵族或者士人也就是

知识分子群体所做的诗。《诗大序》说：“雅者，

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雅是畿内之调，畿内

就是首都圈，是贵族与其外围群体所居住的

地方。

雅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明显的贵族性、

官方性、崇高性，甚至歌颂性。其中代表士人精

神的小雅有一部分也是反映民间的，但它与国

风的视角截然不同。国风是以人民之眼看人民

之事，以群众之口唱群众之歌。而雅是以士

人也就是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去看民间，以知识

分子的审美去反映民间。而大雅又更进一步，

那是明显的殿堂化的文学，有一部分大雅已经接

近颂。

现代文学的雅俗之别

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雅文学。

我们现在所推崇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们，

无论是“鲁郭茅”，还是“巴老曹”，都是那个时代

的知识分子，按传统的视角看，他们都属于士。

他们所书写的内容包蕴那个时代的万有，但基本

上都是以知识分子的视角、知识分子的判断、知

识分子的情感来观看这个世界、书写这个世界。

这些是现代文学书写的主体。

同时，他们的文学、他们的文字从一开始就

是写给知识分子群体看的，这个知识分子圈层往

上包括了近现代绝大部分的统治阶层，往下则延

伸至数量庞大的学生群体。这些是现代文学阅

读的根基。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学大师在现代文学

领域逐渐形成了绝对的话语权，甚至完全代表了

现代文学。而以更加广大的庶民为阅读对象的，

比如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人的作品，在狭义的现

代文学研究者的眼中甚至连文学都算不上，最多

也只是给他们在文学史的边角上安放一个可有

可无的位置。

张恨水、还珠楼主，乃至金庸，在近20年中

其文学地位的抬升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社

会影响力大到传统文学圈不得不正视的结果。

但即便如此，在现代文学的评价体系中，这些通

俗文学大师仍然处于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上。

他们尚且如此，网络文学就更不用说了。

网络文学的时代责任

哪怕到了现在，我还是会听到一种声音说：

网络文学不是文学。

但不管高居文学殿堂的评判者心里怎么想，

我们也必须承认，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俗文学，

就是给老百姓看的，给庶民们看的，给中国占据

人口很大部分的普通人民群众看的。

无论是从表现形式还是所抒发的情感情绪

上，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网络文学的内在属

性，往前与港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相通，与还

珠楼主与张恨水相通，还与《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为代表的明朝四大奇书相通，与宋元话

本相通，也与《诗经》中的国风相通。

在或许遥远或许不远的将来，如果承载网络

文学的土壤健康的话，那么有一天它必定会催生

出像《西游记》那样的想象之作，像《水浒传》那样

反映人心世情的故事，像《三国演义》那样描写历

史的厚重篇章，像“关关雎鸠”那样抒发爱情的美

好诗句。而在这些集经典之大成的作品出现之

前，文学的传统也是有可能会被中断的。我们现

在所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群策群力，避免这样的

事情发生。

《诗经》有风雅之分，但风雅应该是一体的。

文学有雅俗之别，但雅俗应该是齐头并进的。我

们期待着中国的雅文学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

国际荣誉，摘取更多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不

宜以雅文学的标准来要求俗文学。

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有草根性、民间性、大

众性的特征，无论是它的情感、它的需求、它的

读者，都是这样的。它未来的征途，不是诺贝尔

文学奖，而是用真诚的故事来与全中国的人民

群众，乃至全世界的人民群众产生呼应。网络

文学的历史责任也不是去征服西方的知识分

子群体，而是要以受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出海，去与承载了西方价值观的好莱坞大片等

文化产品抗衡。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俗文学与俗文化的阵地

就在那里，这个阵地永远不可能用雅文学与雅文

化去占领。能跟漫威宇宙、哈利·波特争夺市场

的只能是孙悟空或者哪吒。如果我们不用我们

中国的俗文学与俗文化去占领这个阵地，那么占

领它的就只会是西方的东西，是变形金刚，是超

人与蝙蝠侠，以及隐藏在这些西方通俗作品背后

的西方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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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网络文学必须先明确的一点是：为谁

创作。为了评论家？为了一篇篇赞美的报道？为了“精

英阶层”的认可？

我的答案是为自己，也为广大的群众。只有为自

己而写，网络文学才是小说、故事、文学，而不是宣传

文稿、论文专著；只有为广大群众而写，网络文学才

有最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受到更广泛的欢迎。所以我

认为，网络文学在创作时，想表达的内容和表达的形

式一样重要。

表达的内容就是我们在作品里想要传递的价值

观、价值理念，这是一部作品最核心的东西，是其灵

魂所在，是读者阅读完会反复回味的东西，但是，在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理念都会出现，有的

属于沉渣泛起，所以我们网络小说作者，得有定力、

有责任感，不能把偏激的理念灌输给读者，否则，作

品只是哗众取宠，更谈不上创作精品了。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国家经过这么多

年的高速发展，年轻人已经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

分辨力，越来越明白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自身需要

和追求的东西了，他们反过来也会筛选作者，将不合

格的、传递错误理念的作者淘汰。

表达的形式则关乎我们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

么给它披上有趣的外衣，让作品能够吸引人。这是不

得不去做的事情，不能说我的小说表达的理念很好，

充满了正能量，展现了时代的风采，讴歌了生活中的

真善美，但惟一的缺点就是故事干干巴巴，麻麻赖

赖，没有几个读者，没谁愿意去看。这样的创作有什

么意义？

我认为作为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么追求纯粹的

艺术价值，要么就要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两者总得

占其一，或二者皆备。如果不能以好的形式来讲中国

故事，那我们想要宣扬的、想要赞美的、想要书写的，

就会被束之高阁，就会沦为擦脚布，看起来气势昂

扬，实际没有一点用处。

为群众写作，就必须要让读者喜欢，必须接地

气，明白现在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包装我们想书写

的中国故事。

信息时代，娱乐方式层出不穷，如果还用过去陈

旧的老一套来约束网络文学的创作，那我们书写的

故事就无法面向广大的群众，就会让他们的业余时

间、碎片时间被好莱坞大片，被韩国综艺节目，被日

本轻小说、漫画、动画，被日剧、韩剧、美剧、英剧、泰

剧，被各种游戏占据，被这些事物吸引，并潜移默化

地接受里面传递的理念。

新时代呼吁我们要有创新，文学创作要改进表

达的方式，要追求吸引力与中国故事的结合。如果放

弃了这方面的自我要求，那我们就远离了群众，就将

落后于时代，我们想表达的就没人看，想传达的价值

观就没人理。

另外，新时代有新作为也是客观的要求，不是敷衍

一下、糊弄过去就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读者群体、我们面

对的广大群众，其阅读品位是在飞快地成熟的。

我们国家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网络发展和信

息技术领域等方面可以说走在了世界前列，只要愿意

上网，能够上网，不管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接触到

比以往更多更丰富的东西。所以，年轻的一代虽然在知识

的深度上可能还需要学校教育，需要大学阶段的专业培

养，但在知识的广度上，已经真的让人非常惊叹了。

面对这样的读者群体，倘拿粗制滥造的小说给

他们看，顶多也就能糊弄两三年，随着网络时代读者

阅读品位的提升，尤其在进入手机阅读时代后，这种

品位的变化恐怕一两年很快就会产生，继而就会对

阅读产生更高的要求，而那些不能提升自己的作者，

必然就会被这样一个时代抛弃。况且，我们还要跟电

视剧、电影、手机游戏、单机游戏、短视频等抢夺读者

工作学习之余的碎片时间，面对这么多强劲的对手，

只有提升自己、创作精品，讲好中国故事才是惟一出

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要讴歌生活里

的种种真善美，用更好的形式、更好的结构、更好的

小说语言，将它们传递到广大读者心里，这就是我们

新的使命！

时代呼吁网络文学的精品化时代呼吁网络文学的精品化
□爱潜水的乌贼

围绕“新时代、新课题、新作为”的主题，尤其是如何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网络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我想结合自己的观察

和经验谈一点粗浅看法。

首先我想谈谈网络文学对青少年阅读和成长的影响。

我感到网络文学近一两年的发展和之前10年比，变化非

常大。我记得曾经有出版社的总编对我说：网络小说的人

气可不等于实体书的销量，读者群体是完全不同的。我曾

创作过一部在很多网络小说排行榜中拿过冠军的作品，刚

出版时销量也只是“还行”。不只我的书如此，据我观察，当

年网上其他一些“红书”也是如此。当然，一些“超顶级”网

络大神的“超顶级IP”不在此列。譬如唐家三少的《斗罗大

陆》，多年来稳居各种排行榜冠军。除却这种特殊情况，一

般而言，我认为那时候在青少年群体中，网络文学读者不

过是一小部分群体。然而近年来，乘着影视、动漫、游戏等

衍生版权开发的东风，作为重要的IP源头的网络文学，也

涌现了大量的读者和“粉丝”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一本当年

在网络上比较“红”的书如今已轻而易举进入当当等图书

销售平台的销量榜前列；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中学甚至小

学周围的书店、文具店里，也在贩卖印刷着大量与网文作

品内容相关的书皮、贴纸、胶带、笔记本等。今年过年时有

个邻居的孩子来找我签书，提到现在当红的网络作品，这

位高中生语气寻常地说：“现在班上大部分人都在看网文，

好多男孩子也看。谁不看啊？！”

情况真的改变了，阅读圈层已被打破。从前网络文学

只是青少年们的读物选择之一，现在它们已经从各个渠道

渗透，就在他们每个人的身边。这是一把双刃剑。持剑人就

是我们所有的网络文学创作者。越是流量、销量提升，出

现所谓的“人气暴增”，作品被动漫化、影视化，成为一个

个“IP”等，我们就越要保持清醒。这个清醒指的是创作者

的责任。当出版方、影视方、各种合作方、经纪公司，甚至

印制盗版书的商家，学校门口的文具店老板等所有利益

相关方都把盈利当成主要目的时，惟有我们创作者要始

终保持清醒。

青少年天生喜欢新事物，喜欢新奇、刺激、异类甚至反

叛。网络文学可以天马行空、奇思妙想，以想象力的钥匙替

他们打开最初的文学幻想之窗，但却不能一味迎合，不能

为了刺激而刺激，为了吸引而吸引。在感官刺激情绪发泄

之后，空无一物。这样的作品只会令青少年离现实生活、离

他们将要面临和承担的人生越来越远。

创作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故

事：热血、勇气、爱情、友情、不平、痛苦、迷茫……但不应被

名利所挟持，要遵从本心。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更纯粹的创

作更高级。不追逐热点不跟风，不依靠噱头，或许一开始没

有那么热闹，但后劲一定更足，因为青少年的心也是最赤

诚的。惟有本心能触本心。是消遣还是文学，他们其实很聪

明，分得清。有些热闹不是真热闹，只有写下真正能留下的

作品，才能收获更多、更久。

我们现在总谈论现实主义，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也创

作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我看来，现实主

义这个词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大国重工、医疗、教育、警匪

题材是现实主义；武侠玄幻小说里主人公的正直、坚持、勤

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带着现实主义启

示色彩；生活、成长、磨难、收获是现实主义，言情小说、重生

小说中主人公踏实学习、努力生活、自省臻善，也折射着创

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美好期望。百花齐放下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带给青少年积极、正面、向上的影响，不仅是每一位网络

作家应有的态度，也是文学工作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年少时，我们读金庸，还读席娟、于晴，也读痞子蔡的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而现在，孩子们在读我们的作品。

文学为梦，前路宽阔、道阻且长。每一颗种下的果实，都

会发芽成长。写好自己小小的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共同

编织中国梦，这就是我理解的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责任与

使命。

网络文学要守好网络文学要守好““俗文化俗文化””的阵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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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

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
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
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
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
家新闻出版署所属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
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
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
局编辑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
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016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12室，

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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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椽之笔写彩云… 李传锋（土家族）
母亲（“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 宁克多杰（藏族）
变脸（“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 谷运龙（羌族）
想起天安门前的56根民族柱

……………… 谭志湘（满族）

诗 歌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颂歌
………… 孛·额勒斯（蒙古族）

良辰吉时 ………… 雄 黄（侗族）
牵一朵菊花回家 … 丁丽华（彝族）
岁月的彩虹
…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
大丝路 ……… 索·额尔登（蒙古族）

查刻奇（蒙古族）译
花山水色新 ……… 黄 鹏（壮族）
你顺着那道光拥向我… 海 郁（回族）
在苟坝，三月是一盏马灯

…………… 吴茹烈（布依族）
小园菊又开 …… 袁岚群（哈尼族）
柔巴依：颂歌
……… 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

苏德新译
评 论 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创作的现代

转型与自我超越
…………… 阿 荣（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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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 焦窈瑶小说二题
雪下地平线 ………… 西 维
普鲁斯特花园 ……… 严 彬
古窑址 ……………… 阿 剑
如鱼得水 …………… 李东文
六月 ………………… 秦汝璧
巴音博罗的诗 …… 巴音博罗
路雅婷的诗 ………… 路雅婷
李曙白的诗 ………… 李曙白
行读漫笔 …………… 陆 源
银碗盛雪，明月藏鹭… 姚 伟
温州玉麒麟哲贵 …… 李伟长
对李伟长的观察和想象

………………… 哲 贵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

研讨… 栏目主持：杨庆祥
不是人性生产历史，是历史生

产人性——王洪喆访谈
…… 栏目主持：邓菡彬

叙 事
少女和摇滚（中篇小说） …………… 赵大河
证据（短篇小说） …………………… 于怀岸
少年夏沐阳（短篇小说） …………… 薛喜君
寻常巷陌（小说二题） ……………… 聂鑫森
看不见的天空（短篇小说） ………… 夏立楠
新锐
问卦（短篇小说） …………………… 王亦北
不必知道（短篇小说） ……………… 王亦北
总有一些小事无法忘记（创作谈） … 王亦北
在路上：介入与救赎（评介）………… 卓 慧
品 相
一晃而过的大地 …………………… 阿贝尔
九眼桥肖像 ………………………… 宁小龄
巫溪客石 …………………………… 李文凯
汉 章
《遇见白头翁》（组诗） ……………… 周瑟瑟
蜀中才子（组诗） …………………… 李自国
短歌行 ………………… 易 杉 李文峰 陈丽娟 张 萌

李 桐 黄义福 杨小娟 王耀军
视 界 文学对话：小说与现代生命的拯救 … 陈培浩 王威廉
精 品 杀人者 ……………………………………… 海明威

《杀人者》的对话之妙 ……………………… 钟求是
现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一世书不尽的传奇”………………………………… 杨武能
以“厕所革命”之净手物看乡村振兴 ………………… 李 璇
征文·“我们的这一天”
江上夫妻 ……………………………………………… 菡 萏
车祸之后的现实生活 ………………………………… 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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