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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叙事机制下的(后情感)表征及心理症候

王婉波

摘!要"情感主义从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便开始遭遇一连串震荡&这种震荡延续到网络文学创作时期' 早期调侃(戏
谑(质疑式的书写拉开了网络文学后情感主义潮流的闸门+修仙(玄幻等小说以奇幻式情感书写取胜+众类型小说把情感
)从高雅层面推向日常生活*+系统文(二次元小说等借助RHEU文化(游戏现实主义创造了新的情感模式&以升级模式代
替深度模式&并在)数据库写作*影响下逐渐脱离)宏大叙事*' 快感机制(视觉效果(祛魅书写也成为商业模式下网络文
学情感书写的新路径' )有爱的粉丝经济学*主导下的读者自主理解取代了对作者情感的体验与考察' 弗雷德里克.詹
明信关于情感已经被商品化的后现代主义阐释的影响也日渐深远&网络文学逐渐被充满消费文化色彩的后情感主义包
裹&这种多样叙事机制下生成的)后情感*表征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深层文化心理与情感疗慰&彰显着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
的情欲追求与精神内蕴&展现了网络文学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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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G)̂*5.+ EW
J*'),%N(4&在 "# 世纪 <# 年代提出并发展了'后情
感主义(%7%')*6%)(%+.-('6&理论!他认为'后情感
主义是一种情感操纵!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
纵成为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
抑性的快适伦理%*)I(4%SU(4*+*''&( %j)2W(+ 王
一川 ;&# '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
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地操作的
基础#(%;&在此境遇下的人们'不仅认知性内容
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且由
此转换成为后情感( %;&# '表演(是后情感主义
文化的表征!'快感(是后情感主义文化的本质#
在这一背景下!类型化$市场化$产业化及大规模
量化模式下发展的网络文学!逐渐呈现出'贩卖
情感('引爆燃点( '追求即时爽感( '商品化(等
特征!文本通过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来迎合和满
足读者的情感欲求# 后情感主义把情感话语碎片
用作文学书写中想象$戏拟或反讽的原材料!成批
生产这些虚拟情感# 情感作为一种产品在网络文
学中以工业和流水线的方式被生产出来# 在此背
景下!情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不是减弱了而
是增强了!只是这种情感更多成为代替性$虚拟性
情感# 而'碎片化('游戏化('戏谑化('视觉化(
等网络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特征为其'后
情感(表达提供了契机!影响着网络小说话语言
说与情感抒写的方式# 由此!网络文学中的'情
感(以极强感染力$量化生产$即时放纵$瞬间满
足$符号化$商品化等方式在大众市场发散热量#

一! 消费文化下情感的(快适)追求
与(展示)

!!首先!新世纪以来!以'后情感主义(为核心
的后情感文化在以消遣娱乐为宗旨的大众文化中

成为主流# 王一川指出'我国文艺和文化中已经
形成后情感与后情感主义潮流!从而呈现出一种
后情感文化现象( %王一川 ;&# 在此背景下!网
络文学也逐渐告别了'情感主义(!

文学表达的严

肃与深情!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
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侧重强调日常生活的
快乐与舒适!以快适为目标!以对表面的$易得的
快感$爽感追求取代对生命本真的追求!给情感表
达带来了一些新的特点!即情感的'感性化( '碎

片化( '快餐化( '零度化(和'祛魅化( %郭景萍
;8.;"&!也即'后情感(# 网络文学'在情感与语
言问题上!在以流畅和有趣为特色的语言中表现
的情感!尤其投合于浮浅的感官快适满足(!'在
情感与真实问题上!情感已不必指向以往至高无
上的客观真实!而只需满足公众的快感欲求就是
了(%王一川 <&# 网络文学以最少的积累与沉淀
带给读者即时$易得的审美快感!从而实现读者情
绪的释放及情感的寄托# 即便一些严肃议题或世
界观架构!大多也会以网络化$娱乐化语言进行包
装!传统$经典$严肃文学的话语模式很少出现在
网文中!这在小白文$宫斗文$快穿文中表现得最
为明显!文本口语化特征明显!以对话$短句为主!
通俗易懂$直白浅显!情节模式简单!多借鉴传统
通俗小说章回体模式!一个章回一个故事一个任
务!人物每次的系统升级$博弈争斗都能引爆燃
点!给读者带来瞬间爽感# 如古言小说)后宫+
甄嬛传*!在'玛丽苏护体 t爽文 t黑莲花逆袭(
的模式下成为大众市场的爆款!酣畅淋漓的宫斗
情节使读者获得感官享受# 而这种快感正是让+
鲍德里亚%[*.+ T.C2,(--.,2&)消费社会*中提到的
人们在消费时共时情调与氛围营造的结果!它展
示了欲望主体在'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占有中
获得的压抑性快适抚慰#

其次!网络文学中的情感是一种被消费的商
品!无论是颇具噱头$话题性的主题创作还是赢得
读者'有爱经济(的同人文本!都在情感渲染中成
为一种消费符号!但它仍保留着纯真的本性!依旧
是个人自发的$真实的'梵音(!在'贩卖(文字及
商品化包装下隐藏着人们虚拟但又真实存在的情

感体验!给当下社会青年提供情感幻象!只是变成
了一种预先被包装好的'类情感(# 消费时代文
学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文学的情感表达被批量生

产!并被贴上某种明确的情感标签投放到市场#
网络小说不同类型文在各自的叙事风格$主题意
蕴中传达和建构情感认同!如虐恋文通过相爱相
杀的情爱故事传递宿命论$爱情观!读者沉浸在激
烈博弈$相互折磨的情爱之中!思考爱情的真谛/
甜宠文在'禁欲系男神('宠妻人设( '互宠双强(
中展现两性平等互爱的理想关系!读者在阅读中
感受积极正面的爱情力量!孕育出值得珍爱的自
己/种田文在家长里短$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
重新书写两性关系!人物去掉主角光环和金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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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庸常的生活状态!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恨情
仇与多角恋纠缠!更多是简单平实$专一平淡的细
水长流或日久生情!等等# 各类型文在相对模式
化$套路化创作中传递着'类情感(!满足不同读
者的阅读需求# 虽文本创作有类型化趋向!但情
感的生成与表达是真挚的!并未完全失去纯真与
独特性# 这种'类情感(表达并非指情感的消失
或终结!而是指情感的一种社会性转化!它更为准
确地捕捉到了当下青年渴望爱情$怀恋青春$追求
平等等情感需求与心理症候!也以相适方式迎合
当下社会和人们生存中'凡事都过分地用情感来
渲染的状态(%左其福 <8&# 但另一方面!在大量
复制性$重复性文本中!个体情感体验被泛滥$无
节制呈现!导致话语表达与情感抒写的'贬值(!
营造出一种'虚假滥情(的印象!如穿越文对'康
熙九子(爱情故事的过度书写$对宫斗生活的反
复刻画$对青春爱情的重复性追忆$对小人物成长
逆袭的批量书写等!使网络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步
入了'矫情甚至滥情的后情感主义乐园(%左其福
<$&# 这种后情感时代的后情感表达与传统情感
书写以情动人$以人生穿透人性的方式截然不同!
后者突出情感的真实与诚挚!而前者在营造意境$
烘托气氛$增强观赏价值方面有着突出体现# 在
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机制下!这种刻意迎合读者
阅读需求$慰藉读者精神欲求的情感书写被消费
文化化了!但它在与消费文化的结合中应自觉避
免变成丧失灵魂的情感符号!这是网络小说内在
意蕴与艺术审美坚守的最后且最重要的一道

防线#
再次!消费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数梦幻

般的$向人们叙说着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
非现实化的影像(%迈克+费瑟斯通 <;&!在此文
化语境下发展的网络文学在情感渲染和意境营造

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呈现影像化叙事特征!读者在
浅显的文字中捕捉快速移动的视觉碎片# 如早期
安妮宝贝$黑可可等的小说!继承了 "# 世纪末陈
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的影像化叙事风
格与'刹那主义(审美趣味!描写被时尚元素包裹
的都市生活!侧重追求生活与艺术中的瞬间美感
和刹那捕捉!忽视过去与将来!在听觉与视觉双重
感官中获得美感# 如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黑
可可的)晃动的生活*$尚爱兰的)性感时代的小
饭店*侧重对客厅$卧室$酒吧$咖啡馆$计程车$

街道$商店等都市生活$时尚商品的描述!展现变
幻莫测$车水马龙$忙碌又迷失的混乱生活!体验
都市生活带来的暧昧与刺痛!且无论叙事者还是
塑造的人物都呈现出一副乐于沉溺感性奇观的留

恋状态!并在这种感性经验中表达自己的情感与
心绪# 一些文本利用声$光$色的配合与氛围营造
来构建生存空间!使读者身临其境!如)无限恐
怖*中常出现颇为生动的词如'漆黑( '猛的( '刷
刷('彭的一声('轰飞出('冲('凝聚(等!将场面
的色彩与音效形象地呈现出来!展现了颇具网游
效果的斗争场面# 另外!网络小说在时间线索的
模糊性$穿越性!空间转换的多样性$跳跃性方面
致力于构造一种分镜头的画面衔接感!展现时空
交错的审美效果!这加强了文本的影像化叙事特
征# 如随身空间种田文$系统文$无限流小说等!
人物穿梭于一个个移动变换的空间!而线性时间
在空间转换中也被具象化!加重了其纵深感!文本
在不断转换的场景中展现人物零散的$片段式的
情欲生活# 读者也醉心于各种神秘奇观的刹那空
间!在视觉审美中感知世界的未知和神奇!这种创
作风格的兴盛向我们展现了网络文学影像话语的

审美霸权# 如丹尼尔+贝尔%Q.+(*-T*--&所言"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
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8$9&这同这
一代人自小生活在数码媒介环境中!有着'数码
原生代(标签的成长际遇也有很大关系# 在他们
的世界中!'日常生活经验与视觉艺术设计之间
的传统界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消费逻辑主导
的,拟像- %G(6C-.4,*'&符号操作所抹平( %林品!
)'二次元(* "$&# 他们这一代对'技术魔法化(
要比'数码移民(有着更为强烈的体验和想象#
而这种影像化$视觉化书写方式驱散了作品的想
象深度!淡化了深刻的情感表达!遮蔽了读者对现
实的真正感受!使读者习惯'肤浅$感官$惰性的
审美心理(%郑崇选 $8&!进而陷入'后情感(而不
自知# 后情感是一种依附于视觉冲击的情感# 出
生并成长于后情感时代的读者逐渐告别了以往情

感主义时代所习惯的深情'注视(!转而在一帧帧
快速移动的视觉碎片中尽情享受'闪视(%王一川
;&的快乐#

同时!相比以'情感主义(为导向的文学作
品!网络小说在表达'情感(时因话语形态的不
同!'由过去对情感的,表现-逐渐转向对情感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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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左其福 <3&# 在此类作品中',表现-
是一种以主体为导向的现代性的情感表现模式!
即情感 主体模式!它以,情真-为目标!以语言工
具论为指导/,展示-则是以语言为导向的后现代
性的情感表现模式!即情感 非主体模式!它以
,愉悦-为旨归!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是,主体之
死-或,主体隐退-的产物( %<3&# 这两种情感!
'前者可以称之为表征型情感!后者可称之为创
构型情感(%<3&# 从网络小说的情感话语中可以
窥见'后情感主义(的创构与'展示(!如'唯美(
'感伤('怀旧('自恋(等情感抒写# 网络小说中
'唯美的情感并非浪漫主义那样是主体自身的情
感表达!而是一种语言的虚构(%<3&!并因其在消
费时代!人们对艺术形象的狂热追求往往伴随着
对商品形象的消费式体验!他们对时间的审美感
受也完全类似于'商品消费的瞬间快感(%周小仪
8#8&!因而在此背景下创作的网络小说!在唯美
情感的表达方面追求的更多是一种'多样而短暂
的自我感觉(!'它就像在商品消费中寻求自我但
又无法真正确认自我一样(%左其福 <3&!例如耽
美文)魔道祖师*大量唯美意境$意象与人物形象
的刻画与塑造!青春暖伤文)匆匆那年* )何以笙
箫默*以大量诗性语言书写个体成长与迷茫!都
市言情文)告别微安*)八月未央*用忧伤的意境$
荒凉的环境及漂泊不定的灵魂展现个体生命的孤

独与脆弱!等等# 这些唯美又感伤的意境营造!并
非切入现实深处的人性痛感!更多是作者在情感
话语展示上刻意追求的结果#

又如校园青春文$都市言情文中的'怀旧(书
写# 无论是)匆匆那年*中方茴$陈寻等人对爱情
与过去的追思与回避!还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中陈孝正与郑微对逝去爱情的追忆和释
怀!本质而言只是个体生命空洞$无所依附$'自
我表演(及'情感展示(的一种体现!并未深入对
个体生命进行深刻的体悟与反思!只停留在对生
命体验空泛的感知方面# '正是匮乏强烈的现实
感!所以!才匮乏对现实状况的批判性反思!所以!
才会启动怀旧这种造梦的工程#(%周志强 $&)何
以笙箫默*中人物个体的终极追求与生命意义就
是青春时期的爱恋/)匆匆那年*中一群人制造的
悬念不过只是分手$失恋$打架$劈腿$怀孕$堕胎
的爱情往事!书中营造的神秘性与复杂性增添了
一代人生活的苦难感!但当真相揭示时才发现!这

不过是一代人青春时期年少无知不懂爱$错过爱
的过往!对它的夸大彰显了一代人生命的空洞$虚
无与乏味# '越是执着于情感的千姿百态!就越
是显示出生活想象力的苍白单调/反之!越是处在
单调苍白的生活意义之中!就越是具有强烈的情
感偏执狂的诉求(!这种'无甚可说的表意困境(!
'构造了奇特的,青春失语-( %83&!映照了当下
网络文学对情爱$青春$成长主题的泛滥表达!多
语即失语!也展现了这一行为的'掩盖(作用# 这
是消费时代青春消费与爱情消费的一种常态!怀
旧的消费化造成了文本自身的空心化和娱乐化#
故而!怀旧书写也是个体空泛人生的独特补偿#
创作群体通过对青春与爱情的怀旧给苍白单一的

成长填补了一段精彩纷呈$惊心动魄的历史!以此
证明自己'活过( '爱过( '青春过( '成长过(!除
此之外!这一代人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证明自己
生命与生活价值的意义了# 这也是后启蒙时代!
一代青年人在经历启蒙理想失落之后寻找生命价

值与人生意义的一种尝试!爱情的幻境可以帮助
他们制造自我'绝境(!在这一'绝境(中!人们通
过不平凡的爱情体验展现生命的多样性# 爱情在
后启蒙时代对于青年人来说成了拯救平庸$陷落
与不甘的一种手段!在'情感(的展示之后人们才
安于归顺与认同平凡生活# 经历了渴求爱情$拯
救平庸的体验之后!人们的平凡生活呈现出新的
意义!它负重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成长# 创作群
体在文本中大量渲染青春$爱情与自我成长!在文
本营造的异托邦世界中满足自我幻想!以此支撑
与慰藉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

但通过'怀旧(式的表达!我们能看到这一代
青年人身上的复杂性!他们不单单通过浮华浅薄
和泛滥的情感故事来织构个体生命的厚度!同时
也传递着怀旧者的卑恋情结!隐藏着青年人对当
下现实的否定!反映的是青年一代对现代社会的
迷茫失落$被丛林现实刺痛的呻吟和哀怨!以纯真
爱情来表达'不愿意陷入被物质主义所围困之社
会的强烈欲望(%周志强 <&# 青春怀旧的背后彰
显着年轻一代对'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的中国社
会政治文化和生活逻辑的警惕与不安(%;&!他们
以一种'梦幻乌托邦(的想象或'青春失落者(的
形象表达着自我的情感经历与生存感受!在'巨
变中国(面前以这一美好$感性$诗意及脆弱的方
式表达着他们对现下遭遇与未来生活的期待或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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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怀旧式情感的展示成为他们无所依靠时的一
种情绪表达!安放他们不安$急躁$流于浮华$沉迷
时尚$被诱惑包围的灵魂# 此后人们便自然地跨
入消费文化中来!在快适$娱乐$消遣的文化环境
中慰藉心灵!试图在琐碎的'日常生活的俗世(和
',最近比较烦-的牢骚( %<&中寻找生活的价值
与真实性感受#

二! 日常化!数据库写作背后的情感碎片

网络文学逐渐远离'宏大叙事("!走向碎片
化$日常化的写作模式!这影响着文本内在情感的
表达与书写# 消费时代生产出了'各种消费的影
像与场所!从而导致了纵欲的快感# 这些影像与
场所!还混淆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迈克+
费瑟斯通 38.3"&#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
%J(Y*/*.)I*,')%+*&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L%-S1.+1L*-'4I&
的)重构美学*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展现了
消费时代文学审美性与神圣性逐渐被日常生活侵

蚀的趋势!同时也表明日常生活正在被吸纳到文
学创作中并正被审美化的发展趋向# 文学叙事生
活化与生活日渐审美化现象同时进行#

网络文学在后现代性影响下!'主体在文化
态度上对于崇高$典范$儒雅$宏大叙事$元话语的
能指疑虑和表征确认(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
纲* 9"&被消解!没有传统文学文以载道和神圣
高雅的追求!叙事主题回归到'日常生活原生态(
的细节描写方面!网络小说疏离了严肃的$主流
的$宏大的'情感主义(书写!而逐渐走向感性化$
日常化情感表达的写作风格# 这一方面表现为
'用个人的感受方式$个人的精神立场和个人的
价值观念去关照时代$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等(的
个人化写作%刘茂华 ""8&!如安妮宝贝对女性个
人情绪的抒写$对带有鲜明性别标记的生活的表
现!木子美以日记体形式对自己性生活的诗意描
写!竹影青瞳在个人主页上更贴小说!发现并质疑
女性身体!等等# 她们注重对自我感觉的审视与
感知!将感官感受与理性审视结合起来!由此追问
生命体验与价值# 另一方面!随着类型文的迅猛
发展!种田文$穿越文$甜宠文等渐趋展现出'日
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风格# 如)平凡的清穿日
子*)知否3 知否3 应是绿肥红瘦* )重生开心农

场*等小说!全文大段篇幅停留在装饰$屋院$饮
食$耕种等生活环境$衣食住行的刻画上!故事在
家长里短$油盐酱醋茶中推进!作品通过平凡的日
常状态展现个人成长体验!背离了对宏大主题的
关注# 且日常生活的叙事也显示出小人物的平
凡!消解了以往言情小说中人物超乎常人的坚韧
与智慧的特征!人物被还原为正常化的'俗人(#
'但由于以往在主导意识形态控制下!平凡人的
隐私$欲望$身体被遮蔽和置后!从而成为一种显
在的无意识# 过渡压抑势必会造成强力反弹# 俗
人的出场!使各种被压抑的欲望大大膨胀起来#(
%张春梅 898&在网络小说!中我们可看到人物或
有理想!或理想消解转为欲望!它们都将成为人物
行动的根源或目标# 文本以相对口语化$通俗化
的语言展现人物的日常生活与漫漫人生# '当各
种各样的生活随感大量出现!对欲望和利益的肯
定以直白不加修饰的口语来表达时!文学中的日
常生活阐明一个文学事实!即文学中的叙事与现
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被打破#( %898.89"&网络小
说一直以展示个体生命价值与历程的自况性写作

代替深度的诗学意蕴!追求当下与直观!而非深度
与意义!这彰显了网络小说中宏大叙事'能指漂
浮(与'理性逻各斯消解(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
概论* 8";&的现象与表征# 而网络小说的个人
化$日常化叙事风格与传统小说相比!其区别在
于!后者对个体自我与日常生活进行剖析与思考!
仍会深入到对人性$自由$主体性等问题的拷问!
关照人类生存及生命的终极意义/但前者只停留
在'一亩三分地(与'家长里短(的日常叙事上!
'安稳度日(或'寻得一个好夫家(成了个体的生
活追求与人生信条!'一地鸡毛式(的生活背后仍
旧是一堆零散的$琐碎的鸡毛蒜皮# 且日常生活
审美化的日益泛滥也将导致文本叙事诗意的消

解!使其陷入困境!这也是学者质疑文学诗性与审
美性质疑的原因# '日常生活与文学叙事几乎在
同一平面上进行!导致反思意识缺失!叙事平面
化$私语化!自恋意识凸显和欲望扩张的文学叙事
出现#(%张春梅 8$;&这契合着网络小说重情节$
轻深度挖掘的文本特征!在此过程中!文本没有宏
大的政治背景与历史脉络!也没有深重的意识形
态痕迹!更多的是对个体人生与私人情欲的展现#

但有一些网络小说渐渐走出了对日常生活浅

薄$表层的叙写!摆脱了消费文化'娱乐至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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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行乐('追求平面化( '拒绝深度化(的风格!试
图通过日常生活叙事探索表达情感欲求的新方

式# 如六六的)蜗居*)双面胶*$唐欣恬的)裸婚"
;# 后的新结婚时代* )大女三十*$阿耐的)欢乐
颂*等现实题材小说!她们立足于探索个体在复
杂$浮躁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选择与生存境遇!且
通过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与描写!展现当下人们面
临的诸多问题!如聚焦于'婆媳矛盾( '小三( '孔
雀女与凤凰男( '房子( '阶层分化( '城乡差异(
'胜女必剩('裸婚('欲望与都市('毕业与失业(
等现象!并在这些现象中探究人们面临爱情$婚
姻$家庭$血缘$工作等问题时的处境与成长# 油
盐酱醋茶不仅是开门几件事!而且是关涉现代人
整个生活日程的事件!这些事件由于中国现代化
程度的局限!更成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烦('忧(
'惧(# 可以说!日常生活焦虑正成为人们现代性
的主要焦虑领域或对象!基于此!当创作群体关注
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物时!网络文学就通过日常生
活直指人心!拨动了读者最感性的心弦# 于此!网
络文学在彰显后情感文化的同时!也潜藏着对情
感主义的部分坚守#

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趋向外!网络文学
的数据化写作也正在挑战着'宏大叙事(!这也影
响着网络小说的情感书写# 深受日本RHEU文化
影响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网络原住民( %<#
后$## 后&在网络媒介环境影响下!比'日本第一
代御宅族更具有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
书中所说的,数据库动物-的属性(!他们在网络
文学方面的喜好!即便不是东浩纪所判定的'不
需要大叙事(!但也有着'宏大叙事稀缺症(和'宏
大叙事尴尬症(的嫌疑%邵燕君!)网络文学* =&#
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数据库(写作!注重片段
式$散点式$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平行宇宙式或随
机拼接式的叙事模式!以吐槽$拆解$顽梗$打碎$
重组等叙事手法对宏大题材进行解构!并在重新
组合$拼贴$挪用$恶搞$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二次
创作(#

古今中外的知识体系$人文景观$新闻事件等
都可被作为'素材(收集到'数据库(中!进而构建
'大数据(体系!由此!网络文学逐渐进入'大数
据(写作时代!其中包括角色数据库$爽点数据
库$萌点数据库$技术流数据库$历史流数据库以
及其他各种常见的情节或叙事套路的数据库!这

种数据库的写作方式共享于网络世界内部的作者

与粉丝之间!孕育了同人写作环境# 数据库保持
开放状态!新的角色类型或叙事风格一旦诞生!立
即会被收录到数据库中# 数据库建构着网络文学
世界!网络文学也建构着数据库# 这种数据库思
维可以涵盖的范围几乎是无限的!并且是随意$零
散的!这是现代社会以数据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
命给文学带来的变化# '大数据技术的后现代性
主要表现在其破碎的世界结构$个性化的思维方
式和相关性的认知模式上!这是后现代主义解构$
多元$非理性三大主张的技术表现#(%黄欣荣 8&
所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是为破碎而破碎!
而大数据写作的最终目的是对这些数据整合$利
用后将之形成一个整体或结构为文本服务# 大数
据技术将整个文学世界甚至现实生活世界碎片化

为海量的数据!数据规模越大!说明世界被破碎得
越精细# 大数据写作时代将'一切信息化为数
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现了'解构$破碎的后现
代世界观的技术化表征和技术实现(!且'混杂$
多样$个性的大数据思维正好与后现代的去中心
化思维相吻合!并且从技术上将中心祛除!实现了
每个个体都是中心的理想( %:&# 而由此写作方
式建构的故事及故事背后的情感表达也有着碎片

化$拼贴化$数据化的特征!彰显着后情感色彩#
东浩纪笔下提出的'角色数据库(就是这一

'数据库素材(发展的一种体现# 角色之所以能
够被重复利用!并非角色本身性质使然!而是因为
角色被收录到了这样一种人工数据库之中!这个
数据库保持着开放性$自由性!一些经典的角色类
型$性别特征$萌梗等会在创新基础上被多次运
用!这培养和孕育了二次元言情小说及其他网络
小说的发展!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在数据库世界
中满足自我幻想# 如网络小说中的'拉郎配(故
事!典型的如'林黛玉与伏地魔(!作者选择性地
采用数据库中的角色!将角色的萌元素进行创造
性分解!并以'拉郎配(等组合方式编织新的故
事!将不同时空下的角色或人物进行配对!这与爱
无关!与原创文本无关!'拉郎配(的叙事方式像
是一种随机抽签的创作手法!作者只需要在数据
库中选取角色!接下来的一切将会顺理成章# 文
本指向的不是被'拉郎(过来的具体角色!而是数
据库的系统与作者的应用问题!文本挖掘的是人
物角色的萌元素!是将他们放置在一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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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造性!这迎合和满足了喜爱这些人物及故事
的RHEU文化圈粉丝们的接受心理# 文本营造与
传递的情感更多是为满足粉丝的猎奇$求新心理!
在多个角色与角色内在萌元素影响下进行情感的

拼贴与组装!以梗$段子或一个个小故事点燃读者
情绪!每个小故事之间的连接性又没有那么紧密!
读者更加注重文本带来的瞬间阅读感受# 如)T?
拯救世界*吸取了很多 RHEU元素!多次出现路
飞$卡塔库栗$索隆等人物描写!且这些描写保留
了人物在原著中的萌元素与性格特征!并与'我(
在新的文本中组合!进而形成反差萌# 人物离开
原定故事环境!以其萌属性穿梭于其他故事之间!
而'拉郎配(的创作手法又以脱离原作的人物关
系解构着原作中的故事线!在角色刻画中又重置
情节与故事!在此!情感的深度表达变得不再重
要!读者追求的更多是大数据拼贴$混合$组接等
作用下产生的新的化学反应!新奇$刺激成了文本
及读者的共同目标#

三! 游戏化写作中的(情感)表达

网络小说结构模式与叙事逻辑的游戏化特征

也影响着文本内在情感的抒写与表达# 一些小说
直接采用游戏系统设定!情节随着系统设置往前
推动!文本通过人物在不同空间$场域$地图或世
界中的活动变化营造爽感与刺激感# 如系统文大
致经历这样的过程"受辱$金手指$打脸$秘籍$训
练$升级$继续打脸$换地图$升级$继续打脸11
在系统设置中!主角和配角的性格可以自动生成
的!人物功法与成长轨迹也是按系统设置自动发
展!从而减少作者对文本逻辑和故事连接点的考
量!剧情的推进与刺激高于故事的合理性!小说通
过贩卖爽感吸引读者关注#

如恋爱系统文!故事主线被'恋爱系统(支
配!从'角色数据库(中选出来的人物在'拉郎配(
的创作模式下经过游戏系统被安排到不同世界去

完成任务!认识不同的人!经历不一样的情爱体
验!在系统模式下展开成长和恋爱故事线# 如
)巫女葵的恋爱* )恋爱日常* )她只想恋爱* )横
滨恋爱故事*等!小说通过游戏设置串联起人物
'谈情说爱(的故事经历!人物进入另类世界!在
系统升级和地图转换中获得情爱体验# 虽然文本
围绕人物情感故事展开!但闯关冒险$系统升级的

情节设置才是文本最吸引和打动读者的地方!女
主人公打着攻略男主的旗号享受拯救世界$过关
斩将的爽感!使读者也易产生情感共鸣# )恋爱
日常*围绕着女主人公寻找真爱的任务线展开!
在女主人公与各种男神如佐田君$中村楠辉等的
相遇与相爱中推进故事发展!小说涉及多部动漫
人物!如)狼少女与黑王子*中腹黑属性的 G 星人
男主角佐田恭也$)守护甜心*中的阿夜和月咏几
斗$)蜂蜜与四叶草*中的山田亚由美等!主人公
在恋爱游戏的系统中展开与动漫人物的情感互

动!满足了创作者自身的动漫幻想!而以女性视角
切入使女性读者更容易获得情感共鸣# 在此!文
本不再有传统写作中弥留$深沉的情感表达!更多
是游戏化的结构逻辑带来的感官刺激# 它们轻
松$诙谐$热血!以萌点$梗和段子组合而成!人物
在一个个游戏任务中进阶$升级#

网络小说在叙事方面除具有鲜明的游戏系统

设定外!在情节设置方面还呈现出鲜明的游戏化
色彩!在通关升级$过关斩将$扬善除恶$逆袭成长
中展现叙事结构的游戏性$娱乐性特征# 如穿越
文$种田文$职场文$仙侠文等!虽没有鲜明的'系
统(体系!但它们有另一个马甲!即'废柴逆袭(##
如)后宫+甄嬛传*中的甄嬛!在前期不争$中期
被陷害$后期腹黑归来的成长线下逆袭成为后宫
最大赢家# 又如)浮沉*中的乔莉!相比后期独立
承担一个 : 亿元项目的工作达人而言!前期作为
销售打杂人的她可谓一个十足的废柴# 又如苏小
暖的)邪王追妻"废材逆天小姐*!女主人公苏落
是个身手不凡的高手!穿越到以武为尊的玄幻世
界后却变成了一个废柴!后来凭借自身意志和天
赋不断进步!最后逆袭成大神!并在成长过程中与
'邪王(谈了一场棋逢对手的恋爱# 文本设置了
众多关卡!如无限衍生的灵力等级!女主人公从最
弱的一级一步步升级!在'碧落大陆(中灵力从弱
到强不断提升!最终从任人欺负的废柴成长为
'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紫阶(上品!在此过程
中!男女主情感线也随着女主自身能力的增强而
递进!情感线和成长线并行推进# 而无论是情感
的表达还是人物自身的成长都以零散化$碎片化$
地图式$升级式的叙事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
者体验酣畅爽快的阅读快感#

这种爽文机制与夸张变异的书写形式展现了

当下青年的情感诉求!以游戏态度解构当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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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秩序# 在废柴文的意义结构中!废柴的废$
穷$地位低下等特征与尊贵$富有等形成对立# 这
一类文体的结构安排与人物模式呈现一定的社会

象征意味!它的叙事结构是'该亚文化社群对于
他们在改革开放推进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感受

到的中国社会发生的 ,断裂-的夸张化 ,表征-
%Z*5,*'*+).)(%+&( %林品!)断裂* $9&!也是社会
结构定型化发展趋势及其对人们生活影响的双重

映射# 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男女面对社会分层秩序
与阶层固化现象无能为力!他们终其一生想要通
过不同的资本优势来进行资源置换!但都遭遇了
社会阶层固化秩序的打击# 因而众多青年男女通
过对废柴文的书写与阅读!在观念中实现对'断
裂社会('定型化(或曰'结构化(阶层关系的想象
性突破#

废柴文通过'逆袭升级(打破了封闭循环的
既有社会结构!但却不一定能够开启另类的社会
生存模式# 废柴逆袭大多以认同既定社会规则为
前提!他们借助上层社会的生存法则来实现自我
价值!虽然对手是强权社会!但最终实现逆袭的帮
手也来自强权社会!这种对抗!其本质仍旧没有全
面突围出封闭的权力秩序!如)邪王追妻"废材逆
天小姐*)后宫+甄嬛传*中人物对'胜者为王(
'丛林法则('以暴制暴(生存秩序的遵从与操纵/
这种复仇行为虽然达到了爽式情节的书写效果!
实现了读者在现实中受挫及被压抑情绪的释放!
但却在正义$善良$救赎等问题的思考和较量中走
向人性的虚无与滑坡!这种叙事逻辑很容易走向
自我狂欢的极端境地!使人们沉浸在精神胜利法
的伪饰与空洞之中# 逆袭的意识形态症候既体现
在逆袭途径的封闭性上!也体现在逆袭目标的单
一性上!如)后宫+甄嬛传*中!甄嬛将整个青春
年华付诸皇宫!其目标全在'复仇(二字!虽最终
在步步为营中复仇成功!但这样的目标和格局似
乎还是太小# 相对而言!)金枝欲孽*中女性出
走$远离宫斗纷争$过自己安逸人生的选择不得不
说更具有解构意味!以'另类出路(解构男权体制
与残酷的丛林法则# 同时!这些小说充斥着显而
易见的男权话语!女性遵从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权
威!屈服于男权社会带来的阶层秩序与性别模式#

游戏化的废柴逆袭流露出鲜明的'成功学(
及'中国梦(的叙事论调!但大多通过穿越$重生
等虚假情节来对'草根逆袭(进行反讽!彰显了青

年群体犬儒式的抵抗状态!在废柴逆袭的叙事致
幻性中'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
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
绝关系(%斯拉沃热+齐泽克 =#&# 由此!废柴文
所彰显的以高富帅$白富美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价
值指向与生存法则依然成为废柴们实现身份转

化$进行个体重建$彰显自我价值的追求目标!
'保证其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
%),C)IAN.-C*&!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M),.A
(2*%-%1(4.-&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 %="&# 这体现
了青年群体犬儒式的反抗模式# 面对残酷的现实
社会!除了将自我放纵于这些虚幻的$伪饰的世界
中!他们别无选择!读者只能沉溺在文本中进行自
我麻痹或释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后冷战
时代典型的全球文化症候之一!'废柴文化(或
'游戏精神(成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
之一!也因此具备了与新主流意识形态耦合的超
强适应性!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在共识基础上默
契地创造了游戏化$娱乐化的系统升级$逆袭$打
脸$崛起等情节!以补偿性$幻想性$逃避现实的快
感追求满足个体情感欲求#

除此之外!近些年网络小说也发展了一种与
游戏化$升级打怪结构逻辑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
它以一种过于平和的$消极怠工的方式展现了当
下部分青年的生存境遇# 近些年网络小说在主题
表达与角色设置方面受到佛系青年亚文化的影

响!如种田文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
活背景下!刻画人物随遇而安的享乐心态$去理想
化的精神诉求!以及'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 小
说提倡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观# 主人公大多是平
凡的小老百姓!在一地鸡毛式琐碎平实的日常中
享受与家人$爱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的生活点
滴!满足读者在现代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冷淡人
际交往等环境下对悠闲田园生活的期待!其中也
反映了当下青年群体与世无争$消极抵抗的心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佛系青年($
已然成为我

国青年一代的重要标签!也是我国青年亚文化体
系的重要表征!其背后隐藏着一代青年群体的心
理状态与多元诉求!体现了他们对自我$社会$未
来$生活的思考与判断# 网络小说部分类型文的
书写映射了当下'佛系青年(的生存状态!同样!
这也开拓了一种幻想性想象与象征性反抗相结合

的文学创作与审美表达方式# 如)知否3 知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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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绿肥红瘦*中的明兰!她虽聪明伶俐$步步小
心!但她前半生在盛家的生活状态不乏顺其自然$
得过且过的佛系态度# 她从现代都市穿越过去!
对自己的新身份以一种消极态度处之!对周遭环
境及日常生活也是采取得过且过的随意态度!对
穿越成庶女地位的现实境遇持'丧(之态度!总体
上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成人后所思考的问题
只是争取'嫁(个好夫婿!安稳度日# 每天关注的
也只是屋内$宅院的 '一亩三分地(与 '家长里
短(# 她的思想已完全适应了古代环境!并没有
过多反叛情绪# 这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青年一代
丧失激情$丧失动力$丧失理想!每天按部就班!过
于追求安稳!而丢失自我$忘却家国责任的厌世现
象(%第天娇 89&# 这与佛系文化的内在精神有
一定契合性#

但另一方面!佛系态度的叙事风格也部分地
彰显了中国人自古就有的田园理想和隐士情怀#
无论是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的追
求!或者是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
生活的向往!还是对'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
的生活环境的期待!一定程度上都寄托了文人渴
望返归田园$回到本真$遵从内心$保持精神独立
的隐士理想# 这给在现代生活中拼命生存与奋斗
的人以慰藉!使人们放慢脚步!思考当下!呼唤纯
真生活# 这也使我们看到网络文学在彰显后情感
魅力的同时!展现着对情感主义的诚挚关怀与追
忆# 后情感主义在当下社会并非独秀一枝!而是
与情感主义$非情感主义$隐情感主义等共同构成
多样并存的情感状态# 我们置身于以后情感为组
成部分的多元情感共存的文化状况中#

从广义上说!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直接或
间接$强浓或弱淡地表现着情感!而后情感的出现
重组和新构了情感家族的结构# 当下网络文学多
类型齐头并进$多元发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
网络文学在后情感表征及其叙事的功能性设置方

面各不相同# 近些年网络文学也逐渐向主流化$
经典化方向迈进!在政策引导$市场规训$网站监
管$作者自觉探索$读者有爱选择等多因素综合影
响下!网络文学在情感叙事层面的探索越发多样!
或深入现实生活$展现人生百态!或把握时代症
候$聚焦社会热点!在开拓'异托邦('元宇宙($探
索浩瀚时空$追问生存价值的同时也回到'水深火
热(的现实世界!拥抱各种挑战# '情感(是故事的

内核!'后情感(表征也是情感叙事的样态之一!它
们共同织就网络文学多样的内在叙事肌理#

总!结

本文旨在在对网络文学存在基础$外在环境
与内部特征进行关照的基础上!探讨互联网时代
新媒介环境下文学情感表达的新形式$新样态$新
困境与新的内蕴价值!并以此探讨这一现象背后
当下青年的生存处境与价值追求#

总体来说!网络小说多样$独特的叙事机制彰
显着鲜明的后情感主义色彩!这与创作群体$阅读
群体所渴求及希望满足的情感展示$表演欲望$幻
想与逃避心理等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心理诉求是
网络小说后情感主义文化生成的深层动因# 网络
小说的创作$生发与繁荣不以深度的情感表达为
宗旨!游戏态度与深度消解是它在给人们提供
'另类选择(的同时产生的文本意义# 创作群体
与阅读群体通过快感机制$视觉效果$日常生活审
美化$角色数据库$游戏系统设置等叙事方法来书
写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种'想象共同体(!
致力于以虚拟世界的建构和现实空间的开拓来表

达自我# 网络文学'不知道$不关心$不4.,*!自己
和自己玩(%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的
自嗨式无深度$即时性的表达方式!追求爽感$燃
爆情绪$刺激感官的书写方法为读者在现实世界
之外$文本世界之中建构了'异托邦(!它是人们
的自我狂欢场域!充满宣泄性$颠覆性$幻想性!在
此世界中!创作群体想象性$创造性地建构了众多
'情感(故事!契合后情感主义热衷成批生产情
感$兜售情感的理念!也体现了当下社会严肃情感
被消解后兴起的一种新型情感表达方式!这比传
统写作更有利于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使之产生情
感共振!有利于其欲望表达与情绪释放# 同时!网
络小说侧重描写琐碎日常生活$淡化审美体验$注
重视觉感官效果的书写方式!也迎合了读屏时代
读者快速阅读与信息填鸭式的接受方式#

网络文学的书写形态与情感表达方式是文学

活动及文化呈现的一种具象反映!如果把'变迁(
'重组('出新(看作文学与文化的基本特质!网络
文学中的'后情感(表征也并非一种情感表达的
'替换(或'终结(!而只是时代变迁$媒介变革中
文学$文化在不同形式下的一种继续#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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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情感(是一种批判和解构的话!那它同时也在
肯定和建构!为文学和文化带来新的多样可能#
在文学创作方面!'后情感(叙事影响着文学在交
互式书写$沉浸式体验$时空结构的想象$建构世
界的方法等方面的呈现# 它在更新文学的情感表
达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主题与接受方式!甚
至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叙事模式与类型样态#

情感的产生$诠释$表达与重组均与一定的文
化景观有着密切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彼此制约#
网络文学彰显的情感结构是当下情感文化的一种

体现!某种程度上也喻示着'新情感时代(的来
临# 后情感叙事呈现出'次元(风格!在角色塑造
的独特另类$情节设定的反转意外$情感表达的个
性化特征等方面与热衷网络活动$热爱网上社交$
自成一派的青年一代%当前 b世代为主力军&不
谋而合# 而喜欢这类网文的读者也在'不必当
真(与'真实情感($'抽离旁观(与'全情投入(的
对立情感中自由游走# 这也印证着这一代人在回
避'宏大叙事(!反复回到人工建构的环境中经历
与体验人生$生产着自身局部小叙事的人格特征#
这一代人在网文世界中以'自嘲又对抗$随意又
颇具主见$潜藏深重又表现浅薄$郑重其事又游戏
谐谑$逃离现实又解释世界$接纳万物又圈地自
营$解构意义又建构价值的精神样态(%王婉波第
3 版&来寻求意义!并借此在文本阅读与接受过程
中建构想象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 而这一表征及
其形构下的观念更像是一种指导现实生活的有效

信念与态度!影响着青年一代思考更加适恰于当
下时代语境的个体生存及其价值问题!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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