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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启动“阅评计划”，倡导在场性的评

论，共举办了12部网络文学作品研讨

会，邀请专家学者分析创作收获和进

步方向，共同探讨新时代网络文学的

发展路径。这12部精心遴选的网文

佳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23年网络

文学在新时代宏大叙事中的新现象

新成就，对其进行评析，有助于了解

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现状。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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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在新时代文学中，网络文学具有独特的青春
活力和亲和的表达方式。随着网络文学主流化、
精品化的持续深化，关注新时代生活、书写现实
题材已成为网络文学新的发展面向。广大网络
文学作家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深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深入新时代生活现场，将个人的创作与
新时代的宏阔图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网络文学
的方式为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
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面对海量的作品，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自2023年起开启在场性的评
论，举办了12部网络文学作品研讨会，共同探讨
网络文学的新时代发展路径。

厚重与轻盈相结合，书写新时
代伟大实践

反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大事要事彰显恢
宏的时代，是网络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网络文
学作家胸怀“国之大者”，在深度体察生活的同
时，发挥网络文学的快捷性和大众性优势，用好
故事展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关键行业的突围和
重大的发展战略。许多优秀作品抓取网络文学
创作的优质经验，多方借鉴传统文学的优势，显
现了网络文学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新的叙事路径。

匪迦的《关键路径》关注大飞机制造，以点带
面书写强国之路，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的高度关
注，并主动践行网络文学作家的新时代使命和责
任。将专业感、职业感和生活感融为叙述整体，
是这部小说的引人注目之处。小说以科技为内
核，突出行业的独特性，并将此作为叙述的硬支
撑。专业、密实的科技知识，既呈现了大飞机制
造乃至航空业的内在与背景，又从侧面展现了我
国科技界的自我奋斗与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这
一过程中，作者充分尊重科研生产的实际情况和
客观规律，以写实性的手法呈现该领域的魅力，
真实地书写遭遇的困难和受到的掣肘，给人强烈
的阅读代入感，并形成真实可感的叙述张力。把
专业性写得有滋有味，无疑是这部小说令人欣喜
的成功之处。书中的主角杜浦和叶梓闻等都是
初涉职场的年轻人，他们在重大使命、规则程序
和个人生活等之间艰难抉择与前行，反映了当代
年轻人步入社会的心路历程。对外交往的文化
差异、同事之间的性情之别以及生活中的相异追
求，相对独立又纠缠交互，构建了当代年轻人生
活的全空间。新时代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富矿，将
网络文学所积累的经验释放到现实题材创作中，
是网络文学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网络
文学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关键路径。

何常在的《三万里河东入海》将目光聚集雄
安，注重整体性和本质化观照世界和人生，强烈
的时代感、社会感和生活感成为叙述的坚实质
地。“气场”是这部小说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和审
美品质，与现实保持了通达的呼应。厚实则是
其之于时代的切身体会和浓郁情思，小说体现
出了何常在对现实生活的持久关注，并具有一
定的思想力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这部小
说最为得力的叙述形态。在主题与话语层面，
尽显时代之于人的生活表层以及内心的浸润，
艺术性地将大与小统一于叙述中。小人物的奋
斗足迹是大时代的音符，这意味着大时代的弦
动，都会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产生强烈震动。小
说以讲小人物故事的方法，观摩和体现时代之
于人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小人物如同一枚枚镜
子，映照出社会整体面貌。这样的映照因小而
极具质感，因小而十分清晰，更因小而无比真
实。写小我，但不陷入小的狭窄，不沉沦于小的
自私，其实是写大的另一个向度。当我们把

“大”与“小”置于同一个话语系统观察，会发现
“大”与“小”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了。这种以小
见大的手法，更是一种审美意趣，有关文学，也指
涉我们的生活与处世，与社会伦理和人生哲理有
异曲同工之妙。《三万里河东入海》在重与轻、大
与小之间达到了文学性的统一，是网络文学现实
题材创作可供参考的重要选项。

懿小茹的《我的草原星光璀璨》地域风情浓
郁，乡村生活鲜活，具实的风土人情是故事坚实

的背景，也具备别样的生活气息和审美特质。特
有的乡村文化与人物行动贴合得很紧，既有网络
小说轻盈的姿势，又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意
趣。这是一部描写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小说，
同时又是一部比较有个性的成长小说。书中写
到蓝堇时下乡扶贫，与乡亲们相处，特别引人注
目。城乡之别在这里依然存在，无从否认，但城
乡又能和谐共存，这是文学的表达，也是对现实
生活的体察与期许。蓝堇时在与乡亲们交往时，
知道自己离开乡村多年，对现在的乡村不甚了
解。她的诚实源于她对生活的基本认识，对不同
文化和环境的理解。就是这样的真诚，让蓝堇时
的成长图景特别清晰。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征程中，乡亲们在文化、情感、人情伦理上步步成
长。新时代以来，乡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现代
意识与现代文明已经启程。从农耕文明的家园
眺望现代文明的天空，未来的乡村之路该如何
走，这部小说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指
向。这就是深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开双臂拥
抱美好的未来。这是生活的行走，也是文化和文
明的建设与发展。小说里的两条成长线，是新乡
村叙事中极有意义的生活认知和创作手法，让我
们对新时代乡村叙事和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
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实践的可能。

日常生活中，人人皆可不平凡

关注日常生活，描绘普通人的平凡日子和人
生滋味，是网络文学的天然优势。网络作家以生
活化的视角，关切平常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以
自我的正能量擦亮生活。人人都是平凡生活里
的英雄，这是网络文学叙事的鲜明立场。这些日
常性的叙述，向下深入生活，向上通达精神高度，
讲身边人的故事，见证他们的奋斗与成长，反映
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风晓樱寒的《逆行的不等式》以封静与秦峥
的爱情为线索，立足现代都市言情小说的情感支
点，对类型化小说进行了突围性叙述。小说聚合
或穿插诸多网络文学叙述元素，以此拆分小说的
固有类型，并进行融合性的重建，使作品的讲述
有了新的动力和面貌，又与生活的丰富和新鲜形
成互文性的同构。讲述方法应和生活的质地与
表情，或者说，由生活之情形生发的叙述方法，是
这部小说引人关注之处。中医封静和排爆手秦
峥的职业所延展的人群和社会面其实很大，但又
常常在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所接触的人和事，大
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但又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
我们共同的生活。因此，叙述的空间和内容得以
扩容，扩展了表达现实生活的视野。小说将当代
年轻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方式作为故事的主体
存在，以传统中医的当下发展和排爆这一新型职
业为线索，以职业紧贴生活的逻辑展开想象与虚
构，现实生活的隐喻和文学表达的具实得到较好
的互动。风晓樱寒采取了适当的抽离与沉淀，既
坚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又呈现生活审美的文学距
离。小说既有活泼的网感，又展现日常人生的秀
丽。特殊职业带来的陌生感与心路历程的共情，

让小说具有了陌生的熟悉感。这之中，对“守护”
的文学之意与生活之本的书写，值得尊敬。主人
公间的双向守护，传达了心意融融的爱情观。他
们在工作中赤诚地奉献智慧与勇敢，真心且无畏
地传递大爱，显现了年轻一代关怀社会的情怀。

麦苏的《生命之巅》带读者走入鲜为人知的
医疗救援现场，以一个个救援故事缀连起整篇故
事。少年溺水、马路碰瓷、车祸受伤、老人重病、
孕妇早产、雪灾群众被困……这些遭遇是人们生
活的意外，却是救援人员的日常。在意外与日常
之间，小说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社会与人生，捕捉
人性的纹理，聚合温暖与感动。事业、成长、情感
等诸多线索的交汇，呈现了人物生活的广阔领
域，丰富了故事的深刻内蕴。救护车司机钟景
洲、随车医生夏沫和随车护士张冬组成的医疗救
援“三人组”，是贯穿作品的主要人物，他们性格
各异，对工作和生活都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标准。
因为救援工作，他们渐渐成长，找到了人生坐标
和精神支撑。令人欣喜之处在于，这样一部情感
浓郁、成长意味浓厚的作品，有关医疗救援的知
识成为重要硬核，既助力塑造了人物形象，又让
读者在爽感中对医疗相关知识，尤其是紧急求助
有一定的了解。《生命之巅》以行业文为基本框
架，鲜活的人物和好看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
年人的成长与奉献，充满温情的正能量。

从家庭到两性，再到女性的自我世界，蒋离
子的《糖婚：人间慢步》呈现了女性成长和自我确
认的历程。重建女性世界，寻求自我解放，体验
并改变两性关系，将婚姻生活与人生行走融于一
体，是《糖婚：人间慢步》的叙述个性。小说中的
安灿、林一曼、何夕、陆玲玲等女性与男性有不同
的对话方式，但都带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这种意
识既是对男权意识的反抗，也是自我苏醒和主动
性的强势发力。女性视角是这部小说不可忽视
的特点。女性对男性的所有认识，均来自目光所
及或言语的表达。尊重女性的感受，成为鲜明的
姿态。在细腻的情感和写实的叙事中，蒋离子对
两性都有极大的包容，满怀同样的尊重和理解。
事实上，她把所有人物都置于可见可感的生活
中，尤其是安灿那些所谓的富人，也被放置在同
一个世界，她们的情感和婚姻也具有平常人的现
实性。蒋离子自信地运用网络小说的大众化叙
事，以此真诚地参与生活，最大限度地映射我们
的日常生活。小说关注的是婚姻，而且是汹涌无
比的离婚潮。然而蒋离子的叙述动机相当明确，
就是带我们走进他人的婚姻生活，并非为了控诉
婚姻，而是在那些裂缝中看到光亮和希望。为人
点起一盏灯，传递温暖与希望，这是文学与生活
的双重至善，也是《糖婚：人间慢步》极具文学审
美的暖意。

以当下为坐标，铺展跨时性对话

网络文学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中，具
有极强的叙事能力。以当下与历史、未来对话的
方式展开叙述，让历史与未来走到读者面前，这
是对民间叙事传统的现实性运用。

骁骑校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讲述了旧、
新上海长乐里生活的人们的爱恨情仇和家国情
怀。这是一部情怀之作，集聚了个人经验和过往
历史以及集体记忆，在“小人物”与“大社会”间展
开精神性的书写。将几十年的时间压缩为一个
瞬间，身为穿越者的赵殿元并没有超能力，只拥
有过去生活的鲜活记忆，他以记忆复现满足了当
代人走进历史的渴望。骁骑校保持了网络文学
编织故事的优势，调用了众多网络文学成熟的叙
述元素和手法，是一部网感很强的小说。灵动的
语言、率性的表达、节奏感极强的叙述，应和了时
代与生活的气韵。地域文化的艺术性加持、生活
质感的真情书写，以及对于人性丰富层次的表

达，都体现出网络文学写作少有的耐心与从容。
将网络文学叙述的技法向叙事审美进化，注重故
事的隐性诉求，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中张扬宏阔的
时代感，极大地增强了作品文学性，提升了作品
的整体品质。当我们将《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视
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时，其实也就是看到其中非
常规、有新意、有力度的革命叙事。骁骑校在俗
常生活中写出了英雄的不平凡，在人性、情感和
精神之间寻找隐秘的关联，既拓展了日常叙事的
深度，又回归了革命叙事的初心。

古兰月的《酒坊巷》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真实动人、情感饱满、大义高蹈，网络文学的故事
性得到充分释放，纯文学的质感也很强，在将网
络文学的节奏与纯文学的表达进行结合后，故事
讲得有爽感，又浸润人心。小说并没有过多地直
接书写战争，而是将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延伸到
日常生活中，凸显了人们因战争导致的不幸，因
凶残产生的悲愤，进而以另一种方式控诉战争。
小说在宏大的视野下，注重关注小人物的爱恨情
仇和生存处境，战争摧毁了家园，撕碎了生活，但
人们的赤诚和善良没有变。小说对小人物的刻
画比较成功，这些人物如我们的左邻右舍真实而
亲切，朴实而坚韧。在战争的挤压下，人性的明
亮与灰暗得到充分的显现。在家仇国恨和民族
大义面前，他们放下个人恩怨、儿女私情、日常算
计，从细微处透射出厚实的家国情怀。小说的叙
述因小人物的闪亮而共情；小说的感染力因小人
物的大情怀而得以升华。对于故事的发生地酒
坊巷，有许多日常化表达和传统文化书写，既贴
合故事的发展，增进了故事的感染力，又对文化
资源进行了深度挖掘，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提
升了文化形象和旅游关注度。以网络文学的方
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求并书写地域性文
化资源，进而助力文化旅游的发展，《酒坊巷》做
出了有益的尝试。

年轻的网络作家天瑞说符伸展网络文学创
生优势，借力科幻小说之能量，在人类科技和中
国语境里实践“网络+科幻”的创作，既表达了科
学理性维度中的想象前行，又积极引入中国哲学
的底色，在科幻世界与现实生活中进行了有效对
接与映射。小说将极富个性的想象力化为叙事
的肌理，硬核科技与柔软的文学生命互为助力。
叙述既有青春的活力，又极具文学的老成，将网
络文学的灵动讲述与传统文学的叙事内蕴进行
了很好的整合运用。中国人的生活伦理和情感
特质在小说中得到真实书写和温情表达，“我们
的情怀”成为一种叙述力量。

幻想照进现实，在另一个维度
观察和指认生活

网络强幻想类小说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为精
彩纷呈的神奇世界，但直击心灵的一定是对生命
伦理和人文精神的检巡和张扬。紧贴当代年轻
人的生活状态，进入年轻人的内心图景，在情绪
与心念上观照年轻人的现实生活体验，以文学的
方式回应年轻人的生活，在想象中赋予现实生活
真诚的思考和前行的力量，网络文学大有可为，
也能大有作为。

以穿越、星际和机甲等强想象的元素，多种
类型重组新的叙述，建构一个人的成长史，《我要
上学》轻松诙谐、网感丰沛、爽感频现，内里的精
神亮色又极具生活性与现实感。从工程师穿越
为失学儿童，陷入困境后重新起步，穿越在这里
起到了转折命运的作用，在人的成长和生命前行
中，有着可供体味和参详的象征意味。小说以多
种反差的张力构建良好的叙述节奏，女性纤柔与
机甲阳刚、军营的严肃与日常的活泼、成长之艰
难与生活之乐趣，调和为人物活动和故事铺陈的
韵律，既提升了阅读效果，又丰富了叙事内蕴。

在此，我们感受到红刺北对于小说叙述的艺术性
节制和个性化的寓意。卫三的大女主形象，并非
一般意义上的逞强与霸道，而是体现出她面对困
难和挑战的勇敢和豁达，是自主掌控命运的自信
表达。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我要上学》在呈现卫
三这样一个辨识度极高的女性形象的同时，对她
周边人物也有较好的群像书写。他们性格各异，
能力有高有低，但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是
相同的。随性之中有纯粹，人与人之间真诚交
往，成长之路上彼此既有高下之决，更有目标一
致的团队合作。这是年轻一代所向往的生活氛
围和人际交往的鲜明表达，也是小说如阳光一般
可贵的品质。梦想与现实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
辉映，为网络文学的强幻想类小说开启了“破圈”
的新维度。

伪戒的《永生世界》以“元宇宙”为核心元素，
在宏阔的视野下构建了极丰富且细腻的世界观，
展示了具有很强现实感的未来可能。严谨的科
学逻辑、磅礴的想象力，以及厚实的人文关怀，增
强了阅读的爽感，注入了诸多令人深思的意味。
在叙述上，作品遵循且娴熟运用了科幻小说的基
本法则，又以多类型融合的方法进行新的探索，
为网络文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
路。悬疑的层层推进、有节奏的反转，巧妙设置
的结构和对人性的多向性剖析，形成强劲的叙述
张力。在萃取类型之长的过程中，小说特别注重
新科技、新文化、新潮流之于生活的影响，将类型
特征与当下生活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有机互动。
因科技的力量，人们借AI机器人得以永生，人将
如何存在？人与AI机器人如何共存？显然是未
来之事，但又饱含当下之情。《永生世界》在科幻
视角上，抵近了我们的想象极地，但个中的追问
与思考又聚焦人生之根本，十分具有当下性和恒
久性。当抽离科技与想象，我们会发现《永生世
界》中的故事都是对现实中的热点事件和日常生
活细节的延伸或演绎。关怀生命、考量人性、追
问欲望，在一个虚拟世界凝视和体味具实生活，
《永生世界》深入人心，共情满满。

杀虫队队员的《十日终焉》是一部智力、心理
和人性博弈的作品，层层递进又常常横生枝节的
推进式叙述与不断出人意外的反转，成为故事发
展的核心动力。小说以极小的入口开篇，在向纵
深的行进中丰富和辽阔，智性地为世界观开疆拓
境，无限流成为最耀眼的品质。作为典型的游戏
元，这部小说的题材、架构、叙述样式都是对游戏
的模拟，底层逻辑、悬疑原理、基础规则等更是游
戏的深度浸透。《十日终焉》吸收了大量游戏的叙
事经验以及玩家的参与体验，阅读者成为另一种
状态和情境的游戏者，颇有多重梦境之感。网络
文学新一代的作家和当下主要的阅读群体，他们
的生活有游戏的陪伴，生命体验与虚拟体验的边
界正在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互为投射。杀虫队队
员在游戏中注入了众多中国元素，这既是对传统
文化的致敬与活化，更是在指认我们的文化心理
和现实生活的文化背景。小说以“说谎者”齐夏
为主叙述视角，说谎者的身份暗示语言的不确定
性，可在现实中语言不再仅是交流的工具，已超
越行动，成为生活中的主角。内在的无声语言，
即人物的心理活动是这部作品的亮点。大量的
心理描写，表明人物外在的喧嚣与内心的思考既
相互对立又互为观照，这是当代人生活的真切描
摹和文学呈现。此外，《十日终焉》中的人物在游
戏中，处处有生活滋味和经验的参与，指向现实
的人生态势和精神颤动。随着人工智能对现实
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游戏将不再是绝对的虚拟
世界，而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延伸，甚至是现实生
活的一部分。这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将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有可能改变网络文学的叙事生态，这在
《十日终焉》中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和表达。

（作者系中国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