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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审美体系的解构
 
王晓英

摘 要:网络文学的平民式游戏特点,解构了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教化作用;网络文学的

数字式传播方式,解构了传统文学的纸质存在方式和生产传播方式;网络文学的自由写作

状态和作者、读者的界限消融,解构了作者中心地位,并且在这个解构的过程中,以特有的

方式重构了网络文学独有的审美体系,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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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络文学是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过程中同步发展起来的,带有互联网精

神的鲜明特征。同时,它的主体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甚至21世纪年青一代,由于互联

网精神或核心价值的影响,就其思想特征而言,网络文学也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不断发

展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解构”。作为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1968
年的《人的终结》一篇中首次使用“解构”一词,他的解构主义源自于对尼采和海德格尔思

想的批判性继承,主张打破现有的社会道德秩序规范,打破个人的思维习惯、接受习惯、创
作习惯等,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最大的特点是反权威、反中心①。网络文学在文

学题材、叙述语言、文本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等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对传统文学审

美体系进行了彻底解构,并以特有的方式重构网络文学独有的审美体系。

一、平民式游戏:对文学教化作用的解构

众所周知,传统文学有三大作用:认知作用、教化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用。“人们在阅读

文学作品时,文学作品具有一种使人的智力、思想品德等方面发生变化的功能,我们把文

学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叫做文学的教育功能。”②纵观文学的历史,文学在其发轫之初本是

属于民间的,其最初作用主要是游戏娱乐、消遣宣泄、愉悦精神、放松身心。随着社会生产

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文学也由田间地头、勾栏瓦肆而逐步走向专

业化、精英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走上了精致化的道路,文学创作也成为文人士大夫

的专利。士本身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因此他们除了承担传承知识的功能外,更多地担负着

宣扬道德、服务政治、影响社会、教化群众的义务,更看重诗言志、文以载道。传统文学不

再把文学看成是生活中的消遣、或是趣味的游戏,而把文学视为其德性修养、道德教化甚

至服务政治的一种工具。所以,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更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主张文学

“兴观群怨”、“讽喻美刺”,倡导“风教”“诗教”,把文学的道德教化摆在了首位。孔子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他还说,“诗三百,一

①
②

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第91页,第266页。
傅道彬:《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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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到唐代白居易倡导“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从社会群体和个体

两方面的结合上说明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认为诗歌“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①这种重教化传统到了近现代,就表现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追求“宏大叙事”,讲求现实的和历史

的深度,讲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和作品就

是典型的代表。应该说,文学的这种传统使文学具有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价值,催生了一大批鸿篇巨制,
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发现,不恰当地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也给文学发展带来消极

的影响,这主要变现为对文学审美娱乐功能的极度忽视,不少文学作品远离生活远离大众,变为简单的

政治工具和文人之间的文字游戏,一些专业作家变为不接地气的精神贵族。
大量事实表明,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文学发展的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打破了文学的神秘感、神
圣感和深度感,使文学重回平民大众。网络时代,文学明显变得轻松起来。尽管网络写手也推敲语言、
结构、情节、主题,但是与传统文学作家相比要马虎很多,写手们没有过多的艺术神圣感、历史使命感和

政治责任感。网络文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轻松文学、游戏文学、新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时尚文学,也有

人说网络文学是涂鸦文学、街头文学、个人文学、快餐文学。这对传统文学的深度模式是一种直接的解

构。我们所见到的网络文学的主画面是:玄幻的场景、时空的穿越、畅快的武侠、甜蜜的言情、多彩的职

场,语言大多鲜活、俏皮、幽默、搞怪,基调大多讥讽现实、反叛传统,内容大多远离现实,又大多映照现

实。写手和阅读者是平等的,写手的视角是平视阅读者而非居高临下,谁也不是教师爷。
毫无疑问,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教化作用的解构,使得一些作品写作和阅读均失去了严肃性、严谨

性和一定的诗性价值,使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变成了集体娱乐、大众游戏的一种方式,并由此在网络文学

作品欣赏中,消遣娱乐心态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轻松好玩的特性反而更为接近文

学的自由、真切的品性。应该说,网络文学就是平民文学,就是当下的民间文学,它的审美功能、审美特

色肯定有别于精英文学。如果我们一味要把下里巴人改造成阳春白雪,也许网络文学就不成其为网络

文学了。所以,我们不应要求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类文学样式都要承担庄严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社会责

任,都要追求高层次的艺术审美品格和深厚隽永的审美深度。
对于网络文学的娱乐性、亚文化性,我们可以去引导提升规范,对其中那些反文化、庸俗恶俗的东西

要批评遏制。因为,作为文学毕竟是一种审美创造,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品质和艺术质量。文学作品绝

不是纯天然的产物,它加入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态度随意化、游戏化可

以,但过度随意化游戏化就不可以。原因有二:一是文学作品一旦进入社会传播阶段,就是社会产品,就
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总要给人们一些审美价值,而不是纯个人自娱自乐的工具;二是网络文学写手

大多也是文学爱好者,有着一定的文学梦想和艺术追求,这也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创作要有一定的艺术品

质和基本写作质量,给人们带来必要的审美愉悦,从而也证明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二、数字式传播:对文学存在方式的解构

一般说来,文学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媒介形式和文本载体。早期的说唱文学的媒介形

式表现为说书艺人的口头传达,属于口头文学,没有固定的文本载体。印刷术和造纸术发明和成熟之

后,推动了纸质文学的兴起和繁荣。纸质文学的媒介形式为可以感性直观到的书写文字,其文本载体主

要表现为成册的书籍。网络文学的兴起正如纸质文学对口头说唱文学的解构一样,对纸质文学也是一

种历史性解构,它体现着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表现为:
写作方式由原子式写作发展为电子式写作。在0和1组成的数字世界里,键盘代替了笔,写作效率

显著提高,一天可以上传数万字的写手大有人在;文字变得可以任意组合、随时传播、海量存储、人际互

动。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方式随之发生变化,由纸书思维转为电子书思维,即数字思维,思维速度更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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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想象更丰富、精神领域更为宽广。
文本载体由纸质文本变为电子文本。电子书可以自由下载,可以多媒体手段表达,可以超链接相关

知识点,可以不需要繁琐的方法复印、剪贴而自由拆分、复制、粘贴。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表现方法

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此外,电子书可以即时传播、多向度传播,便于检索寻找,易于携带。网络

文学的这些新特点,与现代人多向性多维度大信息量思维习惯阅读习惯极为吻合。由于网络信息载体

的多媒体性,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还能看到生动、形象的画面或者听到 MP3声音,如有声小说。网

络文学通过多种途径诉诸读者多种感官,使读者得到了多重审美体验。
阅读方式由纸质阅读变为数字阅读。这是文学存在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典型写照。读书变为读

屏。无论手机屏还是电脑屏、IPAD屏,尽管在阅读方式上仍然尽力模仿纸质书的体验,但是读屏方式

主要是一种浅阅读方式,更适用于玄幻、武侠、言情、穿越等一类偏重情节快速推进的叙述文本。
最终产品由艺术属性为主变为商品属性为主。尽管传统文学现在也越来越追求发行量和尽可能高

的版权收益,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把艺术性放在首位。而网络文学最初的纯游戏式爱好式自由书写

在文学网站的诱导下,越来越多地异化为一种纯商业化的文字游戏。写作者除了享受满足面对公众自

由码字的快感,还想以此赚取尽可能多的金钱。许多网络写手成了文学网站的码字机器,最初的文学创

作快感丧失全无。网络文学动辄数百万字上千万的篇幅作品,文学网站也乐此不疲,其原因就在于拉长

的篇幅能够获得更多的点击率,网站和作者能从中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
传播方式由线性传播变为网格化即时传播。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模式,除少量作者自己打印或手

抄本之外,一般都是作家构思写作、出版社编辑修改、印刷成书、书店发行、读者购买、评论家推介。这样

一个线性的生产传播流程最大的好处在于,文学的质量在经过层层把关道道加工后可以得到一定保证。
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对传统文学的这种传播方式进行了解构。网络文学运用新技术打破了纸质文学由

其销售渠道建立的壁垒,实现了传播途径的网络化。梅罗维茨指出:“电子传播媒介打破了物质场所/自

然场所/社会场所之间的联结,造成了彼此的分离。这正是电子传播与口语传播和印刷传播的区别。”①

网格化的传播是一种超时空传播。在网上,不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非常便利地互相交流。一篇网络

文学作品,可以瞬间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可以上网阅读的人所共享。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文学的传

播真正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能够跨越地域、民族、国家和语言的藩篱,真正成为无国界无时限的艺术。这种

文化、文学全球化、共时化的奇迹,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得以实现,它将极大地改变人类文化交流的格局。

三、全民式狂欢:对作者中心地位的解构

当文学还是作家们的产物时,作家是大众的时代的代言人。当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由于

发表的自由、直接、即时和写作的无把关人、无规定性,使得平民大众在文学方面的表达权、话语权获得

空前的发展,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作者中心地位。许多人从未意识到的文学天赋和创作潜能被网络所激

活,并得到了空前的展示和能量释放。网络文学再也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权,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成为

作家。这是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作家中心、作家权威的最大解构。许多文学爱好者的文学梦,只有在网

络时代才得以实现。仅就我国而言,自1991年第一篇网络原创小说《鼠类文明》发表,到2011年的统

计,文学网民人数达2.27亿,约占全国网民总人数的47%;以各种不同形式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人数

高达2000万人,注册网络写手有200万人,通过网络写作获得经济收入的人数有10万人,职业或半职

业写作人群超过3万人②。网络文学的作者越来越多,其作品越来越丰富多彩,其影响逐渐扩大。大量

网络写手的登场打破了往日专业作家垄断文坛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了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流文学

话语权力的消解。网格连接、散点辐射、触角延伸成为网络文学消解文学中心话语的基本方式,也就是

本雅明所说的后现代社会中“主体的非中心化”。

·121·

①
②
JoshuaMeyrowitz.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r.NewYorkUniversityPress,1986,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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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底蕴乃大众消费文化,网络文学的大众身分决定网络写手常常会采用最日常的方式接

近读者,通过最普通的形式走进读者的心灵。在点击率的高压下,网民的即时反馈下,网络写手彻底改

变了“作者中心主义”的姿态,边写边改,有时结局也要根据网民的胃口来确定。互动式的写作方式将原

本个人化的、封闭式的写作转变为一种“集体式”的创作。在这种写作模式下,出现了“交互小说”、“接龙

小说”等新的小说样式。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形式更新,更重要的是在互动过程中,文学交流不再成为

一种漫谈式的对话,而是转变为直观的数字符号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这样的文学,就不再是

个人沉思的结果,不再是个人的独舞,而是集体的“文学狂欢”。文学本身即是人的思想情感传达、交流

的载体。长久以来,纸质文学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文学仅仅是个人对他者的倾诉,而不能正常实现

交流的功能。而交互式写作模式则使文学从单向的倾诉转变为双向的对白。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被网

络文学解构,作者的主体性在网络文学中沦陷,网络的自我叙事把作者的中心地位彻底解构。网络文学

正是在实时互动和群体参与中实现了从“作者中心”范式与“文本中心”范式向“读者中心”范式的转型。
任何解构本质上都是为了自由。正是网络文学“文本的自由度让作者和读者在网络小说中找到了

写作和阅读的快感”①。网络写作进入化名作者与群体作者携手共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作者成为众

人,网络写作成为群体写作。而成为化名作者或群体作者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同时是读者。因此,作为

个体的“作者之死”,同时唤起了网络上成百上千的“作者之生”。作家就是这样消泯在集体之中。
专业文学与大众文学、新民间文学在互联网时代并驾齐驱、共同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文化的进

步。网络文学向民间的复归,对作者中心地位的结构,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大众化,而实际上是普通

人向客观世界的进一步延伸。麦克卢汉说:“孤立去看数字,数字像文字一样神秘莫测。如果被看成是

人体的延伸,数字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正如文字是我们最公允、最客观的感觉(即视觉)的延伸和分离一

样,数字是我们最亲密的、相互关系最深的活动(即触觉)的延伸和分离。”②数字化的文学在互联网中的

延伸不仅意味着文学性在民间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平民大众生命价值在客观世界中的不断延伸。
总之,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教化作用、存在方式、生产传播模式和作者中心地位的解构,也是对其自

身文学模式和审美体系的建构。在这个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网络文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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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tsproductionandcommunication;thefusionoffreelancewritingandtheauthor-readerdemarkationlinedeconstructs
thecenterpieceoftheauthor,besides,inthisprocess,ituniquelyreconstructsitseastheticalsystem,thereby,acquiringaspe-
cialeastheticvalueofits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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