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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探索 

从通俗走向独立：基于网络文学文体的考察 
包明明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网络文学虽然始脱于通俗文学，但是却已经呈现出与通俗文学不同的全新特征。这些新的特征不仅仅在于内在的价值属

性和审美特征，从文体发展的角度对网络文学和通俗文学进行审视，同样可以清晰地洞见网络文学已然独立于通俗文学的证据。 

关键词：网络文学；通俗文学；文体特征；媒介 

 

网络文学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乃

至社会现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络文学的诞生虽然得益于

网络媒介，但是在最初的阶段里，网络媒介只是单纯作为一种

便捷的、高效的传播中介，并未对文学创作带来明显的影响。

另一方面，最初的网络文学作者必然面临着该如何创作的问题。

作为先驱者的他们在未知的领域进行开拓时，所参照的创作样

本必然不会是网络文学本身。从邢育森、安妮宝贝、今何在等

人的网络文学作品中，分明可以看到传统文学的特征。但是随

着网络媒介逐渐发生其作用，网络文学的“创作-阅读”机制开

始受到明显的影响，其文体风格较之最初也已大相径庭。 

一、始脱于通俗文学的网络文学 

网络作家李寻欢曾指出，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

是文学。”[1]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网络文学的特征，但是在网络

文学最初的发展阶段中，网络只是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

表渠道和传播空间，而并未真正对创作机制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这一时期，作为“母亲”的传统文学自然承担起指引网络文学

发展的责任。可是传统文学雅俗分流，雅文学的地位虽然尊崇，

但是门槛高，创作难度大，对于创作能力参差不齐的网络写手

们而言，这并非他们模仿的最佳对象。相反，通俗文学在民间

广为流传，武侠、言情等类型小说拥有着庞大的读者基数。同

时，通俗文学的内容、形式更加灵活，对于创作水平的要求并

不苛刻。因此，通俗文学自然成为网络文学最初发展的主要资

源库。虽然一些早期的网络文学作品也试图采取严肃文学的创

作方式，比如《太阳纵队传说》《奋斗与平等》等。但是这一类

以严肃文学笔法创作出的网络文学作品实在凤毛麟角，并未得

到后续写手们的青睐。 

同时，最初的网络文学并不以营利为目的，玩票性质的行

为较为普遍，大多数参与文学创作的写手多是文字爱好者，少

有专业作家登场亮相。早期的网络文学更类似于一场媒介更迭

下的大众狂欢，其旨在于自我表达式的娱己、娱人，而这与通

俗文学显然存在着天然的亲近。因此，“网络文学天然地具有文

学通俗化的趋向，由于网络文学的作者来自不同的行业，写作

以轻松和娱乐为目的。”[2] 

如果将早期的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进行文体学上的比较，

同样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自报刊杂志等媒介在晚清得

到快速发展以后，通俗文学开始走向了“连载”的道路。这种

连载创作，和网络文学中的“日更”现象极为类似，均要求创

作者必须持续不断地每日完成一定的章节，因此连载的通俗小

说和网络小说都表现出结构松散的特征。相比于在报刊中连载

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即时性更强、可修改空间更少，作者

几乎没有时间对已完成内容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且一日内的

发表章节数量较多，少则两章，多则十余章。这样的连载形式，

加剧了网络文学结构上的松散程度。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压力

较大，为了顺利完成每日的小说生产计划，“灌水”成为降低写

作难度的最佳方式，因此网络文学常常呈现出非主线情节偏多、

总体体量较大等特征。在漫长且持续的文字生产过程中，文本

内部的张力很难得到连贯性的延续，部分章节会在局部形成一

个强有力的整体，引领出某一阶段内的高潮，但是随即又会进

入平淡的低谷，以此不断反复。由于篇幅过长，作者常常无法

兼顾文本前后的情节与人物关系，常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这

一点和通俗文学也几乎一致。 

另外，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在文体结构上都表现出以情节

为核心的叙事特征。在报刊逐步发展的过程中，通俗文学的文

体特征相比于过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受制于连载的篇幅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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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阅读的需要，通俗文学剪除了原本穿插在文本之中的诗句韵

文，原本的章节题目也逐渐简化。在这种简洁的叙述中，情节

成为吸引读者的核心，语言也开始追求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读者的范围，进而促进报纸销量的增长。

与通俗文学相似，网络文学过度简化除情节以外的其他成分，

对环境、心理、动作的描绘都呈现出简化特征。网络文学的语

言风格，也呈现出通俗易懂、诙谐幽默、节奏欢快的特征。 

因此，综合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二者在文体上的基本特征，

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在于二者同属

于“连载”，更在于二者本就出自同源。毫不夸张地说，通俗文

学作为网络文学的“母亲”，直接且深刻影响着网络文学的发展。 

二、媒介作用下的文体变革 

孕育自通俗文学的网络文学，最初一直模仿通俗文学的创

作题材和文体风格。在最初的阶段里，网络文学写手们也在积

极思考和实践着，可是他们对于网络文学的网络属性缺乏深入

的认识，只是简单地将网络语言习惯和网络用语融合到了文本

之中，并未走出真正超越的关键一步。但是作为“父亲”的网

络媒介不可能长期处于失位状态，随着网络媒介的不断发展，

媒介对于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都带来了明显的影响。

在“父母”双方的共同参与下，网络文学才真正开始逐渐脱离

通俗文学的范畴，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文学类型。虽然当然关于

这一点，学界目前尚且没有定论，但是在网络文学发展近 30

年后的今天，如果仍然以通俗文学的标准来审视网络文学，已

然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艺术内涵和文

体风格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其不再是最初诞生阶段的那颗萌

芽，而已经另辟道路，走向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此首先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网络文学何以因为“网

络”而冠名？从概念上来说，“无论从制作工具还是流通角度来

看，在网络上原创、传播以及从网上流传到网下成为印刷品的

小说，都是网络小说。”[3]如果按照这一定义，加上网络文学本

就源自于通俗文学，若是金庸先生将其作品发表于网络上，是

否也可以被认为是网络文学？如果在网络文学诞生初期，这样

的命题似乎可以成立，毕竟最初网络文学中依然还存在着如《天

行健》《英雄志》等以传统笔法写作的小说作品。但是若是在当

下来进行审视，金庸将其小说首发于网络，则未必会受到网络

读者的欢迎，甚至也可能将会“扑街”。究其原因在于，网络媒

介在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开始消解来自通俗文学（甚

至传统文学）的影响，并反映出日益明显的媒介效应。早期的

网络文学，如下文《诛仙》中的选段： 

“青云一脉历史悠久，创派至今已有两千余年，为当今正

邪两道之首。据说开派祖师本是一个江湖相师，半生潦倒，郁

郁不得志。在其四十九岁那年，云游四方，路经青云山，一眼

便看出此山钟灵奇秀，聚天地灵气，是一绝好之地。当下立刻

登山，餐风饮露，修真炼道，未几，竟于青云山深处一处密洞

内，得到一本无名古卷，上载各般法门妙术，艰深枯涩，却是

妙用无穷，威力巨大。” 

这一段文字讲述的是青云门的来历，属于背景介绍，其文

字凝练隽永，文白夹杂，颇有古风意味，与《蜀山剑侠传》颇

为神似，可见作者萧鼎深厚的文字功底。但是当前的网络文学

却并非如此，如下所示为唐家三少作品《斗罗大陆 V 重生唐三》

中的节选： 

风狼是吃肉的。不定期的，人类奴隶也会变成他们的食物。

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牲畜作为食物。 

相对来说，风狼还是妖怪族中对吃人兴趣没那么大。 

对比上述两个不同时期的网络文学文本来看，这种媒介效

应可以从 2 个维度来进行理解。其一，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其

阅读机制和传统媒介相比差异明显，读者阅读网络文学需要通

过不断的“手机翻页”或“划动屏幕”来进行操作，但是以手

机为代表的阅读工具，屏幕大小有限，字数的容纳上限较低。

加上手机等移动端阅读往往较为粗略，追求的是“一目十行”

的快餐式阅读体验，这就要求文字应当尽量简洁明了、通俗易

懂，且段落不宜过长。这种以简短句式进行排列的文本形式，

是当前网络文学文本最主要的文体特征之一，这也和网络文学

的创作机制和阅读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网络文学中，男频

小说和女频小说的单章篇幅均有限制，既不宜过长，也不能太

短，男频单章篇幅一般在 2000—4000 字范围内，签约作品总字

数不得低于 50 万字；女频单章篇幅则较为灵活，但是一般也在

上述范围之内，但是签约作品总字数一般不得低于 30 万字。从

章节内部的结构来看，网络文学不宜出现长段、长句、难句，

甚至许多作者采取单句或一两句话成段的方式进行行文，以加

快故事节奏，提高阅读的流畅程度。从叙事角度来说，网络文

学常常采取线性的时间关系进行排列，且叙事节奏快，多第三

人称全知叙事视角，但也有少许采取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从语

言风格上来看，网络文学追求与时俱进，其语言简练直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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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幽默，且大量融入贴近年轻人生活的口语和网络习惯用语，

而不再追求文笔、技巧、辞藻和修辞等要素。为了快速抓住读

者的眼球，激发读者的情绪，网络文学的文本常常具备着强烈

的爆发力，其内在的情感极为充沛，多以简短的词语或句子反

复渲染某种情绪，使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如《遮天》《斗破

苍穹》等作品均有此类特征。 

其二，从商业化这个维度来看，网络媒介之所以能够对文

体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密切相关。在市

场化的运作下，网络文学的商品属性挤占了文学的中心地位，

并渗透出消费主义下快餐文化的气息，同时又充斥着享乐主义

的价值倾向。网络写手们精心编制出一系列梦幻般的虚拟世界，

来满足个人和读者虚妄的幻想。李寻欢曾指出：“现在网络作家

的写作目的性和商业性非常强，他们的写作目的就是出名赚

钱。”[4]受此影响，网络文学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它并不在乎

学界的评价，只关注作品是否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大多数网

络写手沦为文字和金钱的奴隶，成为一部不断码字、挣钱的机

器，创作的乐趣和自由的表达，都必须通通让位于金钱。因此，

在市场力量空前强大的背景下，网络文学走上了一条狭窄但却

独立的道路，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 

综合来看，在媒介充分发挥其作用，并在市场机制的裹挟

下，网络文学的内在属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名和牟利成为

网络文学写手们的根本创作动机。相比之下，通俗文学虽然也

存在着作者牟利的普遍趋势，但是功利性却并未彻底地挤占文

学性的中心地位。由此，随着“创作-阅读”机制的更新，网络

文学的文体特征也出现了极大的发展，一方面它极适合在移动

端进行阅读，另一方面它则消弭了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界限，

使网络文学写手成为文学的码字工，也使网络文学从根本上沦

为一种商品。 

三、前路漫漫：对网络文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文学的存在基础必须是传播媒体，文学文本的存在必须

依靠物质和技术手段，其传播与接受也只能通过技术手段的中

介来实现，因此，文学的历史从一开始便可视为一部媒介史。”

[5]网络文学的出现与互联网的勃兴密不可分，这与报刊杂志的出

现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网络媒介脱离了传统的纸媒范

畴，它是技术极大发展后的全新产物，因此它才能呈现出与过

去诸多文学传播媒介全然不同的新特征，也正因如此它给文学

带来的影响也前所未有。网络文学一改过去传统文学的姿态，

不仅仅在文体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从内在审美属性、价

值追求等方面产生了颠覆式的改变。虽然近几年来，网络文学

声势浩大，但是学界对此的态度依然不一而足，外界也同样褒

贬不一。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到，网络文学从最初诞生至今不

过区区 30 年的时间，而自第三代写手（如唐家三少等）逐步奠

定网络文学文体风格和价值属性以来，也才不过十余年的时间。

在这短短的 20 多年里，网络文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小走向

强大的惊人发展，但是也走了一条彻底背离纯文学的商业化发

展道路，其内充斥的欲望、幻想常常令读者欲罢不能，也经常

引发社会对网络文学的担忧。 

但是，网络文学发展至今依然方兴未艾，而互联网技术也

正在不断地发展之中，谁也无法定论网络文学未来的发展轨迹。

荣格曾说过，纯粹的享乐主义是不长久的。网络文学的极大发

展其实也与社会物质水平的极大发展关系密切。但是如果仅仅

将享乐的价值赋予给网络文学，则必然难以促进这种文学类型

的持续性发展。这些年来，也常常有写手创作出一些兼具思想

性的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同时现实主义在网络文学中的影响也

开始逐渐显现，因此我们有理由去观察和等待网络文学未来的

走向。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其文体特征也将必然会出现新的

变化，因此还需要进行持续的关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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