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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多维度透视
王泽庆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出现，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网络超长篇小说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文学

帝国”，注重电子书写和理工科思维对文学的渗透，极大地提升了创作速度，并能较好地把握情节节奏。网络超长

篇小说凸显文学的娱乐功能，迎合年轻网友无痛感的阅读，而这些读者的鉴赏判断受到作者的认可或呼应，青年亚

文化中的文学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内容为王，是网络超长篇小说在消费时代大显身手的法宝。但因情节

和故事中心论倾向，忽略对形式美的追求，网络超长篇小说已踏上文学终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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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超长篇小说，一般是指百万字以上，甚至有

千万字篇幅的网络小说。⋯1『74网络超长篇小说的点

击率、IP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远远超过网络诗歌和

网络散文。大众提到网络文学，一般都不自觉地指

向网络小说。在巴赫金看来，主导文学命运的，体裁

超过了思潮和派别。【2J510网络超长篇小说的特点、存

在价值与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网络文学。网

络超长篇小说的篇幅，突破了读者对长篇小说的审

美预期。小说创作和接受的生态环境也因此改变，

给小说研究带来新的课题。对于擅长网络超长篇小

说创作的唐家三少，其作品总量远远超过了仍活跃

在文坛上的张炜、贾平凹等传统作家，是“值得思考

的文学现象”。《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说超长篇是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并认为它的出现并非是偶

然的，而是“信息时代全民写作的必然结果”【3 J。当

前对网络超长篇小说的研究，具体作品的微观研究

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宏观研究还有待深入，如对它的

产生原因、主要功能和未来发展等研究内容，需要从

科技、文化和美学等维度进行探讨。

一科学技术支撑的“文学帝国”

按照传统的界定，长篇小说一般是指10万字以

上的作品。超过百万字的，如法国的《追忆逝水年

华》、克罗地亚的《戈尔达娜》、我国的《长城万里图》

等作品，屈指可数。在网络文学出现之前，如果把百

万字以上的超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来进行研

究，似乎缺乏学理上的充足依据，因为它还不具有普

遍性，只是个案而已。但网络超长篇小说创作已成

为普遍现象，据聂庆璞几年前的统计，仅纵横中文网

超过100万字的网络超长篇小说就有1200部H1。

五六年过去了，现在网络超长篇小说的数量远远超

出我们的想象。可以说，系统研究网络超长篇小说

的时机已经成熟。前文提到的唐家三少，超长篇小

说是他创作的主要体裁，其作品有《空速星痕》《善

良的死神》《惟我独仙》《冰火魔厨》等，十年间创作

的作品高达3000多万字。∞1探讨网络超长篇小说，

不能不重点关注唐家三少。研究网络超长篇小说，首

先要探讨它的产生原因。与普通读者一样，许多研究

者感兴趣的，是网络作家怎么创作出如此超长篇幅的

作品，这个庞大的“文学帝国”是如何建立的?

一种文学体裁的出现，如同其他历史现象，其产

生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恩格斯所说的有无数互相

交错力量的历史合力结果。从作者的角度看，许多

写手开始触网，是抱着玩玩的态度，纯出于个人兴趣

和爱好。但是超长篇小说创作，需要持续不断的日

更，如果只凭兴趣和爱好，恐怕是难以坚持。解释此

现象，就要涉及网络超长篇小说创作背后的巨大经

济利益。网络小说是按照字数付费，字数越多，写手

获取的报酬就越多。“菜鸟级”写手每年只能拿到

一两万元，而“大神级”写手则能轻松进账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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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网络超长篇小说还可以纸质出版，改编成影

视、游戏等产品，其日益飙升的IP价值，吸引写手们

拼命去写。当然，网站、出版社和游戏商等也获得相

当一部分的利润。可以说，利益的追求是网络超长

篇小说出现的重要因素，但是仅有此还不能导致超

长篇小说的产生。

有同样的写作驱动力，不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成

效并不一样。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拟定《人间

喜剧》的庞大创作计划，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

析研究三大部分。他一天写作时间高达十五六个小

时，“一口气把十几支羽毛笔写秃”，工作强度能与

现在的网络作家一比。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并靠黑

咖啡来提神助写，不仅因为强烈的文学使命感，还有

经济上的原因，他负债累累，旧债未了，新债又来，只

得拼命写作赚取稿费。20年过去了，最后的结果

呢?用茨威格的话说，“这个毫无节制的人给自己

确定了一个实际上难以达到的目标”[6]402—406。而网

络作家唐家三少的当时境遇与巴尔扎克有相似之

处，因为结婚急需要在北京买房，他必须加快写作速

度赚够买房的钱。北京的超高房价是天下皆知，通

过短时间创作的稿费来买北京的房，不亚于是天方

夜谭，但是唐家三少做到了，一年就写了3本网络超

长篇小说。‘71

巴尔扎克和唐家三少的主观能动性都已发挥到

极致，但是一个完成了计划，另一个则没有，原因何

在?小说创作量的突破，还取决于创作的速度。作

家的时间是有限的，只有提高创作的速度，才能实现

量的突破。而速度能否得到提升，必须要探讨书写

的技术问题。有学者认为，网络超长篇小说的产生

原因，除了商业原因之外，还有小说自身因素——类

型化写作。如玄幻、魔幻、穿越、游戏、官场等网络小

说，有固定写作套路和模式，“许多的写手只将一些

名字、场景或道具略作更换，就能按照套路写下去，

轻车熟路，一泻千里。”Ho类型化写作，的确是网络

超长篇小说出现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能仅仅探讨至

此。按照类型化和模式化进行创作，是通俗文学的

一大特点，如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也是如此。张

恨水一生写了近3000万字作品，其巾小说有2000

万字左右，在当时称得上是创作上的奇迹，但作品数

量还是无法与唐家三少比，其原因在于书写技术的

时代限制上。

在马克思看来，艺术生产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除了受需要、教育和分工等因素制约外，生产的技术

条件是艺术生产的首要制约因素，这些观点对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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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_8j119在照相机、摄影机和

电脑等生产工具和相应的生产技术基础上产生的艺

术创作技巧，是本雅明所说的艺术生命力。旧儿72利用

电脑进行写作，即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电子书写，是

当代网络作家与巴尔扎克、张恨水等传统作家的根

本区别之一，它大大提高了文学创作的速度。唐家

三少利用智能ABC输入法，创下过每小时8000多

字的极限速度，一天平均写3万字，被网友称为“网

络时代的赛车手”。近1000万字的作品，仅仅用了

3年时间，其中150万字的《狂神》用了不到五个月

的时间，160万字的《善良的死神》也只花了4个

月。u刮所以，只有创作速度的加快(这里仅指正常的

书写，还不包括粘贴复制)，在有限的时间内，才能

创作出网络超长篇小说。除了经济利益的追求，网

络文学创作还跟作家的生活阅历、文学素养等因素

有关，但区别于传统文学，还有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

上的电子书写，以及相应的思维习惯和文学观点，这

都是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电子书写中的主体是人

和机器的结合体，机器在提升创造者书写速度的同

时，促进了创作者的思考，但有时候人跟不上机器的

速度，又妨碍了自己的思考。

唐家三少有一段创作谈，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数学非常好，语文一般。

现在写书的人很多都是数学好，我有个朋友是理科

的双硕士，他写书也非常好。写书的人数学不好，其

实写不好书，因为你逻辑思维不强，没法儿创作好情

节节奏，尤其写不了长篇。”¨川认为文学创作需要一

定的逻辑思维，这是常识，但认为写不好书，是因为

数学不好，这听起来比较新鲜。唐家三少所说的理

由，是长篇小说的情节节奏把握需要有数学功底。

数学是逻辑性极强的学科，数学好对情节安排的确

有帮助。实际上，把数学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唐

家三少不是第一人，德鲁坦早就指出，在情节构成中

必须具有“某种数学的天资——即：使分散的部分

结合成一个整体，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合乎逻

辑地(而且是出乎意料的事件连续般地)贯串起来，

然后向结局一转，犹如有一种干净利落地抖开包袱

般的力量”¨2J 71。但唐家三少与德鲁坦不同的是，他

不仅说情节安排需要数学好，而且说数学不好不能

创作超长篇。就此问题，笔者请教了安徽大学文学

院顾祖钊教授和数学科学学院陈华友教授。细究起

来，唐家三少这么说，原因可能是：其一，数学注重论

证过程。让一个王子与农家姑娘谈恋爱，不是想当

然就可以，而是要设置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创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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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的条件，才能让他们能够跨越各种障碍，让他

们的结合具有合理性。数学不好的文科生，容易把

其中许多过程省略掉，篇幅自然会减少。其二，可以

利用数学排列组合原理进行创作。每一个人物，每

一个小故事，都可以作为一个模块。模块越多，排列

组合的数就越大，就能形成超长篇的小说。

除了数学思维之外，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创作，还

与理工科生崇尚对社会生活进行自然主义式描绘有

很大关系。众所周知，理工科生是网络小说创作的

一个重要主体，占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的70％，这也

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是理

工科生创作超长篇的优势所在，也是其不足之处，即

不擅长艺术概括。这种优势与不足，都能体现在网

络超长篇小说创作中，唐家三少的访谈录可以佐证：

“坦白说，长篇比短篇相对更好写，因为长篇写作除

了文字本身，对故事性和逻辑思维能力要求会更强，

不像短篇对文字要求那么精练，这也是为什么理工

男成为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

我们看来越是短篇越难写，比如微小说要求用几十

个字写篇小说还能写得特别精彩，非常难。”¨3J

可以说，电子书写和理工科思维方式，是网络超

长篇小说产生的科学技术因素，它们与受众的需求、

作者和商家的利益追求等因素，共同促使了网络超

长篇小说“文学帝国”的出现。

二青年亚文化中的文学诉求

据报载，截至2016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

超4亿，其中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超3亿。网络超长

篇小说是网络文学的重头戏，是网络文学用户关注

的焦点，是当代社会的艺术表征之一。文学虽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但它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如果从历史的

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

却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14J3

可以说，网络超长篇小说就是当代消费社会这一张

无边无际网上的一小块。消费社会的特点，是消费

和服务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生产占主导地位。在

文学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

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读者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提高。

在过去，语言与文章的地位是极高的。《左

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人的生命是

有限的，但是立言让人不朽，立言是“三不朽”的一

个重要部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章

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包括文学在内的文

章，并不是可有可无，不仅关系到个体生命的不朽，

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大业的兴衰。文章有如此高

的地位，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创作，像司

马迁一样，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藏诸名山，传之其

人”，创作者也因此受到众多人的敬仰。但在消费

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网络超长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主要是年轻人，

包括中学生、大学生和一些白领蓝领等。他们都有

一定的艺术情怀，接受新事物快。较之中老年人，年

轻人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反叛精神，他们不满足应试

指挥棒下的文学教育。除了学文学的大学生之外，

年轻人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观念的形成，重点是在中

学阶段。中学阶段的文学文本，是教育专家结合教

学目标，根据文学史、文学理论的判断和标准进行筛

选的。如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主要分为“阅读

鉴赏”“表达交流”“名著导读”等部分，其中“阅读

鉴赏”是主体，每册4个单元，各有侧重点：形象性

较强的，思辨性较强的，应用性较强的。应该说，中

学阶段的文学教育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它对学生

的文学鉴赏能力、表达能力和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培

养，功不可没。但它只考虑学生群体的整体性，以及

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文学类型的全面性，受大众欢迎

的当代通俗文学，在教材中不可能得到充分体现。

尽管有配套的选修教材，还是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

的亚文化文学诉求。

除了内容设置，年轻人对文学的解读也有不满

意的地方。他们不能对教材上的课文进行个性化的

解读，课后作业和考试试卷一般都有参考答案，只能

在参考答案的范围内进行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学生的文学想象力。即使是作家本人，对自己

被选人高考现代文阅读中的文章解读，也难以得到

满分，甚至连一半分数都得不到。

年轻人不得不在文学教育体制之外，寻求自己

的艺术空间。这个时候，互联网出现了。科学技术

与消费文化合谋，产生的能量不可忽视。年轻人找

到了一个不同于纸媒的平台，他们可以在上面发表

自己认可的理想作品，阅读不同于语文教材上的文

学作品，即网络超长篇小说。青年亚文化中的文学

诉求，存在于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心中，甚至可以说每

个年轻人心中都有这种诉求。网络文学与教育体制

需要的传统文学，共同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文学

实际追求。大部分年轻人只能认可和顺应当前的文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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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体制，否则的话，难过考试关，不能进入高等

学府深造。他们对传统文学作品及其价值的认识，

有不少人是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而非发自内心。

网络超长篇小说走的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路

线，如唐家三少只写自己擅长的内容，注重文学的休

闲和娱乐功能，不是为了“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不

是按照传统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进行创作。传统理

论很少把娱乐功能放在首位，而是强调审美、教育等

功能，最多只是强调“寓教于乐”。网络超长篇小说

有不少充满正能量的内容，但一般不把人文精神的

引领放在首位，而是看文学是否“好玩”，注重可看

性，契合了年轻人反叛文学教育体制的心理期待。

网络超长篇小说凸显传统文学理论中认为是较低层

次的娱乐功能，让网友快乐成为创作的首要选择，凸

显快乐，让读者进行无障碍地阅读。这种阅读特点，

笔者在一定范围做过问卷调查，发现受到青年人欢

迎的，主要有这几个方面：首先要有新鲜有趣的内

容，特别是传统小说或严肃文学没有的。比如天下

霸唱在《鬼吹灯》第一卷第一部《精绝古城》的引子

中指出：“盗墓不是游览观光，不是吟诗作对，不是

描画绣花，不能那样文雅，那样闲庭信步，含情脉脉，

那样天地君亲师。盗墓是一门技术，一门进行破坏

的技术。”这种具有破坏性的，见不得人的，却又有

相当技术含量的盗墓话题，很快就吸引住具有反叛

心理的年轻人，这是语文教材中不可能看到的内容。

其二，大胆、富有想象力的情节设置。如唐家三少在

《绝世唐门》中写道，霍雨浩加入唐门的原因是：“我

想要出人头地，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加入唐门无

疑是一条捷径。不但能够让我进入史莱克学院，更

能得到你们的指点。”而唐雅让他加人唐门的最初

动机，是因为他做的烤鱼太过美味!唐雅还把记录

唐门绝学的《唐门玄天宝录》抄录本递给霍雨浩，

“除了玄天功之外，玄天宝录还记载了五种绝学，分

别是：练手之法玄玉手，练眼之法紫极魔瞳，擒拿之

法控鹤擒龙，轻身之法鬼影迷踪，以及暗器使用之

法，暗器百解”。这里的情节设置，把当今社会上流

行的成功学、消费时尚以及传统武侠小说等元素夸

张而大胆地结合在一起。其三，轻松诙谐的语言。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开头，用年轻人求职简

历里的语言对朱元璋的介绍，非常对网友的口味。

此类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永乐初年，被政事累

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

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

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地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

12

⋯⋯”，完全不似教材中正史的表述。

网络超长篇小说能让读者在瞬间获得快感，而

不需要费脑力。这种无障碍的阅读，实际上是没有

痛感的阅读，打个比方，就是拒绝“崇高”的阅读。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由于对象体积和数量

无限大或是力量的巨大，超过人的感官接受程度，鉴

赏者有生命力暂时阻滞的痛感，但最终通过心灵的

超越，把痛感转化为快感。¨纠无障碍的阅读，就好比

是鉴赏“优美”，直接就美的形式产生阅读的快感。

但仅有这种阅读是不够的，有些作者在作品中故意

设置一些“阅读障碍”，超过读者的接受程度，或者

不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需要读者一读再读。读者

刚开始可能是一头雾水，产生一种痛感，但最终能拨

开云雾见天日，获得阅读的快感，产生难以磨灭的阅

读感受。但这种阅读，对年轻人并不新鲜，因为他们

在文学教育中接受的大多是有障碍的阅读。加之他

们学业、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较大，阅读网络超长篇小

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发时光，放松心情，是每天的

生活习惯，而不是出于受教育的动机。他们对网络

超长篇小说这种无痛感阅读，是相见恨晚。这种无

痛感的文学阅读，在马季看来，不强调“美学品质”，

而注重一次性阅读，“只有庞大的数量才能满足用

户的需求”‘3|。

网络超长篇小说不注重作品的艺术美，抛开传

统美学中的艺术标准，而是让读者说了算，看粉丝的

支持和点击率。虽然有人质疑有的网络超长篇小说

不是艺术品，但是作者和读者似乎忽略了这种质疑。

按照迪基的说法：“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

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

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1 6]110

在过去，在艺术世界能够授予艺术品地位的人，是包

括批评家和美学家在内的真正专家。但是艺术世界

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网络”，充满着冲突和斗争，具

有“弱体制性”，u7J187现在判定一个作品是否是艺

术，却是网友说了算，他们是网络作家的衣食父母。

艺术世界内的其他行动者，如文学编辑、出版商、游

戏商和网站经营者，更看重网友的点击率，而不是批

评家的意见。

网友不仅靠点击支持网络超长篇小说，而且直

接参与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创作。得益于互联网平台

的技术保障，互动性是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

一个最显著特点，巴特在《s／z)中提出的可写文本

得到真正实现。唐家三少说：“当我所写的小说在

原创文学网站上发表的时候，我的读者第一时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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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到，同时给予评论，他们的鼓励也成为了我那时

候创作最大的动力。”【l刮读者与创作者进行互动，有

精神上的鼓励，有催更的，有对文本写作提出建设性

意见的，当然也有表达不满的。这几个方面，都有益

于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创作。比如说读者的催更和黏

性，促使了网络超长篇小说的持续更新，读者的要求

得到创作者的重视。年轻人不甘于做一个被动的接

受者，互动性让青年人的鉴赏判断，得到了作者的认

可或呼应。对作品的理解和要求，没有教育专家制

定参考答案的限制，年轻人的主体性由此得到体现。

三 内容为王与文学终结

2001年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发表了题

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

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引用德里达的话说，

“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

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

结。¨引对米勒的观点，国内学界有赞成的，也有不少

反对的，认为文学会继续存在。我觉得对米勒提出

的论题，不能把他的结论反驳掉就算完事。他论文

的价值，不能仅仅依据其结论的正确与否进行判断，

而是要看是否有效分析了电信时代哪些因素导致了

文学的终结，即哪些因素阻碍甚至是消解了文学的

发展。即使文学在现在或未来很长时间内不会终

结，但任何事情都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了

解与分析它如何终结，是一种文学危机意识的体现，

是必要的理论研究。有了文学终结论，才能构建完

整的文学发生发展论。

米勒指出，“这些新的媒体——电影、电视、因

特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

的被动的母体。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它们都会以自

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

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ll引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文学为什么终结?因为新媒体因自身的需要，改变

了文学的表达方式，产生了新的形式。米勒的分析，

对探讨网络超长篇小说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把网络超长篇小说与文学终结理论结合起

来，能更好地透视网络文学的发展轨迹。

唐家三少在接受采访时说，“网络文学与传统

文学最大不同在内容”，这里的网络文学，他指的是

网络超长篇小说。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内容选择标

准，不是依据传统文学理论所说的作家审美理想，而

是偏重读者的需求。网络超长篇小说在网上连载创

作，“在连载的过程中，你就会看读者的评论，你会

看到读者的反馈，感到读者更喜欢什么样的创作，我

们的创作虽然是通过自己来创作但会知道读者的好

恶，潜移默化多少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会促进你的创

作更贴近于读者，所以我们的创作可能会更接地

气。”ⅢJ一句话，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内容选择，是以

读者的好恶为标准。其他网络小说作者也有类似表

述。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读者群，他们喜欢的文学内

容，是按照小说类型进行分类，如起点中文网的玄

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现实、军事、历史、游戏、

体育、科幻、灵异等，其完本作品中均有网络超长篇

小说。这些类型小说能吸引读者的，除了娱乐定位

外，还有唐家三少说的“接地气”，无论是玄幻，还是

仙侠，作者都能在文本巾把现代生活元素写进去，顺

着读者的思路走，满足年轻人在多重压力之下的想

象欲求。

内容为王是网络超长篇小说纵横当代消费社会

的法宝，也提示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不足。正如周

志雄指出的，“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在艺术上并未

有根本的革新”，只是“复活了讲故事的传统”。怛¨43

对此，唐家三少就明说：“我们这种小说不存在任何

文学性，没有任何文学价值。只是让大家在一天工

作之后，看一下放松自己。”【221唐家三少不是谦虚，

说的基本是实情。虽然在小说题材开掘上，网络超

长篇小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在艺术形式上不

仅没有创新，而且还出现了倒退现象。

在网络超长篇小说中，《明朝那些事儿》算是比

较出色的一部。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有不足之处，

如小说文体意识淡薄。小说基本上按照历史事件发

生的时间为顺序，以史料为基础，展示了明朝十七个

皇帝、王公大臣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虽然以年代

和具体人物为主线，但小说在整体上没有精心设计

的艺术结构，可以看出作者这方面的艺术缺陷，或者

是没有意识到结构的重要性。“结构从来就不是单

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

长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

现。”[2纠《明朝那些事儿》是以小说的笔法写史，有

文学化的语言和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并注重情

节的设计。作品材料主要来源于《明实录》《明史》

《明史稿》《明史纪事本末》等，作者的目的是把历史

写得精彩好看。许多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把它当

成小说，而是历史著作，作品因此被誉为“30年畅销

的史学读本”。但把《明朝那些事儿》当作历史小说

来看，不乏商家和媒体等方面的推波助澜。

内容为王，是情节和故事中心论倾向的一种体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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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容易忽略小说人物形象和语言等方面的美学价

值。如语言，就是许多网络超长篇小说创作者的短

板。一方面是因为文学专业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是

因更新任务紧，没有时间对语言打磨。即使是颇受

好评的《间客》，其语言也缺乏锤炼，正如作者自己

所说，金庸能用20万字叙述的，他50万字都说不清

楚。唐家三少讲究情节的逻辑性，但是逻辑性并不

是高级的艺术标准——有机统一性，况且许多情节

还是“逆小说”(福斯特语)的。好的艺术品应是浑

然一体的生命体，不能增之一分，也不能减之一分。

超长篇小说的长，应是“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

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123|。但是在网络超长篇小

说创作中，作者是边写边改，甚至写了后面，忘记或

无暇顾及前面的悬念设置，如《诛仙》就有虎头蛇尾

之嫌，这是小说创作的大忌。再加上读者的不停地

催更，有不少内容是硬生生给拉长的。长篇，是长篇

小说追求的目标，但是这种追求，不能仅是“事件和

字数的累加”，而要有“艺术的大营造”心3|。有的作

品还有大量模仿，不少内容是强贴上去的，更谈不上

具有有机统一性。

网络超长篇小说艺术形式美的缺失，跟网络媒

介和消费文化都有很大关系，是导致文学终结的重

要原因。黑格尔认为：“艺术没有别的使命，它的使

命只在于把内容充实的东西恰如其分地表现为如在

目前的感性形象。”[24]385网络超长篇小说的内容是

有了，但是把这些内容表现为感性形象，而且是恰如

其分地表现，网络作家现在还没有做到。唐家三少

在许多场合表示，要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真和

善可以做到，但难做到的是美，除非不看重点击率等

因素。网络超长篇小说有内容，但是没有与内容相

适应的形式，两者不是有机统一的结合体。

文学终结论，是来源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

导致艺术终结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用感性形式来

表现真理，还不是真正适合心灵的表现方式”Ⅲ”33，

适合心灵需要的是宗教和哲学。艺术终结，是感性

形式的终结。前文提及的米勒观点，应是黑格尔思

想的某种继承。如果没有艺术形式美，网络超长篇

小说会仍然存在，但那是历史通俗读物，是带有文学

性的知识读本，或者是别的类型读物。可以说，不具

备小说形式的作品，就不是严格意义的小说，而是其

他类型的作品。从这个角度上看，网络超长篇小说

已经踏上文学终结之路。唐家三少说，网络文学的

出现至少对提高整体文学爱好者的数量有非常大的

帮助。∞1但是我要说的是，他们爱好的已经不是文

14

学i，

网络超长篇小说自然有存在的价值，比如对创

作题材的开拓，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

海外传播，丰富年轻人的休闲生活，等等。但是从文

学和美学的角度分析，情形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文学

有自身的审美习俗和理论逻辑。莫言认为，如果让

他来评价网络小说，他还是要遵循严肃文学的标准，

是有他的道理的。除了作者和网友之外，网络文学

的评判应有其他专业人士的参与。网络超长篇小说

有外在的创作目的，称不上是自由的艺术。外在目

的固然可以追求，但不能因此忽略文学之所以成为

文学、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法则。

尽管网络文学创作也有遵循传统文学理论的写

手，网络文学创作之外有大量的传统文学创作者，但

是我们不能低估网络超长篇小说带来的影响。叶非

夜说：“我玩‘王者荣耀’时接触过很多十七八岁的

小孩子，在他们世界里，其实《三国演义》这些书并

不是经典。相反，他们从小接触网络，会觉得天蚕土

豆和唐家三少是他们的启蒙。”Ⅲ1传统文学经典，不

仅在网络写手笔下消逝，而且在年轻读者心里逐步

被清除，网络超长篇小说与传统文学如何构成一个

完整的文学生态，做到邵燕君所说的塔尖和塔底的

互动旧7|，是个严峻的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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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Network Super Novel

WANG Ze——q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hui Un溉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super novel is a literary phenomenon worthy of attention．The network super

novel is a“literary empire”bas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t highlights the infiltration of electronic writing and

the thinking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o the literature，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writing speed and better grasps

the rhythm of the plot．The novel emphasizes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of literature，catering to the painless reading

of young netizens．Their appreciation]iudgment is recognized or echoed by the author，and their literary demands in

the young subculture al e realized．Content is king，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magic key for network super novels in

the consumer era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However，centering on the plots and story，ignoring the pursuit of formal

beauty，the network super novels ale on the way to the end of literature．

Key words：network super novel；science and technology；entertainment；the end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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