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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壮大时期粤军的百花齐放
广东网络文学发展到2005至2008年间，整个网络文学的生态环境开始有

序化，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可喜景象，令这个时期被视为网文粤军发展史上最具
代表性的关键时期。

在此时期，基于网络创作和阅读而形成的读、写群体不断壮大发展。会
员制收费阅读的尝试开始让网络文学摆脱只有通过实体出版才能营利的单
一渠道。

相比之前，这是一个充满着希望和自由的时期。
从这一时期诞生的作品来看，广东网络文学创作者中的相对优秀者，已有

意识地开始跳出传统类型小说的桎梏，去探索和谋求自己的征程。因而，这一
时期的网络文学作品明显体现出作家更强的自信心与包容性。本期介绍的其
中佼佼者，时至今日仍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并且多数创作者仍笔耕不辍，与时代
同脉搏，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不断寻求着自我的突破。

阿 菩
阿菩，本名林俊敏。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在当代网络作家群体中，阿菩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

最早成为省级作协副主席的网络作家之一，阿菩的特殊不在于其作品畅销的
程度，不在于其史学功底的深厚，而在于作家同时兼具创作与学术、写作与评
论的双重才华，并在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种身份的双重性在网络
文学创作群体中并不多见。文学创作偏向感性式的沉浸，而文学批评与学术
研究偏向理性式的抽离，就思维方式而言两者存在相互冲突，同时具有两种身
份常会对彼此的写作造成“妨碍”。

这种身份的二元对立，在阿菩的作品中也可感受得到。由于在真正进入
创作之前，阿菩已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教育，因此在创作时，他心里
已预先存设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使得其作品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审美
架构，同时又影响了他写作时的沉浸感，让他总是阶段性地自觉跳出，抽离于
创作之外去审视其自身的创作。

这种二元特性也使得阿菩的作品迥异于多数网络文学创作者。一些批评
者因此认为其作品“别扭”，不符合“网络文学”本身的大众化特点，但也有一些
评论家肯定了这种“不同”的可贵。

这种“不同”的特性从阿菩的处女作《桐宫之囚》开始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于2005年首发时，曾获得当时不少网文评论者的青睐。时隔多年，作品
改名为《山海经密码》，出版后又登上了畅销榜，并在2013年获得第九届广东
省鲁迅文学艺术奖。作为传统文学界颁给网络文学作品的一个官方的、省部
级的奖项，这个奖项的获得意义深远。

身为网络小说的写作者、网络小说发展的见证者和文艺学研究者，阿菩在
网络小说的研究方面有着相较其他研究者更为丰富的经验。由其创作的理论
研究读物《网络小说生产》，从网络文学诞生的历史出发，探讨了网络小说的生
产机制，获得了中国网络作家协会的扶持并成功出版，成为在广东乃至全国都
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文学研究作品。

而在《网络小说生产》脱稿之际，阿菩在文学创作上似乎也开始同自己达
成了和解。作家于其后创作的历史小说《十三行》，先后入选中国小说学会
2019年度小说排行榜之网络小说排行榜、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并获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

单就小说文本而言，可以说《十三行》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一部网络
文学和地缘文化结合的实验性作品，并展露出一种行将突破其文学创作上自
我的天花板之创作姿态。

红娘子
红娘子，本名姚笛。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
在网络文学逐渐壮大的年代，一度甚至被誉为“恐怖女王”的红娘子，无疑

有足够的理由将自己的笔名留在广东网络文学的发展史上。至少在那个年
代，在悬疑恐怖类型的网络小说创作中，她的作品可谓独一无二，有较难替代
的价值。

抛开作品取得的商业成绩不谈，单从类型文学的角度审视，曾在天涯社区
莲蓬鬼话版连载的红娘子的悬疑恐怖小说《红缎》，本身就充满了“诡异”。

在红娘子开始创作的那个年代，奇幻文学的一大主流是西方骑士小说；而
悬疑恐怖类小说当时基本以所谓的“本格派”“变格派”为主流，社会派为辅。
此类小说的叙事方式通常也以本格推理或变格叙事为主。这些小说中，故事
大多发生在都市、学校宿舍、写字楼等，这些环境容易营造密闭空间，有利于

“本格”小说的布局；而现代化的背景带着时代气息，更有利于“社会派”提炼核
心冲突对人性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偏向“变格派”的《红缎》却把故事背景放
在了乡村。而且颇让人意外的是，作者采取的还是传统的评书方式来叙事。
作为作家的处女作，《红缎》的行文中那些略显稚嫩的短句隐约受到了古龙的
影响，但它的叙事风格却有着章回体小说的特点。

一部充满着诡谲恐怖氛围的“变格派”小说，用古龙式的短句来进行评书
式的叙事。多年过去了，这样的尝试还是少有人会去做。于是，红娘子一下就
俘获了一批读者。然而也曾有评论者认为，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为小说设
置的故事背景或许有迎合打工者读者群体的意图，进而质疑其小说在布局和
逻辑上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缺乏文学性等。但红娘子井喷式的创作
和线下单行本销量的攀升，很快令这些质疑的声音消失了。在其创作的巅峰
期，她的作品不单在网络文学领域，并且在线下悬疑恐怖类型的文学作品市场
中，也展现出较强的影响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网络文学也不例外。红娘子后继的创作虽
然比起处女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整体来看，这种进步并没有突破“变格派”
的“天花板”。随着网络文学的自我迭代，纯悬疑恐怖类型的小说开始式微，线
下出版也不复当年盛况。红娘子虽积极尝试过各种方向的突围，期间还获得
过“少数民族文化之星”奖项，作品《道师爷》也被改编成电影，但其作品在网络
类型文学中的影响力却难以再比当年。

撒 冷
撒冷，本名付强。广东省作协会员。
严格来讲，曾一度引领潮流的《YY之王》并不是撒冷的处女作。但“撒冷”

这个笔名被网络文学读者注意，正是从小说《YY之王》的连载开始的。这部受
到了《风姿物语》影响的小说，相对于彼时许多网络小说而言，有着更为缜密的
故事结构与鲜活的人物角色。这是小说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此外，作

者令人侧目的网文更新速度，也是当时作品获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甚
至有人说，撒冷小说连载的更新速度有着某种“炫技式”的疯狂。

然而，层出不穷的创意、令人咋舌的更新速度，在新世纪之初的网络文
学创作中并不少见。那么《YY之王》能够成为一时翘楚的关键原因是什
么？“独特的文学性”或许是其中的一个答案。

这部小说中有着清晰的故事主线，即追寻幸福。主角朴素而又“奢
侈”地期望，每一位同伴都能得到幸福，每一位“敌人”最后都能成为自己
的同伴。因此，小说中的利益驱动等就需要符合社会规约。社会规约追求
社会个体的安全，虚构的人物遵循着现实中的社会规范，就很容易被读者
接受，成为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有了这种前提，故事的推进也很容
易令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愉悦感。这对当时的网络小说而言非常
独特。

在《YY之王》诞生的时期，还少有创作者自觉地重视网络文学的文学
性。甚至时至今日，也并非所有网络文学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有文学性
上的自我追求，乃至具有某种文学创作的使命感。遗憾的是，在《艳遇谅解
备忘录》之后撒冷就此搁笔，但这部小说却成为了广东网络文学发展史上一
道不容错过的风景。

却 却
却却，本名王凌英。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
作为却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夜芙蓉》从一开始就有着异于同时期

网络文学作品的特点。至少在作品连载的那个年代，《夜芙蓉》的行文
风格、叙事模式包括遣词用字，都不像一部彼时典型的网络小说。作品
问世之后，出乎预料地在读者群中取得了远超预期的反响，而作家之后
开始“专攻”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选择，或者也正是受到了这部小说的
影响。

《夜芙蓉》具有的历史感及叙事细节上带给读者的代入感，是同时期
许多网文作品难以匹敌的。小说带给读者的不单是阅读的快感，更易让
人沉溺其中的是作品中以小人物视角讲述大历史而营造的扑面而来的时
代感。

当然，对传统网络文学而言，这类历史题材的受众群体相对较少，
但是基于对历史的还原和思考，作品天然地又具有影视改编的优势。因
此“转战”编剧，对作家却却而言是一次华丽而“完美”的转型，同时
在网络文学作家中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成功转型。追根究底，《夜芙蓉》中
呈现的是作家自身对历史的丰富知识储备，也许这便是其能够轻易驾驭
作家和编剧两种不同身份的主要原因。

随着网络文学的自我迭代与网文读者的成长，却却不但在编剧领域
硕果累累，在网络文学领域，其一系列小说创作也越来越受读者欢迎。

“爱奇艺文学”借机跟她一口气签下了《战西关》《战长城》《战徐州》
《战平原》《战北平》《战云向南》《战杭州》等多部小说的连载授权，而
在网易文学和晋江文学城等网文平台，却却也仍然在坚持小说创作，并
且愈来愈受读者喜爱。

就目前趋势来看，“战系列”全部完成后，这些作品将共同重现一个
完整的、悲壮怆然的时代。从《夜芙蓉》开始，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
想要塑造的正是在乱世里，在刺刀与热血之间、死亡和流离之中，始终
不屈的民族魂。

水边梳子
水边梳子，本名唐国政。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
水边梳子的成名作《中国教父》在“天涯社区”连载时就收获了大批读

者，曾被称为天涯的“现象级”作品。同时，这部作品也曾被很多人诟病，即
使出版发行之后，这种情况也仍存在。

有人说，“作家是小说的上帝，书中主角就是上帝的模样”。也许水边
梳子的创作就是对此说法的一种诠释。他脱不下那身“国防绿”；即使在现
实中脱下了，在心里，作家也仍是那个为国戍边、枕戈待旦的军人。所以水
边梳子的主角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克服人性的怯懦，下意识地选择更高
层次的牺牲。这种人性的冲突处理得当就会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也会令
作品在“黑白之间”对“人”有更深层次的探讨。而《中国教父》在这一点上
的处理方式在当时是能让大多数读者接受的，那种有别于意淫式的、热血
的使命感，更能带给读者肾上腺素的刺激。

而另一方面，这也成为了作品受到一些批评的主因：主角的价值观和
过于暴戾的行事手法是否能起到文学作品积极的正面影响？从作品连载
开始，批评者和忠实读者的两极分化就颇为显著。在后续的几部作品中，
作家也曾尝试着改善这方面不足，但效果却不甚理想。

直到《伪装死亡》之后，作家开始走出自我的低沼。从这部作品来
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或许就是满怀自信且创作热情毫不减退的水
边梳子的心境写照。作家重回网络军事文学的头部创作阵营，契机或许
就将到来。

兰帝魅晨
兰帝魅晨，本名代郴鑫。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
兰帝魅晨的成名作《高手寂寞》是一部较有代表性和时代特点的网络

小说。用现今的习惯说法，或许用“传统网文”来归类这部作品会更直接明
了一些。

《高手寂寞》是为数不多的在那个时代以“流行”的意识流写法取得成
功的作品。披着“网游外皮”的“末世小说”，这在网络文学领域是众多创作
者喜欢采用的一种模式。这种框架下进行的创作，不但可以回避很多现实
问题，而且可以避免由于价值观的不同而于无形中流失读者，并且在情节
需要时，还可借助各种“金手指”式的辅助，使故事结构更趋合理。而在这
一类型中，《高手寂寞》仍是为数不多的至今还能留在读者记忆中的网络小
说之一。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部作品确实还存在不少可以改善提高的地方。
不过作为一部优秀的“传统网文”作品，小说当年也曾在颇有影响的、由传
统文学界和网络文学界共同举办的“网络小说十年盘点”活动中被选为“十
佳人气作品”之一，成为此类型网络文学作品中以及十数年如一日仍在坚
持写作的兰帝魅晨的创作历程中，一部重要的优秀之作。

（特约撰稿 荆洚晓）

广东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一直以来，网络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数量居全国之首。广东网络文学发展史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的缩影。在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广东网络文学和全国网络文学一样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作品风格各异、辨识度极高的优
秀作家。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广东省作家协会系统谋划文学事业发展蓝图，大力实施广东文学异军突起战略。为擦亮
“网络文学粤军”品牌，加大对优秀广东网络作家的推荐力度，《文艺报》与广东省作协联合推出“网络文学粤军”专版，每月一期，推介广东网络文学发展的
初创时期、壮大时期，新世纪第一个10年之后的变革时期、流量时期、全渠道时期及近年来的新媒体时期等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广东网络作家。本期介
绍阿菩、红娘子、撒冷、却却、水边梳子、兰帝魅晨。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