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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繁荣与文学新变
———“网络与文学变局”学术研讨会综述

欧阳文风　 吕　 蕾

摘　 要：网络文学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文学带来了诸多新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研讨。
在２０１３年７月拉萨举行的“网络与文学变局”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回到原点，对网络文学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再审视，
认为应该重新思考网络文学的内涵和本质，抛弃既有的对网络文学的成见，正视其价值与意义；应该积极地切入网络文
学发展的现场，从实践经验出发，从作品出发，从阅读出发，树立一种大文学甚至大文化的观念，但对自己的研究又要有
一个准确的定位，正确对待与网络写手的关系；针对目前年轻学生热衷于网络阅读的实际情况，学者们呼吁，高校文学专
业开设网络文学课程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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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５ － ２６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
会、中南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主
办、湖南文理学院、长沙学院协办的“中国文艺理
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网络与文学

变局’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西藏拉萨召开。来
自全国３０余所主要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杂志
社的８０余位学者共同见证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网络文学研究会成立，大家一致认为当下网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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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成立网络文学研究会
已势在必行。在“网络与文学变局”学术研讨中，
与会学者围绕网络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
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诸多富有创意和价值的观
点，从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当前网络文学研究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网络文学的内涵与价值再审视

针对目前网络文学与纸质文学相互交融的状
态，与会学者对网络文学的内涵进行了重新审视。
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提出，“网络文学”首先
须要从“网络”存在方面获得规定，而不能按照传
统文学研究模式将网络文学视为“文学”特别是
代表传统文学的“文学作品”的网络形态。质而
言之，网络文学虽然关系到网络与文学两方面，但
是网络文学的独特性亦即作为独立形态的网络文
学，其决定性方面是“网络”，而不是“文学”。南
京大学周宪教授也认为，网络文学不是印刷文学
的网络版，应该是一种“电子文学”。杭州师范大
学单小曦教授也认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化的电
子文学或数字文学，网络文学已有专属于自己的
审美范式，即“融入式”的审美范式。中南大学曾
繁亭教授认为，网络文学的根本属性是“自由”，
这是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根本特点。但目
前网络文学仍然不属于自由的写作，因为自由的
写作主体是缺席的。

网络文学给整个文学发展带来的新变是有目
共睹的，其价值不可低估。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
授特别提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网络文学只是作
品数量庞大而质量不高，我们要改变这种看法，网
络文学虽然纷繁杂多，但是优秀的作品也层出不
穷，网络文学中也有好作品，其中蕴含的丰富知识
和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简直令人咋舌，真正的高
手在民间。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认为，网络
文学所带来的娱乐精神，这是以前所有文学都不
具备的，这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山东大学谭好
哲教授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网络也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神”，网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网络
背后的运作机制有时候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我们
要正确地面对网络给文化艺术生活所带来的巨大
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认为，网络文学
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关注网络文学会给

我们既有的文学研究增加一个新的维度。武汉大
学冯黎明教授指出，在网络文学盛行的时代，网络
以独特的技术形式对传统文学的署名体制进行了
冲击甚至瓦解。因为在网络写作中，意义生产变
成了即时性的，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意义生产者。
例如接龙式的写作已经没有独特的意义写作者，
主体消失了。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认为，网络
文学已经很明显地为文学的各个方面带来变化，
例如写作方式、评价体系等，我们再也不能等闲视
之。江西社科院龙迪勇研究员认为，网络文学对
“文学叙事”带来了很多新的改变，网络的技术性
与交互性为叙事中分形的多元多次提供了可能
性。广西民族大学李启军教授认为，网络文学作
品很多改编成了影视剧，为影视产业发展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空间。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认为，没
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网络等新媒体在不断改进
着文学的存在形态。

二、网络文学研究的问题、定位及趋势

目前网络文学研究貌似一片繁荣，但存在的
问题不少。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指出，目前网络
文学研究大多是侧重于从网络的技术特点来谈论
网络文学，今后的网络文学相关的评论和研究要
加入更多文学史的眼光和文学史的定位。同时，
我们要有逆向思维，不能仅从网络与文学的关系
着眼，还要从文学与网络的关系中去看问题。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叶祝弟博士认为，我们研究
网络文学的很多学者还不是很了解网络文学以及
网络文学的创作状态，我们要真正走进作品去了
解。山东师范大学周志雄教授认为，网络作品中
蕴含的各方面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庞大，网络文
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加强自己的阅读量和完善自己
的知识结构。

对于网络文学研究应如何定位，与会学者也
态度不一。有的认为作为理论研究者，应该积极
地去引导网络文学创作。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我们
要去掉这种心态，因为网络写手根本就不在乎我
们的评价。吉林大学李志宏教授就说，面对被商
业化左右的网络文学，我们进行网络文学研究的
学者到底能不能施加影响？能起多大的作用？这
些都是我们目前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在自说自话。知名网络写手王晓英副教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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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己的网络写作，直言不讳地坦承，网络写作
是以商业性为主的，以“赚钱”为目标，利润才是
最重要的。网络写手只在乎读者的认可，压根儿
就不看重评论家、作协等的看法。山东师范大学
孙书文教授认为，我们的网络文学研究对于网络
创作的引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要妄自菲薄，
研究和创作各有其自足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像
是生态建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使其良性循环。
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也特别指出，网络文学
尚处于发展初期，很多规范还没建立起来，研究者
应该持有一种包容的精神，不要以传统评论家的
眼光去看待网络文学，要尊重网络文学自身的发
展规律。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说，也许网络文学发
展到了一定时候，文学网站和网络写手也会意识
到，赚钱固然重要，但整个文化事业的建设同样不
可忽视，会自觉地去提高网络文学的思想和艺术
水准。

今后的网络文学研究该如何展开，学者们亦
各抒己见。中南大学欧阳文风教授指出，目前的
网络文学研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网络
文学研究如何才能持续深入？这是一个十分迫切
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增加研究深度和拓展研究广
度两方面入手，他结合自己近年从博客文学、短信
文学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历程对拓展研究
广度作了说明。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认为，网
络文学研究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团队研究，因为网
络文学作品量太过庞大，个人根本无法进入，只有
处在团队中才能有一个更广大的平台宏观地去看
待；二是入场研究，站在精英粉丝的角度进行在场
研究，特别重要的是要重建一套属于网络文学的
批评话语。中国传媒大学杨杰教授认为，网络文
学创作多元化趋势加强，对此，我们要有一种反思
研究。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则说得比较全面，
他说，网络文学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读网络文学
的作品，从事实出发，从实践经验出发，从作品出
发，从阅读出发，这样得出来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有根据的。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传统文学不要
瞧不起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目前的发展也不要沾
沾自喜，都需要相互学习和借鉴，要有大文化的观
念。时代是不断变化的，文学也是变化中的。最
重要的是，我们要倡导建设性的学术观念。不要
简单的做出是好是坏的评断，要有事实根据。要
从基础学理的治思维度出发，而不是做简单的技

术分析模式。

三、推广网络文学教学的迫切性

许多学者认为，高校文学专业开设网络文学
课程已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就不
无焦虑地说，在自身的教学经验中很明显的察觉
到，现在的８０后、９０后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他们
热衷于网络和手机阅读，主要借助网络视频进入
传统经典文学的世界中，对于传统文学经典的阅
读保持着很随意、不熟悉的态度，课堂上和他们讲
鲁迅、讲四大名著，他们提不起兴趣，讲《甄
传》、《小时代》他们比你懂得还多。这一文学阅
读事实，促使我们必须从教学上有所应对。中南
大学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进课堂目前在
高校确实还不太多，主要是很多学院派学者不屑
于教授这样的课程，一些传统的学者自己对网络
文学知之不多，也承担不了这门课程的教学。中
南大学早在２００４年前后就在本科生中开设了网
络文学，后来在硕士和博士培养方案中也把网络
文学列为必修课程，和学生一起剖析网络文学现
象，细读网络文学经典文本，历届学生都反应很
好。这门课现在成了中南大学文学院的一门特色
课，２００８年还出版了《网络文学概论》的教材，并
获得了教育部国家精品视频课和湖南省精品课、
湖南省优秀教学团队。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认
为，目前的网络文学是“懂行的没有话语权，有话
语权的不懂行”，因此，加快网络文学的教学已刻
不容缓。她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已经在北京大学中文
系开设了两年的“网络文学研讨课”，她说她带领
学生走进网络，从事网络文学的类型研究、网站研
究、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研究、网络文学重要的作家
作品研究、精英粉丝的批评研究，学生们的兴趣特
别大，她也觉得很有意思，认为这一新的领域大有
作为。

总之，网络文学的兴起，给文学发展、文学研
究乃至文学教学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不少新变，
一些变化已经展开，很多变化尚在进一步衍化之
中。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必须积极切入网络现
场，关注文学变迁，调试思维聚焦，增强理论活力。
网络文学的未来，不可限量。

（责任编辑：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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