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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学是对生活和
时代的形象化描摹与诗意化表达，它必当随着生
活的变化而变化，循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由
此而决定了：创新，永远都是文学的内在要求和
本质特征。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从元代
杂剧到明清小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革命文学
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兴起，就是对这
种变化和发展的有力实践与具体验证。

而今，网络文学的骎骎来袭与迅速做大，就
更加确证了在变化和发展中进行艺术创新、实现
思想升华，从来就是文学的固有机制与永恒法
则。事实是，中国的网络文学虽在创作实践和审
美验证的维度上尚属初来乍至，但却已敢于同久
负盛名的韩剧、日本动漫、美国好莱坞大片一争
高下，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文化消费的大卖场与
新热点，并以自身的独诣艺术路径和独特表现方
式在世界范围内激扬和彰显着中国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内在特质与时代光彩。而正是在这个过
程中，既显示出中国网络文学所独具的精神特质
与艺术姿采，又暴露出其在进行新突破和实现新
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尽早尽快填充的新空档与补
齐的新短板。

迎着时代大潮进行新探索，
实现大跨越，达臻高水平

相对于赓传存续久远的纸质文学而言，仅有
二十余载生命历程的网络文学自当属于文学的

“新生代”。不过，新虽新矣，其发展的速度和所
取得的成就，却远远超出了其生命历程的正常
比值。这也就是说，中国网络文学从发生到发
展，不仅速度快、产量大、质量高，而且受众广
泛，影响深远，且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基本方式和最具大众化
特征的艺术审美介体，其在促进改革、激励进
取、戮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
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产生了具有广
泛意义的积极影响，以至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得以通过这一形象化表达方式和艺术化审美
途径而多视阈、广范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的历
史与现实，感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期冀中国的
光明未来与美好前景。

新时期以来，文学从沉默中实现了爆发式的
喷涌和狂飙式的炽燃，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踔厉
风发，不仅创作队伍空前壮大，优秀作品层出不
穷，而且文学思潮、审美观念、创作方法和艺术追
求等，也都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样态与趋
向。网络文学就是在这一新趋势和大背景下所
呈现的别样文学景观。之所以“别样”，就是指它
不仅在文学结构和审美意念上实现了新的变革
和大的飞跃，而且尤其是在叙事方略、传播手段、
审美路径与表现方式上也均实现了创新型和颠
覆式的变革与开拓，由此而致网络文学不仅得以
从大视阈中开拓出自己的广阔阅读空间，更能在
相对较短的文学时空中极为成功地构建起自己
的阅读链并藉此而形成十分庞大的读者群。

网络文学的逐年走俏，根本原因就在于内容
的世俗化、生活化和审美介体的灵动、奇幻与变
绎以及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的快捷与灵动。
这不仅扩大了其社会介入面，增强了作品的亲和
性与感应力，更形成了巨大的文学“爽”感与黏
性，以至作者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都常常会陷入

“欲罢不能”、“欲禁不止”的陶醉境地。由此所产
生和形成的文学魅力无异于给作品本身插上了
飞翔的翅膀，并使之在从创作到阅读的整个过程
中都强烈地表现出速度快、产量大、辐射广、读者
多的特异性，这不仅颠覆了久已形成的文学传
统，更为文学走向社会和沁入人心提供了便捷的
方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创设了灵动的机制与
宏阔的方略，以至网络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大
的文学存在和繁茂的艺术生态。早在几年前，中
国网络文学的用户就已达到了3.33亿，而文学网
站的日更新字数则高达2亿汉字，年经济产值竟
跨过了90亿元大关。此中，由原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先后分别向社会推荐的21部和18部
网络文学作品影响尤为广泛。一如桐华的《步步
惊心》、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天蚕土豆的《斗
破苍穹》等，均赢得了极高的点击量，有的甚至一
举打破了国内3D动画首播纪录，特别是一些改
编自原创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成为全球观众
的文化消费大趋势与新热点。迄至2019年，全
国竟有200余家网站通过在其首页首屏所开设
的“我们的70年”频道或专区中播出大量新创作
的网络文学作品，其点击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
超过20亿次。这其中，仅腾讯视频“我们的70

年”主题频道页总访问量就已达到5.1亿人次。
单月访问量达1.1亿人次，至于全国“我们的70
年”频道或专区的节目总点击量更是超过20亿
次，其中呼应主题主线宣传的网络文学作品尤为
引人注目，并在一定层次和一定范围中实现了既
叫座又叫好的双重效应，此中虽有艺术因素发挥
促进作用，但在本质内涵上则仍是源于文学自身
的丰富意涵与强大磁力。我国面向海外输出的
网络文学作品仅在2018年12月之前，就已高达
11168部，其中尤以玄幻仙侠类和都市言情类的
小说广受海外读者的青睐，例如，当早在2013年
就已是全美排名第三的乌拉雷小说网站的站主
艾菲尔在其网站内发布采访征集令，仅6个小时
就收到来自18个国家的上百封邮件，且大部分
都出自在校就读的大学生之手。早在2015年
初，当中国网络小说在英语世界刚掀起翻译热潮
时，就已由于翻译速度赶不上阅读的需要而致许
多读者不得不多方寻觅，同时跟读几个网站。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自当越来
越从文学的边缘走向文学的中心，在其辐射面
日渐扩大的同时其渗透力也自当越来越强势，
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邃。继2018年中国面向
海外输出11168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后，2019
年更有《散落星河的记忆》《写给鼹鼠先生的情
书》《网络英雄传2：引力场》等3部网络文学作
品荣登年度“中国好书”榜单；《遍地狼烟》《网络
英雄传》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大江东去》《蒙
面之城》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和老舍文学奖。这
一切都十分明晰地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新变化、
新开拓、新发展的强烈文学信号，即不仅在文学
的传统园地中增殖了网络文学的新成员，而且
更因其形质富厚、意象丰盈、产出快捷、传播广
泛而已于葳蕤发育之中渐成大树、屡结硕果、繁
花盈枝、气象万千。

呼应改革大潮、
直面人民关切、强化精品意识

网络文学的形成、建构、辐散和走红，乃为时
代使然和历史必然，既有生活依据，又有社会需
求。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吸纳时
代精神和传衍历史特质的网络文学，我们更应予
以肯定和激励，因其在本质上也是对中国文学的

继承与赓传，更是对新时代和新生活的审美应合
与艺术表达。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在积
极肯定的同时予以科学的评析，在热情鼓励的过
程中进行精准而肯綮的扶掖与引导，特别是要在
科学评估其固有特质与优势的基础上，鼓励和引
导网络文学在创作实践中承接中国文学优秀历
史传统，融会中华民族优良精神基因，多视阈表
现改革发展的时代大潮。为此，网络文学在创作
实践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在保持和发扬自身优
势与固有特质的基础上强化精品意识，全面激扬
时代精神，深度触及社会脉动，激情表达现实生
活，坚持在开拓创新中求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
跻攀新高峰。

对于网络文学创作而言，要强化精品意识，
厚植文学的社会特质与人民情怀，自觉赋予作品
以深厚的历史内蕴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这就要
求创作者们一定要深入生活，历练耐力，在不断
提升自身思想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创
作的新突破，潜心营造作品的新格局，特别是要
在务实、求新、创优、臻精上下苦工夫、下真工
夫。为此，创作主体就必须沉下心来深入生活的
底层，发掘生活的本质，表现生活的内蕴，摄取生
活的精华，并对之加以审美提炼与艺术升华，使
之得以用文学形态走向社会，深入人心，成为力
量的源泉与道德的砥石，以至对人的提升和社会
的进步发挥特殊的激励、鼓动与促进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不仅要迈开脚力，放
大眼力，而且要舒张脑力、激扬笔力，用超常的
坚毅和耐心进行深入的发掘与精当的淬炼，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广大文艺工作者
在创作实践中欲求“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
之作”，就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和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追求，而且更“要以深
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
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
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
我、实现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教导和要求，对于网络
文学创作来说，十分及时且重要，尤其具有指向
性和针对性。因为网络文学一个最鲜明、最突出
的特质，就是应时、快捷、速成、舒放，决堤式涌
流，大批量产出，以致其创作过程往往被称为“码
字”，其创作主体则被习惯性地叫做“写手”。这

是网络文学的特点和优势，但同时也是网络文学
的不足与缺憾。因为文学是表现人性和描绘社
会的，而人和人所创造并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却既
是丰富的，又是复杂的，特别是它不仅是物质的
构体，还是思想、精神、智慧、道德、创造性和进取
力的“质”性存在与“活”性发展，这就不仅使之具
有了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具有了高度、深度与亮
度。事实上，文学的使命及其价值与功能所在，
也就正是集中在写“人”和表现“人”所创造并生
存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的。但由于“人”和人类社
会不仅是丰富的、复杂的，而且是发展的和变化
的，特别是其主宰力量和内在动力始终都在于人
所赋有并不懈追求的思想、智慧、精神、道德和强
大的创造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灵魂”。而作为
以写“人”和写“社会”为主旨的文学，要写人的灵
魂，就必须首先对之加以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化的发掘与审美化的描
摹。这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探赜与创造的过程，决
不像单纯的演绎情节和编造故事那样直观、简
单，那样浅层次和表面化。唯其如此，才有了“形
象大于思想”的定论，也才致使一些文学典型形
象不期然地成为了社会的“共名”和历史的永
恒。表现人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内蕴与精神
特质，永远都是文学的神圣使命。否则，只为了

“爽”，只局限于编造情节和演绎故事，那就不仅
有悖于文学的责任和使命，而且更难以发挥“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和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
社会效能。对于此，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产业化的浪潮中，再大的货币利益，也不能置
换和取代思想的作用与地位，再旺的商品交易，
也无法取代人们的精神价值与意识向度。这是
铁律，也是底线。任何内容和形式的文艺创作一
旦违逆和冲决了这铁律和底线，便会从根柢上失
却其本应具有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光彩，乃至沦为
仅仅徒有其形的文学躯壳。对于此，网络文学尤
应加以警惕和戒免。

如今，在中国人的文化餐桌上，网络文学已
越来越成为一道拥有众多食客的大餐和套餐。
唯其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和有责任对之加以
关注、激励、指正和引导。而此中的核心旨要和
关键节点，始终都在于：服从改革发展需求，坚
持正确创作导向，全面强化精品意识，不断提升
作品质量，并为此而坚持深入生活底层，全面服
膺人民需要，积极追随时代大潮，勠力铸冶精品
佳作，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和所要求的那
样，“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
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
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
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
心态和进取精神。”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不移、矢
志不渝地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
不断地有所创新、突破、发展和前进。让我们用
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网络文学营造出靓丽的风
景和美好的未来。

网络文学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网络文学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
□□艾艾 斐斐

自从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后，20多年间，网
络文学从无到有，从文学爱好者的业余分享，发
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新文化。2003年后，连载章
节付费阅读模式的发明与普及，成功地将原本是
业余和无偿的网络小说写作转变为一种职业。
2010年后，网络小说又一跃成为媒体工业的创
意源头。

在当前，大众讨论与审视中国网络文学往往
脱不开两种视角。一种是商业角度，将网络文学
看作一种盈利丰厚的产业，关注点在于商业运作
模式和盈利模式。另一种则是更为传统的文学
视角，评估网络文学的文学质量和艺术价值。网
络文学固然通过其庞大的体量和商业价值获得
了文学界的关注，但真正落实到对具体文本的批
评，作为全民娱乐和日常消遣的网络小说仍然经
常逃不脱浅薄、单一、粗糙、媚俗、文笔差等评价。

近年国家开始关注和加强对网络文学发展
的监管和引导，提出了提升网络文学品质的要
求，以及对网文现实化、精品化、经典化的期待。
近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
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要
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抵制网络文学模式化的倾
向。由此可见，目前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有两个
趋势：产业化与精品化。但在商业视角和文学视
角之外，笔者还想引入第三个视角：从教育学的
角度，我们可以怎样看待和思考中国的网络文学
创作与管理？

从教育的角度思考网络文学，通常人们首先
想到、也最为熟悉的，可能是文学作品的教化功
能，这个角度往往会顺理成章地引出网文精品化
的需求。但很少为人提及的另一点是，阅读和创
作文学作品，本身即是一种对语言和创作活动的
深入学习与演练。网络创作的粗糙和几乎零要
求的准入制密切相关：任何人都能在免费开放的
网络平台上创作发布自己的作品，而无需经过专
业编辑的重重筛选与打磨。这是限制网络创作
整体质量的先天缺陷，却也是网络创作得以迅速
普及的最大优势。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创
作的低门槛其实是一种极好的帮助初学者成长
与进步的方式。以网络文学为例，任何人，无论
他们是否经过良好的教育与写作训练，有怎样的
写作天赋，都可以尝试写作，都可能通过在网上
发布他们的作品获得读者的真实反馈。

如我们所知，中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与读
者大多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光明日报》2019年
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截至2018年，在4.3亿中国
网文读者中，30岁以下的读者占比约为60%，而
在1755万主要网络文学平台驻站作者中，“90
后”作者占比过半。网络文学社群的参与者们经
常身兼读者与作者两种身份，而即使是纯粹的读
者，也可能是作品积极的评论者和讨论者。这种

年轻一代对低门槛的文学创作活动与创作社群
的活跃参与，在欧美教育界被视为参与式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典范，是青少年增进
文字素养和实践媒介知识的重要途径。从文学
创作专业的角度评价，大量的网络文学创作看起
来可能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难登大雅之堂；但
是，如果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把这些创作活动视
为学生与新手的学习与演练阅读和写作的契机，
观感可能立即大为不同。

在影视工业发达之后，美国的教师和学者们
为年轻一代的孩子习惯影像消费、对文字阅读和
写作缺乏兴趣而深感头疼：问题已经不在于学生
是否愿意阅读、写作严肃和优质的作品，而是学
生是否愿意阅读和写作。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
精英教育的问题，而是普及教育的需求。在中
国，这样的趋势也已经出现。一方面，作为发展
中国家，中国人口基数庞大, 全民义务教育普及
不久，仍然亟需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另一方面，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也日
趋碎片化，短视频的迅速流行就是很好的证明。
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仍然占多数（58.3%），网
络文学的受众虽然超过中国网民的半数
（50.4%），人数仍然少于网络游戏（58.9%）和网
络直播（62%），更远低于短视频（85.6%）和网络
视频（含短视频）（94.1%）。此外，网络文学受众
的增长趋于放缓，占中国网民总体的比例也从
2019年 6月的53.2% 下降到了2020年 3月的
50.4%。

根据中国共青团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2018年和2019年的《全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当前18岁以下在校学生
的主要网上休闲也是以影音为主，比如玩游戏
（六成以上），看短视频与视频（约四成）。只有
20%左右的学生选择看小说作为娱乐，比例从
2018年的23.7%下降到2019年的21.4%。进行
内容创作的学生从13.1%下降到11.0%。短视
频的用户则从40.5%上升到46.2%。与之对应
的是，近期市场重点投资短视频行业，并愈发倾
向于将文字作品当作后续加工的原材料使用。
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显然可能会背离全民
阅读和“全民悦读”的美好愿景。网络文学在过
去十几年里的兴盛，很有可能体现的是中国国民

在影音工业大发展之前所积累的文字能力，与早
期互联网时代由于受流量与技术限制而形成的
以文字为主要传输形式的阅读习惯。但是在视
觉与音效刺激越来越廉价易得的今天，这样的文
字阅读的习惯与兴趣还能持续多久？在这样的
环境中，我们要如何传承、普及、发扬我们的文字
教育？我们要如何帮助趋于依赖视觉与音效刺
激来获取和理解信息的孩子们更好地学习阅读
与写作？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该消费影像
作品和拥抱新媒体文化，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文
字学习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因此，这些
问题不但重要，而且紧迫。

因此，教育学者们指出，一个开放的、低门槛
的、方便读者与作者密切交流的创作社群可以起
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写
作的主要方式是递交作文给老师，老师批改后发
回给学生，而写作的题目与格式都有相应的规
定。在这样的模式中，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
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和听众，往往难以感
受到创作的热情与快乐。同样，学生阅读学校指
定的文本，回答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并非依据
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阅读对象、发表评论。因此，
学生常常惧怕写作和阅读，感受不到写作与阅读
的乐趣。然而，当他们参与到一个真实而运作良
好的创作社群中时，他们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作
品，对作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他们也
可能收获对自己的创作抱有热切兴趣的真正的
读者。这些读者会积极地询问与猜测故事的发
展，称赞作者的构思与写作，或者指出作品的缺
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创作者们不再是等
候老师评点的学生，而是受人喜爱的作者。在这
样的社群中，阅读与写作不再是必须要完成的作
业和考试，而是参与者自身的兴趣与爱好。

由此，在2007年，美国著名传播与媒介研究
学者亨利·詹金斯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素养
研究团队一起，从教育的角度定义了参与式文
化：为文艺表达和公众参与设置低门槛，为创作

和分享提供强支持；老成员会为新手提供一些非
正式（有别于学校教育形式）的指点和帮助；参与
者相信自己的参与是有价值的，并能感到自己与
其他参与者之间存在关联；参与者不一定要进行
创作，但是，他们可以创作，并且知道其他成员会
欢迎他们创作。参与到这样的社群中，不仅能够
激发年轻参与者的创作热情，也能帮助他们建立
信心与自我认同，结识朋友和同好，甚至可能把
业余爱好发展成为个人的职业。

需要指出的是，詹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
粉丝文化，尤其是美国的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的研
究基础之上的。这些同人作者通常是影像作品
的粉丝，出于对原作的喜爱而开始阅读和写作她
们幻想中的剧情后续与人物故事。在欧美，由于
严格的版权法，同人小说作为二次创作往往无法
正式出版，因此粉丝们形成了自娱自乐、互相帮
助，遵循非盈利规则的业余创作交流社群。进入
21世纪后，从詹金斯开始，粉丝研究、媒介研究
与教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分支，关注参与粉
丝创作活动能够给参与者（尤其是青少年）带来
什么样的学习机会与帮助。参与式文化即是其
中发展出的重要理念。研究者们发现，参与这些
活动能够有效地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媒介素
养、自我认同，也经常成为年轻人将业余爱好发
展成工作与深造的契机。

被广为引用的美国教育学者丽贝卡·布莱克
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记录了一名随父母从中国移
居加拿大的小女孩是如何通过用英语写作和发
表日本动画《魔卡少女樱》（中国大陆引进版译为
《百变小樱》）的同人文来习得第二语言、并且在
陌生的文化环境里结识新朋友的。由于这部动
画的主角是一位日本小女孩和一位中国小男生，

这位中国女孩的同人写作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就
显得更为贴近原作的文化背景，更具有说服力和
吸引力。因此，在写作与交流的过程中，女孩不
但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也增强了自信心与对
母国和东亚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
东西方年轻一代进行跨文化交流与网络学习的
案例。在中国，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也是起步于
类似的业余爱好者的网络创作群体，而女性同人
创作社群的发展与活跃，也与詹金斯和其他欧美
学者笔下的欧美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生态相当接
近。事实上，关于中国女性网络文学创作群体的
研究和报道证明，在参与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作
者和读者们不但培养和发展了自身的语言能力
和媒介素养，也极大地增进了她们对抄袭和版权
议题的关注和理解。近年来，网络言情小说读者
与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使得反抄袭和支持原创的
议题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如《锦绣未央》这
样的抄袭作品，就是由热心的网络读者们一力抵
制，多方奔走，志愿搜集整理文本抄袭的证据，这
才使得被侵权的作者们能够迎来胜诉的一天。

直至今日，网络文学庞大的作者群体仍然以
兼职与业余作者为主，在生活中，大部分人并不
从事与文字创作相关的工作，很多人的写作质量
不高，关注率低，或者并不盈利。产业化和精品
化的视角很容易忽视这些网络文学的“大多数”，
或者视之为需要改进的部分。因此，笔者认为，
引入教育学的角度，对讨论如何看待中国网络文
学、中国网络文学应该如何发展，都具有极大的
意义。网络文学不仅是盈利丰厚的新兴产业，也
不仅是（世人期待中的）精英荟萃的文学创作场，
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广阔的教室，欢迎和鼓励年
轻的业余文学创作者和阅读者们在其中蹒跚学
步，牙牙学语。虽然这些人绝大部分不会成为符
合精英标准的职业作家，也未必能够成为传统意
义上的文学爱好者，但这些哪怕显得幼稚与笨拙
的阅读与写作的实践仍然有语言教学上的积极
意义。

事实上，中国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已然证
明了这个大教室在教育学上的价值所在。从这
样的角度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国的网络文学
抱有更多的鼓励与耐心，我们是否能够有更完善
的政策与方案，来平衡网络文学的产业功能、文
学功能与教育功能之间的关系？在网文精品化、
经典化的导向之外，我们是否可能将这个巨大
的、敞开的、也因此看起来显得杂乱无章、粗放生
长的语言教学场的优势保留下来？我们是否可
能在学校教育中吸取网络文学社群的优点，将学
校也转变成鼓励学生热情地学习阅读与写作、活
泼地参与创作与发明的园地？这些话题都值得
教育者和网络文学的爱好者、关注者、研究者与
政策制定者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开放的课堂 参与的平台
——从教育学角度看网络文学创作 □来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