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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兴盛，近年来网络文

学的未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一系列研究

讨论中，有一个明显的误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大

家更多在探讨媒体技术、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技术发

展给网络文学带来的影响，对网络文学究竟写了什么

以及怎么写较少关注。网络文学的未来仿佛是由新技

术决定的，而与内容关系不大，这显然有些偏颇。

技术手段只能制约网络文学的形式

媒体技术与网络文学有密切关系，这毋庸置疑，媒

体技术是网络文学出现的必要条件；同时，伴随着媒体

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学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和趋

势。中国网络文学诞生二十几年，其发展可以说令人

“瞠目结舌”。随着各类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来，各种自媒体形式也纷纷出现，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

读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不管是成熟的作家，

还是文学爱好者，只要有连接网络的设备和表达的欲

望，都可以自由地上网写作和表达。

到后来，随着作者和读者之间交流机制的完善、渠

道的通畅、方式的多样，网络文学渐渐超出了传统文学

的规范，从存在方式到传播方式、再到活动方式都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今天我们研究探讨的网络文学，已经

和初创时期的网络文学截然不同，这一切都有赖于技

术手段的发展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媒体技术对

传统的文学形式提出了挑战，改变了我们关于文学的

由来已久的观念。但这些变化归根结底只代表文学媒

介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是内容的转变。仅仅凭此就说

网络文学的未来如何，只是看到了网络文学形态的未

来，而不是网络文学的未来。

网络文学的本体始终是人

无论何种介质，纸质还是数字，它们都是文学，研

究其未来必须从文学的本体出发考察，不能因为网络这一媒介而忽略了

网络文学的文学本体。研究网络文学的未来，不能光看媒体技术、人工智

能的发展对网络文学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考察网络文学的内容是

什么，即都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

具体来说，首先是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关系：文学反映现实中人的生活，

表现现实中人的情感，揭示现实中人的生活境遇，彰显现实中人的追求，分

析现实中人的智慧，凝结现实中人的感悟等，网络文学也应该如此。官场、

都市、言情类虽多有虚构想象，甚至玄想虚幻的内容，但总体来说基本是写

现实人生的；历史、仙侠、玄幻类虽纯属虚构，甚至写出穿越、架空、重生等内

容，但其中所写之人依然以现实为蓝本，表现现实人的基本性情、经历境遇、

思想情感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说它是写现实人生的。网络文学的

本体以及被人关注的内容依然是人，是人的现实生活，是人性在具体境遇中

的表现。

其次，文学必定要对其叙写的人和事表现出某种价值判断，对人的言谈

举止、品格情操、道德人性作出评判。抽象地说，要表现出一定的文化价值

观念，探索生活的本质和真谛、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任何作品都要从某种特

定立场、某个特定角度表现对生活的感悟、理解和评价，探索和评价各种不

同的现实情境，揭示和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肯定和赞颂人性的真善美，

表现人性在各种具体情境中的情状，不同的人在不同遭际中的独特选择

等。中外文学史上那些经典名作，莫不在这些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人们

关注和研究网络文学，对其臧否不一也主要针对其表现的价值观念。如果

无视这一文学本体，单从技术手段方面去讨论所谓的未来，得到的结论也仅

仅关涉网络的未来，而不是网络文学的未来。

最后是文学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中，这是

主要的标准之一。莫言获奖的理由是“用幻觉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将民间故

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帕慕克的获奖理由是“在寻找故乡的忧郁

灵魂时，发现了文化碰撞和融合中的新象征”；库切获奖的理由是“精准地刻

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可见无论形式多么奇异独特、多么具有

先锋实验性，诺奖表彰的作品都是书写现实人生、表现厚重的人文精神与人

文关怀，只有后者才是文学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未来的网络文学要更多阐发正面价值观

文学的价值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艺术形式上的先锋实验探索、语言形

式和语言结构上的超越，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但若要引起人们的关

注，被人们认同传诵，并引领未来文学发展方向，必定还是那些贴近生活、介

入生活，写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苦痛与欢欣，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境遇与

情状，总结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验与教训，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想与追

求，并引导和促进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作品。

就网络文学的现状来说，其价值观给人一种复杂感：宣传权势、金钱、暴

力、男权，以及神秘未知，甚至装神弄鬼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也是网络文学经

常遭人诟病的根源。我们探索网络文学的未来，要做的就是批判、剔除这些

负面影响，阐发彰显正面价值观，发现新的话语生长点。如许多网络小说中

描写的那些为了国家稳定、百姓安全，默默征战于国内外反恐战场的特种兵

形象；那些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后台，只是凭借自己的积极进取奋发向

上的精神在都市中打拼，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默默工作的年轻人群体……他

们身上体现出的爱国爱家、爱岗敬业、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等品质，和在不同

境遇中表现出的人性光辉，都值得肯定和弘扬。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备受瞩目，已是彰显中华文化原

创力的重要标志。这一现象的发生，既体现了数字媒介

强大的内生动力，更与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文化的创新发

展、自信自强形成了同构关系。网络文学是媒介革命的

产物，以网络空间为媒介生产和传播。但是从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角度看，它自身又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

载体，以全世界都“听得懂”的话语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让中华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跨出国门、远播异域，在光

大文化传统的同时壮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就中华

文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而言，一方面网络文学以作品或

产品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其中包括网络翻译文本和IP

开发后的不同形式，后者如不同语种的实体书、影视剧、

动漫等；另一方面是生产机制在海外落地，邵燕君即指

出，网络文学“基于当代文学生产特点和文化消费环境，

创制出一套深深植根于互联网媒介属性的文学生产机

制”，“在一个文学传统悠久的国度，激发出蓬勃的文学

生产力，让千千万万的人实现了文学梦和写作梦。”如今

伴随海外传播，这一机制正在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在

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动了文学创作从印刷时代向网络

时代变迁的进程”。

除了看到网络文学作为传播载体的工具性职能，对

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我

们还需要目光向内，观察和思考网络文学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组成部分的主体身份问题。长期以来，由

于要格外突出与传统文学的差别，我们对网络文学本体

的研究和论说集中在媒介技术特征、商业属性和娱乐消

遣功能等方面，例如关于它的数字化文本形态、作为IP

的衍生开发及其产业性、粉丝消费和亚文化特征、对虚

拟体验的反映和游戏化向度的书写等最受关注和重视。

虽然这对认清网络文学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路径主要沿着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展

开，并没有聚焦网络文学文本的叙事规范、审美特征和

人文价值等文学属性。以价值为例，大部分研究者将网

络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结为它的休闲娱乐功能，而忽视了

其所负载的文明教化作用。网络文学是最能体现大众文

艺“寓教于乐”特征的文体，但是我们偏重于“乐”的形

式，而忽视了“教”的内涵。事实上，作为网络时代文学的

新变，网络文学固然有很多传统文学所不具备的新特

性，但文学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能并没有减少，

反而随着新媒介传播效率的提升而得到加强。海外传播

现象的持续走热，对于网络文学的文学身份建构提供了

新契机。

一是网络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故事世界，使之成为网

络时代中国人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审美映照。其中多

有被传统文学疏离或无法表达的部分，例如带有同人志

性质的亚文化生活、被社会秩序所遮蔽或者排斥的情感

世界，以及对虚拟生活体验的反映等。传统文学（五四以

来的新文学）注重作品与作者生活经验的关系，把文学

作品看作生活的反映，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于是成

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但网络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再只是

围绕作者个体、私人化的经验来建立，而是通过大众的

情感和愿望这些社会化的媒介为纽带，秉持一种放弃自

我转而为大众代言的身份，网络文学从传统文学的自我

叙事转向了为他者叙事。这一点是网络文学在文学发生

学上的本义。通俗一点说，传统文学从个性中切入中国

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网络文学则是从共性中。网络文

学所反映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共性，如此才会引起海外读

者的兴趣。

二是“粉丝共读”的模式在于能为个体化的情感和

审美趣味找到同类，由此获得一种他者认同的归属感、

安全感。放大到网络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通过对

网络小说的读与写，读者和作者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按照安德森的观点，现代印刷品的诞生促进了“想象的

共同体”产生，强化了现代民族的形成。与之相对应，互

联网的文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实际上裂解了印刷文明

时代形成的共同体。但是，网络文学的诞生，重新将大众

凝聚在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中。网络文学的聚落化、粉丝

化，促成了基于想象的新的共同体的诞生。海外传播正

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三是在审美表达方式上承接并发展了文学传统，

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成

果。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网络文学的表演性

叙事。网络文学讲述的故事与作者个人的情绪和趣味

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为了取悦、表演给读者看，网络的

即时性和交互性使之成为一种现场的表演。它的连载

形式也与此相关。其次，对世情的映照和道德宣喻姿

态，使网络文学的情感和道德立场是浅显的、直白的，

而且是黑白分明的，对价值的传递带有比较明显的说

教色彩。

我们注意到网络文学与日本“御宅族系”文化在原理

上的关联性，二者在价值表达上有部分相似之处，但内容

并无瓜葛。“御宅族系”文化对日本传统文化有强烈的热

爱，网络文学也同样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热爱。但网络文

学诞生之初，似乎并没有证据表明受到“御宅族系”文化

的直接影响。例如，我们看到网络文学里面的“梗”与“御

宅族系”的“萌要素”之间的差别，“梗”与它所表达的对象

一般有必然的关系，例如“打工人”这个梗，直接与“社畜”

的含义有关。但是“萌要素”一般只起到符号作用，与所表

征的对象并无直接的意义关联，例如猫耳朵、制服少女在

年轻人那里引起的共鸣。这种差别其实深刻反映了社会

现实：“御宅族系”文化是资讯的资料库消费的结果，与大

叙事凋零有密切关系，“在哪里没有所谓的中心，也就是

说，所有的网页背后并没有隐藏着伟大的故事在规范着

它们”（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但是中国网络文学仍

然出现在一个大叙事流行的时代，无论是对现实的疏远、

反叛或者贴近，都无法摆脱社会主流叙事的影响，二者之

间的消费模式是有差别的。

总之，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反观自身的

视角，让我们得以思考网络文学自身的主体身份问题。

从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当下社会生活和大众精神生活

的反映，到关于中华文化想象共同体的建立，再到对中

国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正是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强

化了这样的意识。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网络

作协副主席）

网络文学“出海”：

让全世界“听得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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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阅读却是无限的，让我

们看到广阔的世界。大量的阅读让我拥有了天马行空

的想象，这些想象力产生的分享欲和表达欲,仿佛涓涓

细流一点点汇聚，最后喷薄而出，促使我走上了写作的

道路。

我曾陷入很长时间的瓶颈期，长期写同类型的小

说导致灵感的枯竭和思维的停滞。其实，在自己舒适区

写喜欢的题材，同时读者也喜欢看是很省事的，如果要

突破，换题材和风格必然有风险，很可能丢失大量读

者，同时也容易导致同质化。但我深知，网络小说渐渐

朝着精品化的方向发展，只有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才

能适应时代。我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和突破自己，同时研

究写作方法。

在这样的契机下，我写了《许你万丈光芒好》《恰似

寒光遇骄阳》。前一部作品被归类为大女主文，此类作

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顺应时代发展，反映时代精神。

早年流行“灰姑娘”之类的故事，女性角色的重心多围

绕男性展开，这些女频小说更多描述男女主相爱的过

程，情节重心也更多是感情线发展。

而在《许你万丈光芒好》中，我第一次尝试了在感

情戏外加入事业线，花费大量笔墨刻画女性人物独立

自主的精神世界，描写她实现梦想的过程。女主最先为

得到家人、男友的肯定和爱，一度失去自我。在经历亲

人和爱人的双重背叛和打击后，她开始明白首先要成

为自己，其次才是女儿、恋人。她决定重新开始，为自己

而活。遇到男主后，虽然彼此身份地位悬殊，但女主没

有逃避，更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将此化为向上的动力。

真正的爱是双方共同成长。正因为作品中女主的这种

意识觉醒和情感价值观是时代真实的映射，所以更能

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

《许你万丈光芒好》也获得了很多海外读者的喜

爱，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读者。有很多人问，在中外文

化的差异之下，怎样让作品也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我

想，这和小说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有着密切的

联系。比如这本书中提到的刺绣技法。小说中由女主衣

服上的花鸟刺绣引出重要人物宫尚泽的出场，由此展

开女主新的事业篇章，落魄设计师宫尚泽遇到自己的

伯乐，在女主的支持下，两人合力创办了“则灵”这一中

国风传统服饰品牌。故事的最后，宫尚泽被好友盗窃设

计稿的冤屈，也是因为“双面三异绣”这一独特的刺绣

技法而洗脱。刺绣这一中国优秀的民间传统工艺与小

说剧情结合，首尾呼应贯穿全文。同时，小说也以中国

风的服饰为载体，介绍了敦煌文化、青花瓷、水墨画等

具有东方魅力的中国传统元素。

《恰似寒光遇骄阳》中的女主叶绾，我为她设置了

一个比较有反差的设定——看似外表柔弱但武学造诣

极高。该书是我第一次尝试在现代都市背景下融合武

侠的奇幻设定。中国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国外读者对中国武术的热情

由来已久，这部作品关于武学方面的设定融入了很多

中国武术的相关元素，武学思想也参考了深受国内外

读者喜爱的李小龙的武术理念——“以无法为有法，以

无限为有限”。

从海外读者的反馈来看，这两部作品都深深地吸

引了他们。由此可以看出，用心创作、符合时代精神的

作品可以跨越文字和语言的障碍，引起不同国家和地

区读者的共鸣。而这些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知识不仅

没有影响到国外读者的阅读，反而恰恰是吸引他们的

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后来我的作品会被翻译

到海外，也没有在写作过程中刻意迎合海外读者的喜

好。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会更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融入小说中，和时代同行，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弘

扬传统文化。

（本文由中国作家网网络文学频道编辑虞婧约稿整理）

本报讯 日前，以“东方奇遇

夜”为主题的阅文全球华语IP盛典

在新加坡举行，并在腾讯视频上线

播出。盛典现场，阅文集团发布全

球华语IP榜单，向好作家、好作品、

好演员致敬。

《赤心巡天》《道诡异仙》《灯花

笑》《国民法医》《剑阁闻铃》《灵境行

者》《满唐华彩》《明克街13号》《深

海余烬》《宿命之环》10部网文摘得

“年度影响力作品”，覆盖玄幻、科

幻、历史、仙侠、现实、古言等多种题

材。爱潜水的乌贼、狐尾的笔分获

“年度杰出作家”“年度新锐作家”。

《庆余年》《大奉打更人》《诡秘之主》

《全职高手》《狐妖小红娘》等10部

作品则获评“年度最受期待改编

IP”，其中多部作品源自爆款男频网

文IP。

“年度影响力 IP演员”荣誉由

近来炙手可热的演员王鹤棣摘得。

《斗罗大陆》里的唐三、《斗破苍穹》里的萧炎、《全职

高手》里的叶修、《诡秘之主》里的克莱恩·莫雷蒂获

得“最具影响力IP角色”。本次榜单还设置了“海外

影响力作家”荣誉，由空谷流韵、眉师娘、须尾俱全3

位旅居海外的华语作家获得。古龙之子郑小龙凭借

对古龙IP集群的全方位立体开发，获得“华语IP传

播杰出贡献”荣誉。

本次榜单专家顾问团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敖然，新加坡资讯通信媒

体发展局副局长、新加坡电影委员会主席洪庆忠等

15位专家学者组成。榜单综合作品数据、用户口

碑、市场表现与专家顾问团意见，对2023年中国网

络文学及IP改编年度表现作了综合盘点。与往年

相比，更广的覆盖范围、更多元的评价体系和更全面

的合作矩阵，让这份榜单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全球华语IP榜单“年度成

就作品”由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

图》获得，这部作品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

云激荡，出色地融合了文学性和思想性，目前正在影

视改编。

（刘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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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家谈写作网络作家谈写作

研究网络文学的未研究网络文学的未
来来，，不能光看媒体技术不能光看媒体技术、、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网络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网络
文学产生的影响文学产生的影响，，更为重更为重
要的是考察网络文学的要的是考察网络文学的
内容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即都在写什即都在写什
么和怎么写的么和怎么写的

“

”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办·······························

锐评锐评··锐见锐见

从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走出去走出去””的角度看的角度看，，网络文学自身又网络文学自身又

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载体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载体，，以全世界都以全世界都““听得懂听得懂””

的话语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知识和文化精让中华文化知识和文化精

神跨出国门神跨出国门、、远播异域远播异域，，在光大文化传统的同时壮大在光大文化传统的同时壮大

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