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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与空间转向

222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及其审美变革

韩模永

摘!要! 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包括三种代表性的形态!即作为空间图景&虚拟现实和定位叙事的场景!它们之间虽存在
差异!但都侧重于对位置&场所&空间&视觉等要素的刻画和塑造" 这些写作倾向和特征明显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书写!并
导致文学发生了诸多变革" 具体来说!在内在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从摹仿现实走向增强现实" 前者表面虚构!
本质真实!后者则表面真实!本质虚拟'在外在的审美特质上!文学则从时间艺术进入空间转向" 网络文学场景书写突出
文学的视觉形象&创造并置的空间结构并建构移动的位置场所"
关键词! 网络文学'!场景'!空间图景'!虚拟现实'!定位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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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是一个内涵颇为丰富的概念"近些年来"学界的
相关研究涉及到文学*影视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历
史学等多个领域' 从字面上看"#场$即为场所*位置"

#景$即为图像*视觉*景观"侧重于一种空间属性"#场景$
放在一起还隐含着场域的含义"表明与周围事物*空间关
系的总和"某种意义上说网络也是一种特定的*有区隔作
用的场域' 本文所理解的场景侧重于文学*影视学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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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学的综合角度"即大体相当于文学中的空间图像*电影
学中的视觉场面和传播学中的位置场域"这些要素在网
络文学的场景书写中均有具体的呈现' 总体看来"不同
于传统文学中单纯的场景空间*地理空间"网络文学中的
场景包括三层不同的含义+ 首先"最表层的含义就是类似
于影视学中的场面和生活画面"#主要是指人物活动的空
间情景"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不可替代也不可重复的空
间图景$(梅新林 #U0)' 这种场景刻画在传统文学中也
有展现"只不过"网络时代的场景书写则更加自觉和直
观' 其次"场景的另外一层含义指的是视觉图像在文学
中的使用和参与"尤其是虚拟现实的呈现"是一种难辨真
假的虚拟场景"这是图像时代*数字技术时代文学书写的
必然转向' 场景的最后一层含义则更加深入和前沿"是
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理念变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
成为媒体的新型要素' 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
尔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中判断"随着五大技术
力量的实现"即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定
位系统"场景时代即将到来'!

而很多专业人士认为"当下
这个时代已经到来"移动互联就是这种场景时代到来的
技术条件"其本质正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
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 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
式*社交之后媒体的另一种核心要素'$(彭兰 U$)这种意
义上的场景书写在网络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定位叙

事的出现"其与移动传播*定位系统等技术密切相关'

一" 场景形态! 空间图景"虚拟现实与
定位叙事

!!纵观网络文学的整体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网络
文学的场景书写正包含着与其含义相对应的三种形态"
即作为空间图景的场景*作为虚拟现实的场景和作为定
位叙事的场景"它们分别表现在网络文学不同类型的创
作之中""

虽具体特征有别"但其所具备的视觉性*空间性
和网络性等却有内在的一致'

!一" 作为空间图景的场景
这里的空间图景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可见图像"而指

的是文学中所刻画的场面和画面"透过文字#如在目前$
地呈现出来' 在网络文学#类型文$*即当下在国内流行
的网络类型小说中"这种场景刻画成了创作者的一大写
作倾向和追求"这与写手们潜藏在创作背后的网络文学
L@转换动机息息相关' 应该看到受资本的强力推动"当
下网络文学创作都带有一种影视*游戏等整个产业转换
的强烈动机"而场景营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文字到
图像转换的难度和生动程度"这与网络文学初期那种对
纯文学的追求已大相径庭' 具体来看"在#类型文$中这
种作为空间图景的场景呈现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直观化的话语表达' 与传统文学追求简洁含

蓄的语言风格不同"#类型文$的话语表达直观*粗糙"草
稿化倾向明显' 一方面"这种表达缓解了网络写手日更
的写作压力"降低了长篇巨制的难度,另一方面"直观化
易于展示场景"避免含蓄所带来的不确定想象"而把空间
图景直接呈现出来' 在#类型文$中"这种直观化的另一
表现在于非常用语言符号在文本中的使用"如数字*拼
音*象形图*脸谱符号*表情符号等等比比皆是"作品也因
此变得更加感性和直观' 与传统文学更为不同的是#类
型文$鲜有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摹"而把连续不断的对话
和行动作为文本表现的重点"这种密集的对话和行动描
写增强了文本的场面感和故事性"正如有学者所言"#网
络小说的语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直观化倾向"它基本不
进行人物心理刻画"而是让人物不断地说话和行动"营造
出动态的画面感"让行动持续发展'$(黄发有 #U")应该
说"这种直观化的话语表达易于把画面直接地表现出来"
便于场景的营造和展示"当然也弱化了语言的深度和想
象空间"文学的审美性受到不利影响' 其次是鲜活生动
的镜头感' 网络文学重视对生动的场景*场面描摹"镜头
感*画面感鲜活生动"虽不是真实的影视镜头"但从文字
到视觉语言的改编转换则易于操作和实现' 这种镜头感
一方面来自于#场$的空间化的位置书写"非线性的*跳跃
性强的穿越*幻想等在网络文学中随处可见"这种空间结
构与视觉镜头的内在特征正一脉相承' 对于一些致力于
游戏改编的作品"其场景则非常容易变成清晰可见的游戏
地图,另一方面"镜头感还依赖于视觉化的#景$的刻画'
网络文学倾向于使用图像化*视觉化语言进行叙事"将画
面直观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当然"这里所强调的图像化语
言倒未必是真正的图像参与到文本当中"而是其所刻画的
图像世界具体真实"场景鲜活生动"#在网络文学中"图像
语言成为常态"为读图时代的大众创造了诸多充满诱惑性
的图像世界' 这些图像世界或美轮美奂"或神秘古怪"或逼
近现实' 图像语言占据了写作的话语权"感性直观*即时呈
现的3语图文本4产生出文学的新质性'$(禹建湘 #"W)

!二" 作为灵境!虚拟现实"的场景
第二种形态的场景则是作为灵境的场景"灵境也即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拟现实"这种场景书写是数字技术
时代通过计算机技术所创造的一种虚拟情境"如果说作
为空间图景的场景是#如在目前$*仿佛看得见的话"那么
作为灵境的场景就是即在眼前*看得见"这种场景突出
#场$的真实性和#景$的可见性"是文字*视觉和听觉等因
素合力打造的结果' 从技术层面来看"灵境是一种由计
算机网络技术生成的融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觉的
虚拟环境"能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网络文
学#新文类$尤其是其中的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型作品是
这种场景书写的主要代表"当然"#新文类$中的灵境还远
远达不到技术层面上的高度"但文学中视听语言的融入
又确实能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易于将其拉入到作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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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的场景和情境之中' 在#新文类$语图互文型作品
中"真正的视觉图像出现在作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
#类型文$是画面感"而#新文类$则是实实在在的画面"这
在台湾数位文学创作者苏绍连的>;:,'作品中有鲜明的体
现"如%行者&%时代&%诗人总统& %小丑不死&等"文字与
动态图像融为一体*相互生发和增殖"创造出一幅真实可
见的文学场景' 在#新文类$多媒体型作品中"这种灵境
的表现则更加生动和真实' 相对于语图互文型作品"多
媒体型作品除了视觉图像的融入之外"声音*动画*影像
等要素均融入到文本之中"#诗$ #乐$ #舞$融为一体"仿
佛#文学的演出$"读者阅读如同置入一个真实的场景之
中"有很强的在场感'

当然"文学中的灵境刻画还远远达不到影视作品*尤
其是当下 YZ等立体电影的程度"但其中对虚拟场景的刻
画却又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文字文本"读者易产生身临其
境的真实感和在场感'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造不再
以传统的意境追求为最高境界"场景书写成为文学的突
出表现"在#新文类$中"灵境取代了意境"具有独特的审
美特征' 灵境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拟的"是一种虚拟现
实"本质上说"意境是一种虚构"而灵境则是一种虚拟'

这也是数字技术时代文本的必然转向"正如超文本研究
学者兰道所言"#因为电子文本处理事关计算机操作代码
的控制"因此所有的读者222作者在屏幕上遭遇到的文
本都是虚拟文本$ (6:)/=K U#)' 那么"何谓 #虚拟现
实$- 迈克尔!海姆将其解释为#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
真实的事件或实体$"其包括 X 个特征"即模拟性*交互作
用*人工性*沉浸性*遥在*全身沉浸和网络通信'#

莱恩则

认可皮门特尔和泰谢拉的观点"将虚拟现实定义为#由计
算机生成的交互性*沉浸式体验$(b7:) U)' 应该说"这
种交互性和沉浸性是灵境作为一种虚拟现实的最重要特

征"而数字媒介则是这种沉浸和交互的最完满的实现中
介"它根本上超越了印刷时代的幻觉体验"创造了一种
#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的存在'$

其一"#新文类$通过媒
介技术创造了真实的沉浸性体验"这种沉浸不同于传统
文学的想象体验"而是一种切切实实的存在' 中国大陆
学者*诗人毛翰的电子诗集%天籁如斯&是其中的代表"作
品借助多媒体的声光效果"打造了一个如情似梦*美轮美
奂并让读者迅即沉浸其中的天籁之境' 其二"#新文类$
也具备交互性的特征"互动是网络媒介的独特所在"互动
易于将读者拉入到作品的情境之中"从而强化读者的在
场感和沉浸体验' 在#新文类$中"文本的链接设计本身
就是一种互动"读者不同"选择也有所不同"读者参与到
写作的进程之中"读者变成了#写读者$' 即使是#类型
文$"互动性也相当明显"在线式批评正是一种即时互动
的形式"它深刻地影响着作者写作和读者阅读'

!三" 作为定位叙事的场景
将定位叙事作为文学场景书写的一种独特形态"是

融合了传播学视角下场景理论的相关思考"也是移动互
联时代文学场景的独特形式' 传播学者彭兰认为场景包
括四个基本的要素"即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
生活惯性和社交氛围'%

当然"传播学意义上的场景打造
最终目的是为受众提供更好的适配服务"从而赢得受众"

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和产品收益' 而作为定位叙事的文
学场景"倒并没有过多的经济考虑"比如缺乏通过大数据
对用户生活惯性的分析"但在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
和社交氛围这三个要素上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这里的场
景不仅仅包括文本之中和文本之外的空间环境表现"也包
括通过移动定位技术所捕捉到的读者实时状态"其中也自
然始终贯穿着网络的互动与社交特征' 应该说"空间性*移
动性*互动性是作为定位叙事的场景书写的重要特征'

从对应文体上看"作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一种独
特样式"定位叙事的文学形式是这种场景书写的典型代
表' 有论者指出"所谓定位叙事主要指的是借助 O@A 导
航技术或移动视听设备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文学形

式"代表作品有詹尼特!卡迪夫的%逝去的声音&"布莱斯
特!斯尔瑞的%罗依叔叔就在你身边&等"读者面对这样
的作品已不再是单纯的阅读"还包括现实的定位移动"比
如%逝去的声音&"读者一方面要在伦敦市区特定区域走
完规定的行程"一方面要佩戴耳机在特定地点收听相应
的故事"此时"读者所看到的伦敦街头的人群*建筑*景观
等都融入到文本之中"读者阅读事实上已变成了收听和
行走"这促使读者产生一种奇妙的体验'&

可见"这种定位
叙事借助于移动网络和O@A技术将故事讲述与现实的空
间位置结合起来"并随着读者现实位置的移动变化"与文
本之中的地点*情节形成呼应"从而完成故事的#阅读$"

文本内外的地点呼应本身正是读者与作者*文本之间的
高度互动"文本只有通过读者的现实变化才能最终完成"

这正如#新文类$灵境中读者的链接选择一样"只不过"定
位叙事的链接变成了读者的现实位置转换"在这个意义
上说"读者也参与到了作品的创作之中' 当然"严格意义
上说"这种定位叙事大多已经越过了文字表现的范围"融
合了音频*视频*影像等形式"从而成为一种文学与艺术的
混合状态"二者的界限也日趋模糊' 甚至在诸多作品中"读
者不仅可以在对应地点听到相应的故事"甚至可以通过随
身携带的手机*电脑*可穿戴设备等看到视频作品"此时"文
本又变成了一种新型艺术"黎杨全在%移动媒体*定位叙事
与空间生产&一文中列举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北
纬 YW度西经 ##0度&%低语&%边走边说&%移动的声音&%游
牧的牛奶&等(00)' 这类作品首先在文本中设置叙事场
景"然后读者通过O@A 定位进入到相应的现实场景"此时
故事或以语音的方式*或以视频的方式通过网络在特定的
平台上播出"从而推动和完成故事的进展'

综上可见"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包括三种代表性的
形态"它们之间虽存在差异"但都侧重于对位置*场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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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视觉*景观等要素的刻画和塑造"这些写作倾向和特
征明显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书写"并导致文学发生了诸多
变革' 具体来说"在内在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从
摹仿现实走向增强现实,在外在的审美特质上"文学则从
时间艺术进入空间转向'

二" 现实关系! 从摹仿现实到增强现实

众所周知"摹仿说是西方理解文学与现实关系中一
种最具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自古希腊的赫拉
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
始"这种学说就成为西方文论中一个最重要的命题"甚至
雄霸了西方文论两千年' 当然"这些思想家*理论家所持
的哲学立场*摹仿对象*具体观点等有所不同"如柏拉图
认为文学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
主张#文艺是人的行动的摹仿$等等"但摹仿说都指向文
学是对现实的摹仿这一核心观点' 这种观点后来则发展
成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即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其
本质正是摹仿说的延续和提升' 应该说"支配我们对传统
文学与现实关系认识和理解的正是这种摹仿说和反映论"
即文学反映现实"也就是说无论是叙事型文学还是抒情型
文学*无论文学所描写的内容*素材是否符合现实逻辑"但
归根到底都来源于现实,同时"因为是摹仿和反映"文学与
现实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距离"文学本质上是想象和虚构
的"它不是真正的现实"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而在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中"这种文学反映现实的
关系则有所变化"应该说"文学与现实的界限和距离感在
逐渐缩小"甚至成为一种真实与虚假难以分辨*或者是真
实与虚假融合呈现的状态' 具体来说"作为空间图景的
场景更多的是通过文字呈现现实"现实图景#如在目前$"
虽仍需要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但又不同于传统文学含蓄
的模糊想象"场景直观地呈现出来"画面感*镜头感强'
当然"这里所说的场景不一定来自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也
许是纯粹想象的#架空世界$"但这种场景刻画都非常真
实和直观"如同现实一样呈现出来,作为灵境的场景则创
造一种虚拟现实"它把真实的图景和影像直接表现出来"
是一种真实的*亲眼所见的视觉冲击和在场感"但同时又
是数字媒介技术的结果"体现出强烈的虚拟性,而作为定
位叙事的场景则把文本中的叙事场景与现实中的物理场

景对应起来"让读者从虚拟的文本中走向现实"但这种走
向又并不是简单的现实回归"而是与文本产生#互文$"从
而深化对现实的体验"是一种#增强现实$' 黎杨全在%移
动媒体*定位叙事与空间生产&一文中指出这种增强现实
正是#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合成与叠加"把原本在现实
世界中难以体验到的实体信息(视*听*味*触)等"借助数
字技术"模拟仿真后叠加到真实世界"从而让人获得超越
现实的存在体验$(V$)' 可见"作为定位叙事的场景刻画

一方面来自现实"一方面又超越现实"其优势在于让读者
从赛博空间走到现实空间"从而与现实的人和环境产生
交互"#这种交互不仅是人机交互或人际交互"而且是自
然环境与人为环境之间的交互$(黄鸣奋 0U#)"此时的读
者不仅仅是在阅读故事"也不仅仅是亲眼所见"而是身在
其中*身临其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在场体验'

概而言之"场景书写导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传统
的反映现实走向呈现现实*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文学阅
读从想象联想走向#如在目前$的镜头感*亲眼所见的在
场感和身临其境的在场体验' 表面上看"文学的现实性
和真实性越来越强"但本质上来说"传统文学虽反映现
实"但其刻画现实的方式往往是非现实的*或者说是虚构
的"其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
可能发生的事$(伍蠡甫主编 %W)"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学
多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无论是典型塑造*意境表现
还是意象创构均是如此' 换句话说"传统文学的表象和
形象刻画未必现实和真实"但因为其坚持文学反映并来
源于现实的理念"其本质追求又是高度现实的' 与此相
反"网络文学中的场景书写则表面上高度现实"场景刻画
越来越真实"甚至与现实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
在场体验"但事实上"场景的本质却未必真实"甚至走向
一种虚拟' 首先"对于作为空间图景的场景而言"当下国
内网络#类型文$的创作将想象力推到极致"多走向一种
#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反重力$状态"正如有评论家所言"
#目前的网络文学"尤其悬疑文学"基本上都是3问鬼神4
的文学"而我们以前的传统文学基本上是3问苍生4的文
学$(#网络文学$)' 其中的场景书写在表面上虽#如在
目前$"但事实上缺乏现实感和现实主义精神"因此"对当
下国内网络文学创作走进现实题材的呼声日益高涨"现
实题材创作自 U$#X 年以来也有不俗表现' 其次"对于作
为灵境的场景而言"其致力于虚拟现实的刻画"其表象则
更加生动和真实"但本质上则是一种虚拟"呈现出亦真亦
假*真假难辨的艺术境界' 最后"对于作为定位叙事的场
景而言"这种虚拟性则更加强烈"虽表面上返回了物理的
现实空间"增强了现实"而事实上是深化了虚拟性"正如
黎杨全在%#场景时代$的兴起与后现代美学的重构&一文
中所言"#场景时代$带来的是#3现实(虚拟) 虚拟(现
实) 现实(虚拟) 虚拟(现实) 004这样无尽的循环
/001在3场景时代4"现实并非最终的实现目标"人们的
日常生活成为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不断混淆与无限轮

回$(#%#)' 甚至可以说"在数字媒介时代"由于#代码操
作$"拟象和仿真取代了真实"鲍德里亚曾一语中的"#冷
静的数码宇宙吸收了隐喻的世界和转喻的世界"仿真原
则战胜了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汪民安等 YUX)' 作为
虚拟现实和定位叙事的场景都是这种媒介所构造的仿真

世界"其表面上虽极其现实"但本质上只是一种现实感*
其构造的是一个#超真实$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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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美特质! 从时间艺术到空间转向

从审美特质这个角度来考察场景书写的审美变革"
我们发现"文学发生了从时间性向空间性的转变' 作为
一种时间艺术"文学善于用语言文字来表现时间中先后
承续的事物"即#动作$或#情节$"这是自莱辛以来我们对
文学特质的基本认识"但场景书写将更改这种对文学的
认识"场景是一个与空间密切相关的理论概念' 也有学
者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建构文学的空间研究"提出了
#三原$论"即#版图复原$ #场景还原$和#精神探原$"其
中#场景还原$旨在通过文学书写向特定的时空场景还
原"从而贯通#空间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空间$''

可

见"文学研究的空间之维在传统文学中就业已存在"只不
过在文学的空间转向之前"这种视角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这与把文学作为一种时间性艺术的本质认识密切相关"
文学空间因此隐而不显' 到了网络时代"尤其是在网络
文学中"这种空间性被凸显出来"文学的空间研究已难以
回避"场景书写是文学空间转向的一个突出印证'

具体来看"场景书写的空间转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场景书写突出文学的视觉形象' 传统文学侧重
于时间性的表达"其效果主要作用于人的听觉"借声音和
语言文字引起读者的想象和联想' 而空间艺术则作用于
人的视觉"借图像画面引起读者的美感' 应该说"视觉形
象的建构是空间艺术的突出特征' 有学者认为"视觉形
象可分为#图像*影像和景象三种形态"触及视觉文化中
形象运作的不同层面$(周宪 #XX)"在网络文学的场景塑
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图像*影像*景象等视觉形象的
刻画成了写手们一大普遍的*自觉的创作追求和倾向"视
觉性和空间色彩明显加强' 所谓图像即是#一切二维平
面静态存在的形象$"具有平面性和静止性两个特征,影
像与图像则有所不同"其最大的差异在于影像具有动态
性,而景象则指的是#在三维空间中存在的立体形象$'(

应该说"在作为灵境的场景中"这种图像*影像融入文本
之中的作品比比皆是"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文字表达,在作
为空间图景的场景中"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图像并不多见"
但文字图像化倾向明显"带有强烈的镜头感和画面感,而
在作为定位叙事的场景中"立体实存的现实空间成为作
品叙事的重要内容"景象必不可少' 可见"不同于传统文
学"网络文学场景书写普遍追求文学视觉形象的建构"文
学从单纯的时间性转向了带有空间性的艺术形式' 当
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场景书写就完全放弃了文学的动态
情节建构和时间性叙事"从而变成一种纯粹的空间艺术"

只能说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使得文学携带了突出的空间

性' 二是场景书写创造并置的空间结构' 所谓并置"即
为非线性的并列设置"与纸质文本的线性叙事不同"网络
链接将文本平行展开"在一个共时的空间结构中并列呈

现' 这种并置的空间结构主要是由链接的非线性技术特
征所带来的"从#翻页$到#链接$变革的不仅仅是阅读形
式的变化"更在深层结构上使得文本叙事空间化' 具体
看来"在#新文类$的场景书写中"这种并置式链接普遍存
在"文本的场景之间呈现出空间化的结构形态' 即便是
在少有链接融入文本的#类型文$中"场景书写也经常通
过并置的叙事形式"将场景用一种空间化的结构#链接$

起来"#以我吃西红柿(朱洪志)的%盘龙&%星辰变&%吞噬
星空&%莽荒纪&等作品为例"转世*轮回*传送*飞升成为
其叙事的关键环节"使得主人公可以突破时间限制"在仙
魔妖界*凡界*神界*外星球之间自由穿梭"将传统小说注
重时间性的线性叙述结构改造成开放式的*枝蔓重生的
空间化结构$(黄发有 #U")' 这里的#转世*轮回*传送*

飞升$正是一种内在的并列进展的结构"其功能正类似于
并置的链接"只不过是用非线性的叙事形式来表现' 三
是场景书写建构移动的位置场所' 文学的空间性还表现
在文本对场所和地理空间的描摹"这一点在传统文学中
也时有体现"只不过"传统文学的空间书写往往是为塑造
人物和推动情节而设置"其本身的主体性并不突出"因而
往往被读者和研究者所忽略' 而在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
中*尤其是在作为定位叙事的场景中"这种位置场所的书
写成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文本需要着力建构
这种想象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读者还需要相应地走向
现实的地理空间"文学的叙事实现了想象空间与现实空
间的融合"读者由此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 同
时"空间之间的转换也不再是传统文学那般依靠情节内
在的推动"而主要是一种由定位技术所带来的场景切换"
场景之间的线性和逻辑关系被打破"读者的空间移动是
文本完成叙事的重要方式' 显而易见"这种场景书写本
质上正是一种空间表现'

那么"网络文学场景书写的空间转向会给文学带来
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一方面"文学的深度被弱化*甚至消
失"文学的娱乐性增强"传统的文学#形象$被#图像$所取
代"这与场景书写突出视觉建构密切相关' 正如赵宪章
所言"语言是一种#可名$符号"而图像则是一种#可悦$符
号"#图像作为愉悦符号助推了文学的大众传播"前提是
虚化和卸载自身所承载的事理"以3轻装4换取游走速度
是3文学图像化4的必然选项$(UW)"当前国内网络文学所
呈现的快餐化*大众化*去深度*娱乐性等特征也正与此
一脉相承"传统文学形象的含蓄性*文学性等均受到减
损,另一方面"文学的故事性增强"#情节$被#故事$所取
代"这与网络文学非线性的空间结构也不无关联' 传统
文学线性叙事要求情节的完整性*逻辑性和因果关系"而
非线性结构则导致故事的并列展开"对故事的逻辑关联
和艺术真实并不作过高的要求"文本的碎片化色彩也更
加浓厚' 此时"跌宕起伏的故事取代了逻辑性的情节"故
事写得#好看$与否变得至关重要' 可见"这些审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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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网络文学带来了新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如何建构新的批评标准*实现网络文学空间性与文学性
的融合也许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理论话题'

注释#6/#%($

! 参见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 %即将到来的
场景时代&"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U$#W 年)第 V2YU 页'
" 本文所讨论的网络文学类型主要包括#类型文$和#新文
类$两种"#类型文$主要指的是当下国内所流行的网络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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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学术交流&U(U$#Y)+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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