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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聚合与遴选模式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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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文学的聚合处于无序的状态，人们期待网络文学从无序走向有序。网络文学

的秩序建构关乎网络文学的生存发展，尽管有人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选秀文化与文学博客的兴起给优化网络文学的聚合与遴选模式带来了许多现成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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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媒体方式或媒介语言在不断地重构我们

的当代生活，网络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新鲜的

话题之一，它以强势的姿态介入了文学这个古老

的领域，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延续已久的文学

社会学。网络文学一时间成为文学圈内的热点，
评论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网络文学作为一种

新生事物，终究作为一种存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

一、对秩序的期待

网络文学的拥趸者发出一个旗帜般 的 口 号：
“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这种基于网络平台的

创作对传统文学观念是一种解构，同时又是一种

自由抒情的展示，消解了文学所具有的神性品格。
网络锯掉了传统文学过于森严的门槛，给了文学

一个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人人都有在这里自由

抒写的权利。然而，伴随着文学的这种极度自由

而来 的，是 模 式 化 之 后 的 平 面 化，感 情 被 过 度 消

费，厚度却被极大地削弱了。号称几百万的庞大

网络写手队伍，海量的作品库存，听起来颇为激动

人心，但网络文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实是谁

也回避不了的。网络中的作品百花齐放但也杂草

丛生，深沉厚重的抒情文字常常在网络中被淹没，
一本正经的倾诉也许会被解读为无厘头的浅薄搞

笑。网络文学缺少约束，出现了许多文字粗疏、庞
杂无序，处在一种粗糙的原生态水平的作品，更多

的人是在这里自娱自乐，自怨自艾，自吹自擂，顾

影自怜，平铺一些小情小绪，而很少有让人眼前一

亮的文字出现。网络文学从此被贴上了肤浅、平

面化的标签，而一旦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杰作出

现时，却又泛不起一丝涟漪，就像一颗美丽的流星

砸在沙漠中央，无声无息。难道网络生态决定了

那些厚重深沉之作无法生存吗？

数量并不会制造文学的辉煌，如果网 上 的 作

品如同杂草一样自由蔓延，那么它们也就如同杂

草一样为人所遗忘，这对于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

极为不利。网络文学是基于自由的，但人们都期

待着一种秩序的存在，混乱、无序的状态往往伤害

了阅读，最终伤害的是网络文学自身。作者有自

由发表的权利，读者也有阅读精致作品的权力，每
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只有让网络文学的拥护

者、读者阅读到更为精美的、质量更高的作品，才

能维系读者对网络文学的持久热度，培养读者对

网络文学的兴趣和感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培养

出新的读者。这注定了人们必须对不断涌现的作

品进行程度不一的筛选，使互联网由“信息裸露”
时代过渡到“信息整理”时代，尽管在这个过程中

也许会有不少弊端，但至少不致陷于无边无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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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中而无力自拔。

二、遴选模式的探索

很多理论家和观察家注意到这一问 题，许 多

人已开始在做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文学网站是

网络文学生存的园地，是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集

散地，承担了推介、发表、传播、述评的任务，相当

于传统的文学杂志。有许多网站则孜孜以求，打

造自己的品牌，比如榕树下、黄金书屋、天涯社区、
橄榄树等。这种有组织的发表形势和集体交流模

式使得最初散落各处的网络文学作品渐渐地聚沙

成丘，而他们本身就是在做最初的遴选工作，力求

维护网站形象，笼络更多的网上读者。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纵向筛选还是网络文学的

评奖，这种活动对于网络文学的影响早已超出了

单纯作品的评比，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强大的作用

力“型塑”着成长中的网络文学。比如，一次网络

文学作品的评比活动，其奖项的设立会影响到网

络文学的文体意识，评委的来源和组成结构会映

射网络文学的地位，并暗示着各个层次的人对于

网络文学的关注程度，而评比的标准和获奖的作

品无形中会对网络文学的创作标准形成一种心理

暗示，无论网络写手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

是不屑，有意模仿还是另辟蹊径，客观上都有助于

网络文学的朝着既定轨道发展，这些评判标准往

往也会积淀为网络文学的创作标准。一次评比活

动未必就能起到振衰起弊的作用，但毕竟给这种

无序做了一点点解套的努力，让读者更清醒地看

到网络文学创作的实绩。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网络文学已经吸

引了传统文学奖评委们的关注，２０１０年鲁迅文学

奖首次在作品征集范围中增加网络文学，据说，这
是官方文学奖项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引起

了人们的诸多议论。首先，不论这些文学奖的评

委的动机是什么，但起码说明了网络文学与日俱

增的影响力，使人难以忽视其存在；另外，传统文

学奖项的介入也有助于网络文学的推介和遴选，
网络文学 应 该 积 极 参 与 传 统 文 学 评 奖 而 不 是 排

斥，毕竟在平台的权威性上和官方资源的占有率

上，传统文学奖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优势。
不论是文学网站对作品的积聚和筛选还是各

种纵向的网络文学评比，都是对网络文学遴选模

式的尝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网络文学的聚合与

传播模式 是 否 有 利 于 优 秀 作 家 和 精 品 文 学 的 生

存。如果网络不能解决版权问题，不能对优秀作

品给予及时地评介与肯定，那么优秀作家的逃亡

将难以避免。据网络文学研究专家马季先生说，

０５年以后，网络收费模式逐渐成熟，起点中文网、

１７Ｋ文学网、晋江原创网等专业文学网站都有专

门的读者频道，“这对写作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也

是网络写作的必然走向。不经过商业化，很难出

现高端的写作精英。”［１］只有不断地探索网络文学

批评和遴选的新途径，让网络作家得到足够的尊

重和精神、物质上的支持，才能够使网络文学群体

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

三、问题的存在

如果说网络文学纵向的评选本意是 好 的，那

么评选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所衍生的亟待解决的

问题也不得不列入考虑的范围之中。
首要的问题是：评选的考官主体应该 是 什 么

类型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谁该掌握网络文学评选

的话语权？对网络文学进行发言和积极阐释的人

群是一个混杂的群体，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从事

网络文学创作的网络写手，有在网络上或是传统

文学媒体上从事文学批判的批评家，也有知名的

传统作家，还有网络文学作品评比活动的组织者

以及评委，甚至还包括把网络文学搬上平面媒体

的出版社，当然还有数量庞大的网民。美国路易

斯·罗塞托认为“网络真正的力量在于互动性，互
动性让人们对作品、主题、趋势和当中的想法产生

兴趣，同时让作品有生命，不断进化，维持使用者

的参与程度。”［２］２４３在网络文学的发布和传播过程

中，作者和读者具有极强的互动性，网络文学所借

助的是一个互动自由的空间，似乎谁都可以对它

评头 论 足，这 也 是 网 络 文 学 批 评 最 大 的 优 势，然

而，网络文学处在一种竞技场中，这种大众化的众

说纷纭也要面临一种筛选、过滤、汰变的过程，按

照福柯的“话语即权利”的观点，最终话语权落在

谁的手里，不仅体现了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而且

还影响着网络文学的未来，确实是个应该慎之又

慎的问题。传统文学作家、批评家长期以来掌握

着文坛的话语霸权，现在往往又以文学的名义渗

入网络这块新辟的园地，这些来自传统文学阵营

的作家掌握着评奖的权利，对网络文学的隔膜引

起某种心理上的排斥，必然产生与广大网民的裂

缝。如果是这样，那么以后那些网络写手写出的

作品是给网民看的呢，还是为取悦这些专家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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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张抗抗自己也承认：“任何评奖过程中真正较

量的不是作品，而是评奖的标准。”［３］那么，一个现

实的问题是：评奖的考官主体应是文化精英，还是

普通网民？

其实，在网络所积聚的群体中，最重要最不应

被忽视的就是广大的普通网民，是他们支撑起网

络文学的一片天空，他们是载舟的水，如果忽视其

存在，网络文学这只刚刚启程的大船迟早会被搁

浅。如果排斥了广大的网民，而使评选成为一种

学院派主宰的游戏，这不符合网络文学写作者和

与阅读者的利益，也不利于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
因此，我觉得普通网民有权利参与到网络文学的

评选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主体。另一方面，网络文

学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标准各异，很难统一，因

此，评选也有必要借助于传统文学作家和衡量标

准的支持，这样有助于提升网络文学的品味。有

许多网友对传统文学的介入抱有很大的戒心，拒

绝一切来自传统文学的批评话语，我觉得这就走

入了另一个极端，是一种固步自封之举，无益于网

络文学的长远发展。如果评委是由传统作家、网

络写手、普通网民和批评者共同组成的队伍，形成

一种多样的、分梯次的评选形式，这样或许能照顾

到各个方面的平衡。
网络文学的评选会带来一系列的连 锁 效 应，

经过评选，再通过纸质媒介出版，网络文学被纳入

到传统的传播体系和批评语境之中。许多人产生

了这样的疑问：现存的文学多元语境最终会走向

“归一”吗？这会不会是传统文学的招安之举？其

实，网络写手中存在着一种宋江情节与小妾心理，
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时时处于变化之中的社

会，“后”学观念盛行，一个新的概念刚诞生不久，
便马上有更新的取而代之，尤其是在网络世界里，
自认 为 新 颖 的 观 点，还 是 难 以 跟 上 网 络 的 变 化。
正如网络的易变，网络中走出的作家也很容易在

网络的汰变中快速失位，淡去昔日甚或昨日还显

灿烂的光环，继而淡出人们的视野，正所谓“成也

网络，败也网络”，他们缺乏传统作家的那种持久

的影响力。传统作家的名声因为纸质媒介的保存

和传播方式而得到保证，能够得到相当一部分读

者长期的关注，而许多网络文学作家却有一种强

烈的 危 机 意 识，一 旦 在 网 络 中 混 出 名 声，赚 得 人

气，便抽身退网，转向另一条阵营，当起了精英，从
此丧失了原本具有的草根特性。网络对于他们来

说，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他们的意识底层，网络

并非其安身立命所在，他们渴求依附在传统文学

体制下，来维系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因而，可以

看到，几场文学大奖的评选活动就足以将优秀的

网络写手们诱惑，继而一网打尽，使之若即若离地

处身于传统文学的怀抱中。所以，评选选出的新

星能否经得起种种考验，保持一种持久的热度，是
一个现实的话题，它关乎网络文学究竟往何处去，
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做出什么样的定位的

问题。

四、新的契机：选秀文化与博客兴起

自２００５年起，借助于各种媒体，超级女生、梦
想中国等选秀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并带起了一

股强劲的选秀风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选秀文化。
这种选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无门槛的海选，选手

在舞台上公开展示，进行相互的比拼，逐级淘汰，
观众同时又担任评委的角色，评比与欣赏二位一

体，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最广大受众的积极性。另

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是博客的兴起。“博客”指的是

一种网络日志，是由来自各个领域的人写下的日

志或思想笔记。博客在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中逐

渐为人所知，在中国，博客在２００５年真正地兴盛

起来，有号称几百万的网民参与写作，还有很多作

家、学者、文人、演艺界名人参与了博客写作，徐静

蕾、陈村、韩寒、曹文轩等人的博客一度成为热点，
博客赋予了网络写手们一个个人的空间，同时它

又是完全公开的，全体网民都可以浏览并跟帖评

论，这一方面满足了网络写手拥有自己的写作园

地的愿望，又满足了他们作为一个文字拥有者渴

望被认同的欲求。在此背景下，博客文学也应运

而生，这些 文 字“是 一 种 基 于 网 络 技 术 的 大 众 文

学、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博主

的心理感受，抒发了真情实感，表达的生命感悟清

新鲜活、自然质朴，其文学的含量和审美的价值是

毋庸置疑的。”［４］如果说文学网站对作品是一种横

向的组织，那么博客就是对个人作品的纵向整理，
许多写手不满于论坛文学的混杂与喧嚣，转而开

辟自己的园地，把自己的精致文字打包进行展出。
在这片园地里，作者拥有规划整理的权利，他们珍

惜自己博客的名声，及时地清除了垃圾文字，这实

际上是一种自我的评价与遴选。网友阅读文章之

后，可以即时发帖评论，作家与读者实现了最有效

的互动。因此，文学博客是网络文学的一种新的

存在形式，也是一种新的评价与遴选模式，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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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文学的整理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选秀文化与文学博客的兴起，从积极 的 意 义

上看，为网络文学的聚合与遴选模式的优化带来

了新的契机。如果采用选秀模式的合理内质，在

网上进行作品海选，网民投票与专家点评相结合，
逐级淘汰，最终评选出最优秀的作品，这样能够提

升关注程度，而且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网络文学自

由特性以及对草根利益的尊重，优秀作品在评选

的同时就被广泛阅读，被推介出去，成为热点继而

成为经典。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到２００９年６月，在中国

作家协会的指导下，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长篇小说

选刊杂志社和中文在线共同举办了“网络文学十

年盘点”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次盘点其实

也是一种面向网络文学的遴选活动，特点是突出

了网民投票和专家评选的双轨制，网民可以像选

秀那样海选出其中的精品，晋级模式模仿选秀活

动的程序，从１００进５０、５０进３０直到选出１０篇

最具人气的作品，和选秀活动如出一辙。另一方

面，活动又充分参考了传统的专家评选模式，由专

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选出十部网络最佳作品，这

种双轨制体现了当下民间和官方的某种平衡，说

明在网络文学遴选机制的探索道路上，不仅需要

新的思路，也需要对传统模式进行某种借鉴。
另外，文学博客作为网络文学的书写 和 整 理

的存在模式，也给基于横向的网络评比带来灵感，

催生了新的评选形式。２００５年岁末，新浪网等网

站纷纷推出博客评奖活动，国外也有专门的博客

文学奖———布鲁克奖，他们在一个 新 的 领 域 诠 释

着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使网络文学大大地丰富

起来。博客的点击率是文学博客受欢迎程度的重

要参数，而文学博客的品牌认知也为某些博客凝

聚了人气，这些都成为文学博客评比的重要考量

因素。博客 的 评 比 实 际 上 是 对 网 民 注 意 力 的 争

夺，而这种评比本身有利于网络文学的秩序重构。
当我们在网络文学的聚合和遴选模式中探索新变

时，当我们思考网络文学优胜劣汰机制如何转型

时，社会和网络发展的新的现象其实给了我们很

多启示。

五、结语

网络文学拥有传统文学无可比拟的 优 势，正

如有学者 所 预 言 的：“正 是 网 络 文 学 的 出 场 与 控

场，文学的变异已不容否认，也许这种异态的文学

恰恰预示着文学的未来走向也未可知。”［５］１６３如果

能够扬长避短，不与传统文学争一时之胜，找好自

身的定位，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网络生存环境，建
立完善科学的批评与遴选模式，使网络文学作品

的聚合自由而有序，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文学

在网络的世界扎根并开花结果，开创出一个令人

耳目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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