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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友权

哪里才是网络文学研究的 !阿里阿德涅彩线"#

网络文学超乎想象的快速崛起!覆盖的是网络文化空间!改变的却

是整个文坛格局和中国文学生态"凭着 $技术丛林%和 $山野草根%两

把大刀开路!短短十几年间!网络文学终于以 $另类%的面孔和 $海量%

的作品确证了自己的文学在场性和文化新锐性"

时至今日!随着网络对文学市场份额的强力扩张!以及人们对这一

文学关注度和认知力的提升!特别是与传统主流文学互动交流的增多!

网络文学在赢得技术权力话语的同时!自身发展中的困惑和矛盾也日渐

凸显"譬如#

&&&网络文学生产一直存在的 $高产%与 $低质% $速成%与 $速

朽%$大跃进%与 $泡沫化% $人气堆%与 $快餐性%之间的矛盾!它们

渊源何在又如何化解'

&&&网络文学是技术与艺术的 $合谋%!但技术的 $霸权性%与艺术

的 $边缘化%带来的文学 $父根%与 $母体%的 $审祖式%追问!该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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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摆脱其间张力关系的失衡与失依!进而有效根治这一文学因 $技术依

赖症%而剑走偏锋的病灶'

&&&时下大型文学网站的 $全版权%经营(产业链商业模式(以读

者为中心的市场导向!让文化资本的利润增值成为支撑文学发展的引擎!

但市场化(产业化对艺术审美的遮蔽!加剧了网络文学的去文学性和非

审美化!如此语境!文学生产该如何处理好网络市场与文学审美的悖论'

&&&网络文学对文学惯例和创作体制的 $格式化%僭越!悄然置换

了传统文学的逻辑原点!造成了传媒载体对文学传统的断裂与失范!这

时候!网络文学的逻各斯命意何在' 它还要不要重新律成自己的价值和

意义模式以调适传统与创新的矛盾'

&&&还有!网络文学所依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和消费社会的大

众文化语境!导致文学诗性品质的娱乐化脱冕!但新媒体图文语像的艺

术祛魅和数字化技术灵境中的诗性复魅所由形成的解构与建构并生的辩

证过程!能否为网络文学提供电子诗意的返魅路径'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界一直在思考并试图回答上

述问题!只不过思考的角度不同!切入的研究路径各异!对解读网络文

学的理论有效性也颇为不同&&&

有的把传统文论学理简单套用到网络文学身上!用中外经典的文艺

理论概念(范畴和理论模式!实施 $六经注我%或 $我注六经%式的疏

瀹与反思!急于构建网络文学的理论体系!让这只本该黄昏时高飞的

$密涅瓦的猫头鹰%

! 在黎明时便折翅起飞!结果不仅对实际的网络文学

现象体认有 $隔%!也于这一新兴文学的理论开启无补!导致网络文学研

"

!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这只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就可以看见整个白天所发生

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黑格尔用这一比喻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

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而 (反思)是 (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

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如果把 (认识)和 (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

翔$(反思)当然就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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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 $聚焦失准%与凌空蹈虚"

另一种是技术分析模式"这类研究者的眼中只有 $网络%没有 $文学%!

或只有 $技术文学%没有 $人文文学%"他们没有把这一文学看作是人类文学

审美的一个历史节点!或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一种特定类型!而是将

其仅仅视为传媒载体中的一项内容!或技术之树结下的文化果实!认为技术

传媒和信息工具才是它与传统文学的本质区别!于是用技术的眼光和工具理

性来分析网络文学现象"由于缺失人文审美的致思维度和价值立场!其对网

络文学的理论言说往往会变成技术分析的文化读本!或新名词术语的 $集束

式轰炸%!结果是文学人看不懂!技术人不屑于看!于实际的理论批评建设意

义甚微"

当然!还有先入为主的 $断言式%和即兴点评的 $感悟式%评说"

前者多出现在不懂网络或者很少上网阅读的 $银发学人%中!他们常常

会武断地以为!文学创作如春蚕吐丝!非呕心沥血不可为!而网络乃玩

家 $灌水%之地!如马路边的一块木板!谁都可以上去信手涂鸦!不会

有什么好东西)或者简单地认为网络无非就是一种传播的载体和工具!

就像龟甲竹简(布帛纸张也曾是承载作品的工具一样!它不会改变文学

的性质!因而断定!根本就没有什么 $网络文学%!不值得为之置喙饶

舌"后者常出自网友之口和传媒评论!这类话语能够有感而发!目击意

达!直指本性!三言两语!即兴评点!有时也能搔到痒处!戳到痛处!

或机智俏皮!或犀利泼辣!倒也开心解颐!生津止渴"只不过有时难免

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文不对理!持而无据!甚或脱口而出!不切肯

綮!姑妄说之!不负责任"

于是!网络文学的 $理论江湖%可谓群伦并起!理路纷呈!涉足者

不啻走入迷宫!莫辨路向"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建设!总有其持论

的起点和逻辑的支点!相对于传统的文论 $大厦%!网络文学研究才刚刚

起步!而与云蒸霞蔚的网络文学创作相比!其理论批评更是远远落伍不

辨后尘"那么!今日的网络文学研究该以哪里为肇端(怎样寻求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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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哪 里 才 是 走 出 网 络 文 学 研 究 迷 宫 的 那 条 $阿 里 阿 德 涅 彩

线%

! 呢'

窃以为!$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也许可以作为打开网络文学迷宫的

一把锁钥!从这里或许可以破解诸多难题!找到那条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 $彩

线%"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正如研究任何问题一样!我们研究网络文学的

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必须以实践为基!从对象出发!进而全面了解和认识

对象!找出问题症结!发现蕴含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之道!或

构建切中实际的观念范式!而不能先入为主!生搬硬套!东向而望!不

见西墙!或如刘勰所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

拟万端之变"%

& 面对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我们当然需要有亚里士多德(

康德和黑格尔赋予的理论底气!也摆不脱孔子(刘勰和王国维的丰厚积

淀!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文论资源均应该吸纳传承!因为它们许多都依然

有效"不过!我们能做的第一步!却应该并只能从对象的实际出发!以

研究的本体为据!于网络文学研究者而言便是点击网站!阅读作品!下

足新批评派所倡导的 $

8B<?>C>@DEF

G

%*经细读+工夫!了解和把握网络文

学的生产方式(作品形态(传播载体和接受方式!以及功能结构与意义

蕴含等"特别是对时下的类型化写作与阅读市场细分的相互催生!文学

网站经营的全版权商业模式构建!网络写手的创作方式与生存状态!文

学读者群欣赏趣味选择和消费市场的竞争格局!文化资本的新媒体寻租(

产业运作和盈利手段!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学与影视(游戏(动漫(

视频影像等多媒体兼容的微妙关联!还有三网融合(自媒体和信息增值

方式对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的影响等等!更是文学 $扩容%(版图 $越

界%带给我们的新课题!尤其需要网络学人切入现场!明察深思!做一

$

!

&

(阿里阿德涅彩线)来源自古希腊神话$常用来比喻走出迷宫的方法和路径$解决复杂

问题的线索*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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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网络文学的 $局内人%"这样才有可能赢得对它有效言说的话语权!才

不至于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成为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或隔空取物之论"可

见!$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虽说简单!却很重要!实为我们了解网

络文学(研究网络文学绕不过去的一道 $铁门槛%"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动机!我们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在陆续

出版了 ,网络文学教授论丛- *

"**,

+(,文艺学前沿丛书- *

"**3

+(,网

络文学新视野丛书-*

"**2

+和 ,新媒体文学丛书- *

"*!!

+等
,

套丛书

之后!又策划了这套 ,网络文学
!**

丛书-"本丛书共有
%

部!它们分别

是欧阳友权的 ,网络文学评论
!**

-(曾繁亭的 ,网络文学名篇
!**

-(欧

阳文风的 ,网络文学大事件
!**

-(禹建湘的 ,网络文学关键词
!**

-(聂

茂的 ,名作家博客
!**

-(聂庆璞的 ,网络写手
!**

-和纪海龙的 ,网络文

学网站
!**

-"这些选题看似简单(平实而波普可辨!实则是研究网络文

学的入门之功和基元之论"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网络文学前沿和基础问

题的梳理与评辨!实现 $广撷资源!夯实基础!明辨学理%的学术构想!

并且与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

建设%形成协调(互补和相互印证之势"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们网络

文学研究基地的学术骨干!大家携手同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谓

$累!并快乐着%"作为丛书主编!我对他们的学识水平和敬业与协作精

神均报以深深的感佩.

新生的网络文学还是 $小荷初露%!对它的理论研究也才千里始足!

任重而道远"从
"**,

年出版第一套理论丛书至今!我们中南大学文学院

网络文学研究团队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荷戟远征已逾十年"无论 $十

年一觉扬州梦%!抑或 $江湖夜雨十年灯%!过去的都将留给历史!笔下

的都在书写今天!而过去和今天都将托付于未来"就让这套丛书为我们

的十年耕耘献上一份小礼并画上一个稍感宽慰的句号吧"

"*!.

年
!*

月
!"

日于中南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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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

网络改变了生活$网络改变了文学*网络创造了浩如烟海的文学篇

章$网络成就了如过江之鲫的写手$网络文学经历了从草根的狂欢涂鸦

到精英的商业写作$网络文学的各种变局$一方面催生了门类繁多的文

学作品$另一方面$造成了网络文学质量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而网络

文学的阅读$也出现了分化$在电子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沉溺于

网络文学设置的各种场景和情节之中而成为 (读屏族)$而肩负文学批评

的诸多文学理论工作者$囿于自身的阅读惯性和阅读经验$对网络文学

从无视到排斥$而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批评标准$导致诸多文学批评

家$对违背传统文学范式的网络文学作出倾向于消极的评价*这样一来$

一方面网络文学沿着自身的文学轨迹不断向前迈进$另一方面$大众对

于网络文学的认识在标准缺失的状态下愈加模糊*

为此$建立一套新的文学批评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跳出传统文学批

评的窠臼$以新的范式.新的格调.新的视角.新的审美性来重量网络

文学$引导网络文学读者群体$就成为文学理论界不可回避的事情*这

需要文学理论界以客观的.理性的.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网络文学及由此

带来的文学变革$不妄自菲薄$不夸饰溢美$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仔细

观察.深入阅读.认真思考$从而深刻理解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传播

机制.审美机制.影响机制等内涵$厘清网络文学作品质量的高与低.

好与坏$不以讹传讹$为网络文学正本清源$让社会更了解网络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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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阅读的网络文学作品是文学性的经典巨著$

还是粗鄙浅漏的无聊之作*

网络文学在精英文学批评家和传统作家那里遭到强烈阻击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网络文学改变了文学话语模式和话语规范$建立了自身的话语

体系$从而冲击了传统理论家与作家的文学阵地$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

间$消解了他们的垄断话语权$使他们无所适从而心生反感*

网络改变了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被少数人掌控的局面$从而动摇了

以此为根基建构的壁垒森严的文学等级结构*传统文学虽然面向大众$

但文学的传播与文学标准的制定都是 (单向度)模式$读者缺乏充分的

自主权利*传统的经典性作品$大都有着大众意识$张扬人的主体$但

在精英的文学生产者与阐释者面前$读者的主体意识被湮没了$不能自

由选择和决定自己身份的大众读者最终只能是发育不健全的庸众$从这

个意义来说$无论文学作品有着怎样的启蒙与救赎意识$有着怎样的提

倡自由.平等的话语构建$其实质仍然有着幻象性*网络打破了文学的

一切等级界限$尤其是早期的网络文学$赋予了每一个人自由书写与自

由接受的权利$(就此意义而言$网络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存在方式所构

成的对当下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解构$实质上是中国现行社会文化结构自

身转型的一个标志$它预示了由精英知识分子开启的启蒙形式的终结$

而一个利于 /个人0成长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开放性社会逐渐在形

成)

!

*

在网络文学的迅速发展过程中$海量的作品既有高雅的阳春白雪$

也有低俗的下里巴人$既有精雕细琢的金玉良言$也有粗制滥造的垃圾

泡沫*网络让文学真正成为自由的写作$这种自由$既有语言处置的自

由$也是思想绽放的自由$网络文学写作与阅读的自由伴随着消费文化

的语境被极大地释放出来$网络文学语言的游戏和思想的奔放$以娱乐

与狂欢的方式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这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生产力的解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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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

使得传统文学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约束性话语垄断转变为自由

性大众言说1由 /金字塔型0的聆听式文学接纳转变为 /广场型0的平

等对话1由精英作家的精品力作转变为平民百姓凡俗写作$从而完成快

餐式的文化消费*)

! 网络带来了传统文学所不曾有的全新革命$传统文

学秩序有了重新洗牌的可能*

在网络时代$文学的生产空间被无限扩大$审美空间不断延伸$写

手与读者合谋$把文学的审美性视野拉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尤其是网络

文学由于草根写作的存在$更大程度上形成了民间立场$营造了平民氛

围$网络文学改变了传统文学高高在上的姿态$以一种亲和力不断接近

写手与读者的距离$正如有人所说的#(从审美意义上讲$网络文学对内

心的直接.率直$毫无矫情.做作之态的表达$体现出一种自由蓬勃的

朝气与生命力$能让我们把文学真正当成一种愉快而自由的美的欣赏与

生命体验$从而能在赛伯空间里找到 /诗意地栖居0*)

&

但是$令人尴尬的是$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文学$理论界与批评界

表现得不如人意$要么失语$要么攻讦$进退失所$显示了传统文学理

论对于网络文学的陌生与无力*马季指出$网络文学理论批评明显滞后

于写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网络文学以 /大爆炸0的惊人速

度持续发展$这给理论研究带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1二是理论评论界

对网络文学总体上持保留或怀疑态度$认同.接受的程度非常有限*)

'

确实$当前的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网络文学脱节的$网

络文学的理论批评话语还未建立起来*虽然有着广大的网络文学研究者

在筚路蓝缕$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敢于担当的精神$为网络文学正名$

为网络文学把脉$为网络文学呐喊$开创了网络文学研究的范式$但真

正的网络文学研究体系还在构建的进行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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