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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带给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而对文学内部的改变，极重要的一面是给传统
的文学评论造成了冲击。之所以说“冲击”，是因
为网络文学评论表现出相当大的异质性，评论的对
象、标准、方法、主体等多有与传统“不合辙”的方
面。其中最明显的，首先是评论对象和范畴不同，
与传统文学评论以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思潮等
为主要对象不同，网络文学的创作生产、传播开
发、消费接受等属于生产机制和生态的要素超越具
体作家作品，成为评论的重要关注点。其次，伴随
对象和范畴的变化，据以开展网络文学评论的理论
体系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传统文学评论中的审美
标准被裂解，很多传统的评论方法不再适用于网络
文学。最后，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特征，
网络文学评论的主体增加了大众这一新的批评力
量和“跟帖”“本章说”等在线评论形式。

虽然网络文学的新质明显，但传统文学评论的
惯性仍在，一些传统文学理论和评论方法被应用到
网络文学中，致使出现了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例如，
一些行外人凭道听途说的印象，或者只读了几部网
文的开头、刷了几部网文改编的剧，就觉得网络文
学从语言到叙事水平低下，在缺少文本支撑或缺乏
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妄下断语，不能公正客观地给予
评价。一些评论文章大量调用传播学、符号学、现
象学、数字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引经据典，用各
种学术概念对被评论的作品或现象等进行解释和
评判。这些连被评论作品的作者也不明所以的文
章，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还有的文章罩着网络
文学的外衣，但只用网络小说为例证来论证某种理
论观点，论点并不在网络文学现场中。诸如此类的
情况，在关于网络文学的专业性评论中并不少
见——反倒是以“跟帖”形式出现的大众批评更贴合
网络文学的实际。

如何有效发挥评论在网络文学作品创作和行业
发展中的作用，理论批评界已多有讨论。例如欧阳
友权认为，网络文学评论要突破作品阅读、观念认知
和评论标准“三道屏障”；马季认为，网络文学组织应
致力于建立恰当标准与体系，同时需要有评论话语
权的专家学者、媒体共同来做，让评论进入网络文学

的现场等；也有学者说，做网络文学评论的“起步价”是至少要读100部网
文作品。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只有“上网”和

“在场”才能做好网络文学评论，这在评论界是有共识的。而在评论实践
中，仅有这些原则性、方向性的观念显然不够，还要落实到具体的评论活
动，特别是评论文章的撰写中，因为无论是传统文学评论还是网络文学评
论，最终都是以或长或短的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网络文学评论过程
中，以下方面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首先，网络文学评论要有本体意识，要真正以网络文学为评论对象。
网络文学虽然是文学、技术和资本多种力量交叉融合形成的文学形态，但
在评论过程中，不能泛化评论范围和对象，要将媒介评论、产业评论、社会
评论和互联网评论与网络文学评论区分开来。网络文学的评论要围绕其
内涵和外延展开，无论是关于网络文学具体作品、IP改编，还是行业生态
等，论点都应该在网络文学中，而不是之外。只有从网文出发回到网文的
研究和评论才是有效的。那些用作品、现象、特征为例证，为某些与网络
文学无多大关系的社会心理、文化产业、媒介文化等理论观点提供论据的
方法，不能形成创作生产与评论的有效对话，对于理解网络文学的属性特
征、提高创作水平、促进生态向好发展并无多少益处，其有效性是令人怀
疑的。

其次，网络文学评论要“论”也要“评”。文学评论是一种理论活动，不
可避免要在“论”上下功夫。在当前关于网络文学的评论中，以“论”为主
的占很大比例，即这些文章对作品、现象和行业生态做研究，分析、归纳、
总结所呈现出的特征或趋势，或论述某些方面表征出的文化和文学属性
特征等。但有些文章对网络文学中现有的一切进行学术分析、给予理论
确认，隐隐透出一种“存在即合理”的前提预设。这固然有助于为网络文
学生产机制谋求“合理性”的地位，但无形中也把一些缺陷甚至谬误合理
化了。例如用“网络性”来指称一切荒诞不经的情节，或者用“表达欲望”
来定位刺激读者感官的描写等。文学评论虽然不见得一定比创作高明，
但在与生产机制的对话关系中要有助于提升创作的水平。评论不仅要能
说清网络文学“是什么”“好在哪”，也要能指出“哪里不好”和“该怎样”。
至于创作者和生产方是否理解和接受，则是另一回事，评论必须表明自己
的态度和期待。

第三，网络文学评论要有批评立场。评论不仅要以理论为依据，也要
呼应社会的价值需求。网络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一直被反复
提及，似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写什么都是合理的，从而忽视了文学作品
的文明教化功用。实际上，越是读者众多、影响力大的文学作品，其思想
性、艺术性越发重要，毕竟只有具备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作品蕴含的价值
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网络文学寓教于乐，“乐”是载体，“教”也不可或
缺，两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是大众文学本就有的特征。因
此，评论要有自己的立场，应当以社会核心价值和集体道德为参照系，立
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人工数码环境所形成的媒介体征，指出网络文
学在价值承载、意义传导和艺术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要真正能够“好处
说好、坏处说坏”，与此同时，如果能进一步指出改进的方法，则对于提升
网络文学作品质量、优化行业生态不无裨益。

文学评论既是理论生产也是创作实践，丰富而又复杂的网络文学现
场为评论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而大众评论的兴起无形中消弭了

“业余”评论与专业评论的区隔。日趋活跃的评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网络
文学的繁荣发展。但在当下，对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多于评论实践，理论
知识生产强于与创作的对话，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少于观点话题的讨论。
由于弱化了与现场和创作对象的关系，评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损害。我们要看到，网络文学有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大传
统”，也有近30年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小传统”，更有与媒介特征、读者
愿望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表达范式与美学追求，因此网络文学评论必须
走进现场，并讲求一定的规范性。这也是推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设，促
进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

21世纪以来，网络文学在通俗文学的接续中自觉地
以有情之心和现代之眼观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
之，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成为网络
文学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这些流溢着中华文化华彩
的网络文学既有“硬核”的专业知识的深度书写，又揭
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魂，进而有力地拓展
了网络文学的创作空间，提升了网络文学的美学品格。

网络作家王熠的长篇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以
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修复和开发为重心，用现实主义的
笔法揭示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面临的境遇。
小说通过时代青年郑旭、夏邑、王安之、凌杰等人的命运
轨迹和责任担当，讲述了喧哗巨变时代人们的情感认知
和坚守底色。这些人物从繁华都市汇聚到西北边陲，在
理想主义的鼓荡下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修复与保护上下奔
走，从而延续和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使它们在日新月
异的时代洪流中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鲁迅曾言：“现在的
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
篇一律。”作为一名生活和工作于甘肃的网络作家，王熠
熟悉并热爱着西部大地壮阔雄浑的风景，醉心于边地悠
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情风俗，并将其视为写作的富
矿。《敦煌：千年飞天舞》经由“地方路径”的写作，挖掘所
处的生存环境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经验，并将专业性
和学术性知识纳入文学审美的想象共同体之中，作品由
此具有地方知识的科普性和殊异性。譬如，“壁画保护
本身就是个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的任务，只要石窟对
外开放，就连游客在洞窟内呼出的二氧化碳，都会因为
潮解壁，而让画中的盐碱加速壁面的酥碱、起甲及颜料
粉化，这样壁画的剥落也是必然的。”

小说以忠直的态度直面敦煌文物保护面临的严峻

情状：一方面是环境对壁画雕塑的多重损毁，另一方面
则是贪婪的人对文物的破坏。此外，文物的修复面临
着技术性的难题，研究院的王安之虽然知识丰富、技术
过硬，但一幅《乾闼婆忉利天部众像》的壁画修复工作
历时6年之久依然只修复了部分残片，可见文物修复工
作的繁难与艰巨。从认知层面来看，《敦煌：千年飞天
舞》在很大程度上补全和刷新了我们对敦煌莫高窟的
认知，如实地呈现出传统文化的当代遭际。而专业文
化知识在网络小说中的运用，增强了这部作品的厚重
感，在给读者普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带来新鲜
的文化阅读体验。

小说不仅叙写了敦煌文物修复和保存所面临的诸
种困境，同时也以睿智的观察描摹出传统文化在时代
的飞速发展中面临的尴尬情状。在小说的第四十六章
中，作家以细节化的笔触娓娓讲述了古老的宝卷吟唱
在当代被观众弃置和嫌弃的现实。年轻的观众对宝卷
的唱腔、故事和演出形式不感兴趣，甚至厌烦它的嘈杂
和吵闹。为此，宝卷的非遗传承人与众多的食客爆发
了激烈的冲突。但老人也明白，传承了几千年的宝卷
在后继无人的情状下终会消失。时移世易，这些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无奈、落寞与孤独，他们以“最后
一个”的倔强和孤勇定格在文化历史的深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表现传统文化境遇的同时，
更多地追问并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激活与承传。
在数字化、智能化和多媒体技术的加持下，敦煌的飞天
壁画和雕塑被世人所知，飞天舞、飞天手办、纪录片、影
视剧改编及其衍生的文旅、文创项目纷纷落地。曾经
的敦煌文明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以其雍容、笃定、
仁善、慈悲的风骨与气度被世人所知。诚如王安之所

感悟的那样：“任何事情的存在和消亡，都是历史的注
定，可倘若人们用心、用力、用尽自己转瞬即逝的一生，
在他生存的方寸之地，就像那位用尽全力拼命让‘宝
卷’留存于世的老先生一样，让世代流传之物不要断送
在自己手里，仅仅这样，已经足够了。”

《敦煌：千年飞天舞》以通透敞亮的心态看待传统
文化的变与常，经过作家的细心体察和用情书写，敦煌
文化的前世今生被重铸和镀亮。在追溯的过程中，西
部边地的地缘美学密码被缓缓破解，敦煌莫高窟和地
域文化在历史的烟尘中渐渐清晰。这些地缘美学密码
经过作家的精心剪裁，变成了熠熠闪光的美学意向，并
在岁月的淬炼和时间的思辨中，似涓涓细流般汇融于
中华文化的主潮之中。

在传统文化精义的持守中，《敦煌：千年飞天舞》同
时兼具网络文学的故事性和传奇性，实现了网络文学
与主流文学的桥接。小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和
开发中融合了都市商战、现代言情和豪门恩怨等情节
跌宕颇具“爽”点的类型文学。多样题材和叙事元素的
交叉互融，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泛类型化的叙事特色，
从而让读者在多重审美体验中，保持阅读的兴味，体悟
到别样新奇的艺术美感。

小说中的郑旭是上海旭阳重工集团董事长郑建国
的二儿子，他到敦煌创立了灵虚互联公司，与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致力于文物的保护与开发。表面上看，霸
道总裁的他含着金汤匙出生，富贵顺遂的生活似乎唾
手可得。但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却是亲情的缺失和
备受桎梏的人生。他的父亲宛如暴虐的君王，为了家
族的商业利益，强迫郑旭与白静缔结婚约；他不理解儿
子的事业理想，蛮横地要求郑旭在自家企业任职。日
常生活中，他凭借主观臆断判断对错，对儿子动辄打
骂。郑旭感受不到父亲的疼爱与理解，只有冰冷的指
责和掌控。哥哥郑岩对父亲满含怨恨，对郑旭也充满
敌意，并明里暗里设局陷害他。商战与家庭恩怨错综
复杂地扭结在一起，十里洋场的豪富之家亦是冷酷畸
形之家。与郑旭的父法之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邑的
温情之家。夏邑也出生并成长于上海的富商家庭，尽
管其父母并不认同她奔赴敦煌并扎根西部的人生抉
择，但他们并未粗暴干涉女儿的人生，而是默默地提供
物质和情感的支持。在参差对照中，王熠揭示出世俗人
生中多样的情感关系和人情世态。作家不愿以理念化和
凝滞化的方式塑造人物，而是承认人的内在匮乏和道德
瑕疵，比如心系家乡、一心为公的扶贫书记凌杰在情感上
对女友慕译萱的辜负，而郑岩的冷酷狡黠和白静的黑化
报复都有值得同情和理解之处。日常生活和人性中的光
与暗、善与恶、情与罪被呈现出来，由此将读者引向对人
性和世界的哲理性思考。

《敦煌：千年飞天舞》通过传统文化的挖掘、波澜起伏
的情节、幽默活泼的话语、参差对照的美学旨趣构成了一
部具有独特风格和调性的网络文学作品。小说既关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开发，也关乎世情、人性、情感的
省思和辩驳。在家国情怀和个体命运的交织叙写中，一
个流动时代的礼乐人世氤氲浮现。在远古的孤烟和现代
的霓虹下，敦煌的飞天与边地的精魂踏歌而行，昭示并确
证着传统文化的现代新生。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所谓网络文学的创新，指向两个密切相关的维度：
其一是网络文学如何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具有区别于以
往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想象力与创作范式；其二是网
络文学如何以恰切的文学形式表达当下最鲜活的生活
经验、知觉与感受。

网络文学区别于此前纯文学、纸媒通俗文学的最
直观的表现在于其幻想性。网络文学自诞生以来，孕育
了许多幻想性世界观：玄幻、修仙、无限流……准确而
言，网络文学的幻想性是通过设定叙事的方式实现的：
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幻想性，不是传统纸媒科幻的幻
想性，不是作为现实的增补或改写而存在的幻想性，而
是从故事世界诞生之初，就作为先在的世界法则被内
嵌在作品的世界观架构之中的超现实设定。这种设定
并非用以点缀现实的局部的、静态的情节或风格元素，
而是构成具有能动性和生成性的叙事构件。

网络文学真正的创新潜力，或许不在于居于主流
地位的现实主义范式，而恰恰在于它的幻想性，在于叙
事设定。这与网络文学自身的基因直接相关。网络文学
诞生于20、21世纪之交的网络空间，在此后的20余年
蓬勃发展，这段时间恰逢新媒介技术的商用、民用化飞
速发展阶段，特效电影、电子游戏、计算机动画、VR/
AR技术等新的媒介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视听奇观，刷新
了人们的想象力。21世纪初，各国流行文化都开始大规
模创造幻想性世界观，比如“哈利·波特”系列、《冰与火
之歌》《海贼王》等幻想作品的流行，以及席卷全球的新
神话主义浪潮。中国的网络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在与全球流行文化的交互影响下诞生和发展的。
可以说，幻想文学是网络文学天生的强项。

说到现实主义的叙事范式，已经度过高速发展期，
抵达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状态。现实主义表征现实、解释
现实的强烈欲望，与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密不可分；而现
实主义批判现实、以真理照亮现实的目标则是现代性
进步信念的产物。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现代性急速扩
张的时代，而是反思现代性、探索另类现代性多重可能
的时代。即使在当前中国纯文学创作中，作品也常常通

过叠加各种现代主义手法，或者整合通俗类型小说元
素，而非在现实主义内部通过创新来实现文学突破，这
样也就遑论本身就对纯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
统较为隔阂的网络文学。

如果要认可幻想文学作为网络文学创新的重要突
破口，那么就必须首先论证一个关键问题，即幻想文学
的价值，或者说，幻想文学能否以与现实主义不同的范
式和路径，抵达同等程度的现实穿透力？这一问题亦可
转换为如下形式：幻想性的文学内容，如何与我们的现
实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关联不是以作家个人天分为契
机的偶发关联，而必须是一种叙事范式意义上的整体
性关联。

叙事设定恰恰就是网络文学领域沟通现实与叙事
的通道。网络文学与作者、读者的现实生活，与我们所
处的时代最直接、最深切的联系，体现在设定及对设定
的运用之中。在本体论层面上，设定是私人欲望的公共
形式，从人类的欲望洪流中汇集、涌现出来，凝结成相
对稳定的形态，而作为欲望形式的设定越是深切地关
乎人们的生存状态，就越能与更多的人产生共鸣，就越
容易流行起来。

例如，不爱吃鲑鱼的《霍格沃兹的和平主义亡灵巫
师》，作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同人作品，在延续原
作世界观的前提下，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麻瓜出生、长
大，却在死后复活成为亡灵巫师、入职霍格沃兹的麻瓜
研究学教师。这一设定使得主人公天然地处在麻瓜世界
与巫师世界、生与死的交界线上。麻瓜与巫师、生与死构
成了对仗与互文，麻瓜文明与巫师文明恰如生与死一
般，存在着自然法则、文化逻辑的根本差异，因而充满隔
膜、误解与敌对。主人公面临的所有麻烦几乎都来源于
此。经由这个设定，实际上文明的冲突成为故事的主题
与主线，而这显然是对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网络空间
中舆论场撕裂、社群极化的社会现实的隐喻性再现。当
越来越多的人真切地面临社群撕裂的困扰，并产生改变
这一现状的欲求，它就会以叙事设定的形式呈现在特定
网络文学作品之中。小说主人公对他的学生说：“语言和

沟通，何尝不是一种魔法呢？”这凸显出整部作品的核心
立意：在多元社会中坚持一种积极的和平主义，即对异
质文化保持善意、主动沟通、积极理解。

在设定的具体运用这一层面上，远瞳的《深海余
烬》中有一小段情节，形象体现出设定叙事的审美特性
与文学表现力。这段情节讲述幽邃恶魔阿狗与人类少
女雪莉共生，在雪莉年幼时照顾她的过程。阿狗对已经
长大的雪莉回忆道：

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
的……小生物……脆弱得好像随时都可以死掉……

每一天，每一秒，我都在担心这种“死亡”的降临，
我不理解你的呼吸，不理解你的心跳，我不明白人类是
如何存活的，我甚至在你饿了好几天之后才知道你需
要去寻找食物……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随时随地可能因为某种我尚
无法理解的事情死掉，你的呼吸、心跳、血液流动，这些
奇怪的“现象”在我眼中都是格外脆弱的“临时平衡”，
任何一环的终止都会让你离我而去。所以你小时候睡
醒总是会看到我在你身旁摸索和观察，因为我要检查
你的呼吸和心跳，要检查你是不是已经死了。

阿狗对雪莉的担忧，曾经抚养过婴孩的父母都不
陌生，特别是“检查呼吸和心跳”这个细节，显然是对真
切的生活经验、感受的文学捕捉。但作品对于这种现实
经验的表达，却并非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而是以设定叙
事的方式实现的。由于阿狗与雪莉属于两个截然不同
的物种——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超现实设定——有着
完全异质的生理结构和生存方式，而阿狗对人类这一
物种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当它承担起养育雪莉的责任
时，惶恐和无措被放大到极致，以至于阿狗感到，他对
于雪莉随时可能死去的担忧，与对于“向末日跋涉“的
恐惧有着同等的分量。一个智慧生命对另一个智慧生
命的爱，可以如此沉重、深广，充满忧惧而又无尽浪漫，
这是现实人性的光辉在网络文学设定叙事中找到了贴
切、极致的表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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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传统文化的现代新生
——评王熠长篇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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