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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文学的界定与起源是关联在一起的议题，所以关于中国网络文学起源问题的讨论需要回到如何

定义网络文学问题上方可进行。 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媒介文学，网络空间是其生产和传播中最为核心的条件。 “网
络文学”这一提法属于中国话语与中国表述，此处的“中国”应理解为以汉语为依托的文化共同体。 中国网络文学

的起源值得探索是基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繁盛的文化事实，起源坐标应指向对其具备形塑作用的网络空间，建构起

源的目的则是为了网络文学场内的主体获取身份认同、指导具体的创作实践、实现文学前景的更好发展。 从发生

学的视角来看，２０ 世纪末期海外华人实现技术突破、搭建汉语网络空间、成立创作基地并进行文学实践，为中国网

络文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也成功形塑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原初空间，而后中国本土的网络文学空间多点涌现，形成

今日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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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关于网络文学起源的讨论已有多篇文章，
这些讨论有些共同之处，即讨论的都是中国网络文

学的起源。 然而，对中国网络文学起源问题的讨论

首先需要回到如何界定网络文学问题上方可进行。
“网络文学的界定”与“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是两

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问题。 其独立性在于，网
络文学是一个在中国语境中生发出的概念，但在外

延上并不是中国所独有。 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学形

态，网络文学属于世界性数字文学的版图，除中国以

外的其他国家也有这一文学生产实践活动，但只有

中国的网络文学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
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将这两个问题分

而视之。 其关联性则在于二者紧密相关并互为前

提，持某种网络文学观就会锚定相应的起点；而认同

了某种起源叙事，就会将以其为原点而产生的文学

纳入网络文学整体中去考虑，进而建构特定的网络

文学观。 因此，笔者试图在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路径

与轨迹之间寻找可能的融合点。

一、网络文学的界定与中国话语色彩

笔者认为，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媒介文学，网络空

间对网络文学在生产和传播层面具备规定性和制约

性的力量。 “网络文学”这一表述植根于中国特殊

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需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是指以汉语为维系条件

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网络文学”这一概念

同时具备新媒介文学的特性、网络空间的属性与中

国话语的特殊性。 这种定义方式既在最大程度上保

留了网络文学的规定性因素，又采取开放的立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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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对概念进行窄化，同时突出了其作为中国话语的

独特之处。
首先，媒介的嬗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学发

展演变的进程，但数字媒介的出现却是直接革新了

传统的文学生产活动。 尤其是在互联网普及后，更
是直接催生出网络文学这一新媒介文学。 从纸质文

学到网络文学的变迁并不只是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

的变换，而是一次完整的文学活动所涉及的各个环

节的整体性变革，网络文学从生产、传播、接受等不

同角度均体现出新媒介文学的特质。 在这种新的媒

介形态中，也共时性地融合了旧有的媒介形式，而不

是取而代之。
其次，网络文学的具体内涵会发生赓续演替，但

网络空间始终都是其最重要的生产和传播渠道之

一，学界对网络文学的定义中也十分重视与强调其

空间属性。 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必须是借

助电脑、通过互联网首次发表的原创作品，受众针对

广大网民，网络为文学的创作、接受提供生存空

间［１］ 。 网络文学的具体内涵会发生变迁，但网络始

终都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和创作空间，离开了网络，
文学也就失去了依存之地。 周志雄教授描述了网络

文学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特征，认为它是一项涵盖

了海量参与群体的文学活动，包含了多个维度的文

学要素，而只有那些在互联网上首发、与网络读者互

动并获得收入的文学作品才被称为网络文学［２］ 。
由此可见，网络空间是网络文学的依存之地。 在网

络文学活动的各环节中，网络空间在生产和传播层

面上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
网络空间不只是用以储存文学资源的物质性容

器，也不是网络文化简单地对传统文学空间进行渗

透的结果。 网络空间有其自身的生产性，它解放和

发掘了人们的文学生产力，以空间制度的形式赋予

网络文学发展的潜能。 网络空间拓展了文学创作的

表达限度，允许充满现场感、形象性和图像特质的文

字表达，同时也能够容纳自由创作的文化氛围。 因

而网络文学具有空间偏好性，此特性是媒介重塑个

体外在空间感知经验和模式的反映，并且延展了人

的空间感知，实现的是空间的审美意识形态效

能［３］ 。 网络空间的生产意义还体现在其与主体的

关系上。 网络空间内的主体根据实践需要使用空

间，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文学实践和操作过程将空

间主体化，而这处空间又反过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

它的规则拥趸、精神信徒和话语追随者。 “空间性

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在辩证性的互动里指定了空

间，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 ［４］ 因此，主体既是空

间生产者，也是空间所生产的对象。
网络空间是网络文学的主要传播渠道之一。 哈

罗德·拉斯韦尔（Ｈａｒｏｌ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提出了构成传播

行为的五个重要面向，其中渠道（ｃｈａｎｎｅｌ）是传播的

基本要素之一，被拉斯韦尔划分在媒介研究的领域

内。 网络文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文学活动的展开必

须依托网络这一传播渠道。 一方面，网络必须在信

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搭建桥梁，为一次完整的

传播行为提供条件，处于信息两端的媒介组织者和

受众经由网络才有可能产生联系。 另一方面，网络

渠道对传统渠道的革新意味着网络文学从诞生伊始

就有别于以往的信息接受行为，多渠道、双向性、分
布式、去中心化是互联网传播的特点。 这表明网络

文学的传播活动超越了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单向输

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文学的读者接受

导向型的文学质素。 因此，网络空间作为传播渠道，
几乎可以说是为网络文学赋形定性。 网络文学固然

也可以以实体书的形式传播，但它是通过从屏幕文

字到印刷文字的语内翻译实现的近距跨界，传播源

头仍在网络空间中。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性并不是网络空间的规定

属性，在网络文学最初产生的空间条件中并未充当

必要条件，而是一种伴随网络文学的发展而后起的

附加属性。 同时，并非所有的网络文学类型都具有

消费性，内蕴经济基因的商业化类型小说只是网文

类型的一种，不能将其直接与网络文学画等号。 实

际上，网络诗歌在体现网络媒介特殊性上更为便利，
网络为诗人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网络技术也为

诗歌提供了一些更为先锋的实践形式，中国网络文

学最初的探索就在于网络诗歌［５］ ，但其消费性却并

不突出。 由此可见，中国网络文学可能具有的发展

向度是多元的，不宜以消费性为限定条件对网络文

学采取狭隘理解。
最后，网络文学这一表述是生发于中国社会历

史语境下的独特话语，这里的中国是指以汉语为维

系条件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对网络文学的定

义是建立在汉语认知基础上的，在英语世界中并没

有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 在语言学的分节（ａｒｔｉ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概念中，双重分节也即能指分节造成所指分

节，是语言符号的重要特质。 每种语言当中的分节

方式都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因而在两种语言和文

化之间难以做到完全对等的翻译。 孙康宜和宇文所

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尝试用“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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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ｕｒｅ” “ Ｃｙｂ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ｅｂ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对“网络文学”进行翻译［６］ ，但都难以精

确地反映其内涵。 以汉语拼音＋英语的方式“Ｗａｎ⁃
ｇｌｕ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进行表述则较为合理，这也再次证明

了“网络文学”是一个可以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通行

的中国话语。 在东方的地理范畴和文化语境中，包
括日、韩在内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文学现象，但从

作品的数量规模以及文化影响力上来看却难有与中

国网络文学匹敌者［７］ 。 因而，尽管网络文学在世界

范围内存在，但中国网络文学却构成了独特的文化

景象，其起源也进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追寻中国网络文学源头的路径：
基于中国文化现象的回溯与建构

　 　 在界定网络文学的源头之前，首先需要厘清问

题域，并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的

起源问题值得探讨？ 当我们谈论起源的时候，我们

所锚定的是时间、空间坐标，还是某一部具体的作

品？ 建构起源叙事的目的是什么？ 只有对上述问题

进行抽丝剥茧的思考与论述后，才能捋清解决思路

并明晰发展方向。
１．起源问题何以成立

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构成了一个问题，
而起步更早、发展更为多元的数字文学在西方却没

有寻根焦虑？ 中国网络文学已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

化现象，而其独特性必须放置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比

较的视野才能够观察得出结论。
西方的数字文学（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从文学质素

到美学特质都与中国的网络文学大异其趣。 从发展

路线来看，数字文学是早于互联网而出现的，借助于

计算机技术和超文本工具诞生出了最早的一批超文

本小说，其后在互联网的技术加持下发展更加多元

丰富。 在符号文本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又融合的趋势

下，文学的外延不断扩张，技术性成为数字文学发展

的驱动力，先锋色彩与实验意识极强。 从文学定位

来看，此种新媒介文艺现象并不是大众化的，共同创

作和集体叙事的范围仍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发生，
没有形成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西方近些年的数字

文学发展进程中，也逐渐出现了符合网络文学定义

的文学形式。 诞生于 ２００８ 年的 “ ＳＣＰ 基金会”①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的简称）
网络站点，既是一个包括了各种超自然现象、物品或

生物等异常现象和主题的网络论坛，也是这一体系

中的一个组织名称。 它所依托的“ ＳＣＰ 维基” （ ｔｈｅ
ＳＣＰ Ｗｉｋｉ）发挥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空间效用，这一

文艺生产平台不但是收录作品的载体，其本身就是

一篇巨型文艺超文本系统，用户登陆之后随时可以

介入生产环节中来［８］ 。 这一极具个性化色彩的新

媒介文艺已经具备了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
反观中国网络文学的进程，民间立场和读者中

心是其发展主调。 并且，中国网络文学写作并未完

全与传统文学的创作惯例和思维惯性脱节。 与西方

的数字文学不同，技术给中国网络文学带来的不是

与文学本身渐行渐远的媒介后果，而是一种基于平

视审美的文学生产前提，是权力下移之后对文学创

作起跑线的重新统一划定。 网络文学不仅占据中国

当代文学的大半壁江山，也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连

连取得佳绩。 这一枝独秀不仅“当庭数朵开”，而且

“是处移花是处开”。 这种呈欣欣向荣之势的文学

格局与气象，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文学所不具

备的。
中国网络文学之所以有如此盛况，离不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特殊的

文化环境的滋养。 基于庞大的人口优势和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中国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普及，
中国语境中富有特色的文学网站蓬勃发展起来。 而

原初相对较少的出版渠道和低版权优势，则为网络

文学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景

象蔚为大观。 只有深谙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与文化

制度，并在恰当的时机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中国网

络文学才能够实现顺利发展并形成破竹之势。 这证

明了中国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独树一帜，
也体现了它与西方的数字文学的迥异之处，更进一

步说明了起源问题成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２．起源坐标指向何处

从回溯意义上来看，任何一部划时代的文学作

品都不是横空出世的，都会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和

引导，无法脱离其诞生的社会土壤。 因此，将网络文

学的起点归于某一部具体作品，无疑是管窥蠡测，同
时还会遮蔽其他内含革新因子的作品，存在一叶障

目的危险。 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判定起源的重

要两极，而在其中又以空间为重。 一定的网络空间

形态形塑、规制了一个时期的网络文学样态。 从

ｗｅｂ１．０ 时代到 ｗｅｂ３．０ 时代，依托技术进步和媒介发

展，网络空间的形态不断变迁、用途逐渐多元，从转

化和存储纸介资源、共享信息、进行单向度的简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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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到具备交互性与生成性，形成趣缘社区与情感共

同体。 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网络空间构成独特的

空间质态，在相继衍变的过程中，生产出了形貌相异

的网络文学。 上述过程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互

渗交融，信息分享、文学创作、论坛互动相互之间并

不割裂，这与网络空间的多点暴发和全面推进是关

联在一起的。
一个时期的网络空间对应着一个时期的网络文

学。 早期的网络空间受到上网群体数量少和技术普

及程度低的限制，这一空间形式下的网络文学呈现

出较为独立的创作状态，文学成品也保留了完整的

作者主体意识，较少受到读者的意向干预。 后来，网
络空间伴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也衍生出自身的生

长路线，形成全新的空间样貌。 网络文学网站以类

型的形式提供了符号组成传播代码（ｃｏｄｅ）的方式。
在当下的绝大多数文学网站的空间设置中，无一不

以“类型”作为空间划分的依据，玄幻、仙侠、言情、
都市、穿越、科幻、同人、耽美、架空……在这一系列

的词汇域（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当中，任何一个网络文学的读

者首先需要明确自己想看的是哪种类型的网络文

学，之后再点击进入相应的网页进行阅读，读者群被

进一步细化和分流，由类型带动阅读行为。 而一个

创作者也必须知晓自己写作的是哪个类型的网络文

学，这一类型内有何种规则与程式需要遵守，由类型

带动创作行为。 因此，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变成了类

型与类型的叠加、演化，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和起始原

因都是网络空间配置上对类型的倚重。 在这种空间

特性的规制与引导下，网络类型化长篇小说开始蓬

勃发展。 网站上“类型”加“标签”的搜索方式和排

行榜等参照系设置不仅能方便读者更快捷地选择作

品，而且加速了网络文学类型化的进程［９］ 。 网络文

学网站的类型选择提供的传播代码是一种限制性代

码（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ｃｏｄｅ），具有面向大众的、冗余度高的特

点，倾向于表达一些具体的、明确的信息，正是此种

网络空间中的代码特质决定了网络文学的特征。 因

此，实际上是空间形态决定了文学形态，而从既有的

文学样态出发去寻找相应的所谓空间起点，则是在

逻辑上倒果为因。
随着上网门槛的降低和无远弗届的网络普及

度，越来越多的人拥入网络空间当中，改变了最初只

有部分技术和知识精英可以触网的格局。 这一大规

模群体对网络空间的使用和理解虽然各异其趣，但
造成了一个一致的结果，那就是旧有空间秩序的打

破和差异化空间的生成。 从单向传播的一维格局到

参与性文化氛围下的全面介入，从对文化文本的创

作者导向型解读到产生协商乃至反抗式的解码行

为，这一切变革与更新的过程都是在网络空间中发

生的。 主体迁徙行为已经改变了网络空间的形态，
今后随着主体身份的进一步演化和技术赋权的再落

实，网络空间或许又会呈现出迥异于当前模式的新

样态。
３．起源叙事的建构目的

建构起源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构造一个同时指

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维坐标系，并在其中完成记

忆、建制和展望的三重任务。 记忆遥指过去的时空，
一同经历了网络文学发展历程的场内主体正是通过

回忆行为来建构集体认同，获得身份特殊性。 起源

与现实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确定起源的目的在于

纳入一种审视与介入当下的视野。 而将起源叙事合

法化最终指向的是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只有明晰

来路才能保证前途。
当我们为中国网络文学确定起源时，我们所做

的实际上是一项回忆的工作。 回忆既是一种记忆

（ｍｅｍｏｒｙ），也是一种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阿莱达·阿斯

曼（Ａｌｅｉｄａ Ａｓｓｍａｎｎ）将记忆和历史调和成回忆的两

种模式，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
在建构网络文学的起源时，我们需要在未被收编整

合的存储记忆材料中纳入一种功能性的记忆视域。
功能记忆具有群体关联性、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

未来的特点［１０］ ，由于这种记忆是鲜活的、有经验

的，也是集体的、有人栖居的，因此它具有直指身份

认同的作用。 网络文学起源叙事牵涉的记忆主体包

括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网站的经营者、网络文学

发展的亲历者，一言以蔽之，即网络文学场内的主

体。 对于这些经年累月在网络上留下了年龄和网龄

双重踪迹的群体而言，在回望网络文学的起点时，难
免要透过一双怀旧之眼。 正是这一集体间共同持有

的回忆，使他们有所区分和依凭，从而获得独有的身

份标识。
目前主导的网络文学形态只具备时下性，而不

能成为建构起源的控制性和遮蔽性因素。 在类型化

长篇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与之伴随的过度商品化、市
场化、同质化弊病，也严重威胁到了网络文学发展的

生态平衡。 可喜的是，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题材创

作已呈回暖之势，类型文学一家独大的态势也将会

扭转。 因此，我们在确定中国网络文学起源时，就不

适宜用今日的文学形态倒推起点，不应将有无类型

化元素视为唯一标准，更要避免“谁能控制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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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过去”的专断独裁。 相反，此时对起源的追溯

与确立应当对改善当下网络文学领域的乱象有所助

益，起源叙事的建构应该与对具体创作实践的引导

相一致。
网络文学的定义会为网络文学设定一个整体的

认知模式，这个认知框架会以想象的方式影响其未

来。 在《人类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Ｙｕｖａｌ Ｎｏａｈ
Ｈａｒａｒｉ）认为自认知革命（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伊始，
智人就在以讲故事的方式、以虚构和想象的路径驱

使大规模的人类合作变为现实，并由此推动人类的

文明演化进程。 因而，起源叙事的建构不仅是站在

文学史的角度上锚定起点、追溯历史，更重要的是决

定了我们如何走向未来。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断

涌现，一批批创作者、爱好者和批评者前仆后继地入

场，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如果过早地对网络

文学定性，则很有可能阻碍未来的可能性。 正如陈

村所说：“网络文学到今天为止不到二十年，二十年

对文学不算什么。 但是我们已经给它们分成好几期

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急功近利了一些。 可能再长一

点时间看，这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 ［１１］

另外，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国际传

播，对于网络文学起源的建构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

野、纳入世界性的维度。 当前阶段网络文学国际传

播中的主力仍是类型小说，但不能否认网络文学其

他文类的传播潜力。 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充满未知

与变数，因而不能自缚手脚地对其进行偏狭化的概

念限定，而是要寻求一个敞开的、生成的和具有更多

可能性的起源。

三、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海外华人开辟的多个汉语网络空间

　 　 对中国网络文学起源的回答，首先要回到原点

上来整理头绪，归纳现有的关于网络文学起源的争

议。 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
将其作为人把握经验世界、感知经验事物的框架、方
式和工具，所有的经验判断都要依赖于此。 因此，笔
者对起源问题的观点梳理也采用时间和空间两轴进

行综合分析。 邵燕君教授及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

团队将建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的金庸客栈作为源

头［１２］ ；欧阳友权教授将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５ 日《华夏文

摘》在美创刊视为原点［１３］ ；马季教授以 １９９８ 年蔡

智恒《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开始连载并由此形成的

网络文学创作高潮作为起始［１４］ ；许苗苗研究员则

将互联网行业谋求形象转型、网络文学作品呈现井

喷和学术话语场的积极回应几股力量积聚的 ２０００
年作为起点［１５］ 。

笔者认为，确立网络文学的起源时需要兼具时

间和空间两个重要条件，而上述观点中同时兼顾了

时空因素的是邵燕君教授的“论坛起源说”和欧阳

友权教授的“网生起源说”，概而论之，分别为 １９９８
年出现的作为文学评论空间的金庸客栈、１９９１ 年出

现的作为文学生产空间的《华夏文摘》。
１．对“网生起源说”的质疑与辩驳

邵燕君教授针对欧阳友权教授的“网生起源

说”提出两个质疑：一是为什么网络革命在全世界

发生，却只有中国出现如此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生

态，而引领互联网革命的欧美并未生长出一种有别

于印刷时代文学工业的网络文学工业？ 二是“生于

北美”的网络文学为什么不是后来那个“成于本土

并走向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１６］ 。
在对笔者所持观点展开论述之前，需要对上述

两个问题进行辨析、对其发问进行透视。 发问是一

种寻求，任何寻求都包含有一般性和规定性。 首先

是“问之所问”，也就是明确它所寻求事物的事先引

导何为，对其所问之物进行分析规定的探索，其中便

包含了对问及物的规定。 在这两个问题中，被问及

物分别是网络文学、华文网络电子刊物和网络文学

工业，且发问者本身对此进行了界定。 其次是“问
之何所以问”，也即发问的意图和目标②，在邵燕君

教授的两个问题中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将工业化

的网络文学视为具有真正的网络性、网络基因的网

络文学。 简言之，就是将网络文学与商业性的网络

文学平台捆绑在一起作为网络文学的中国代表团。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对待网络、网络性及网络文

学缺乏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视角，而是采用了机械的

本质论进行观照。 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其本身一直

处于发展之中，将任何一时间段的网络性视为网络

的本质特性都是不可取的。 ｗｅｂ１．０ 时代是以编辑

为特征的，网络内容首先经由编辑处理，之后再从网

站到用户。 不仅网络文学如此，网络新闻的传播路

径和模式亦是如此。 ｗｅｂ２．０ 时代出现了更加侧重

于交互性的特征，网站和用户双向的交流加强，用户

兼具内容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其突出表

现就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网络连接得

以实现，论坛、文学网站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ｗｅｂ３．０ 时代不仅增加了人与人的聚合，而且进一步

实现了信息间的聚合，并导向数据库化的模式。 邵

４６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燕君教授所讲的网络文学之网络性，指的是 ｗｅｂ２．０
时代和 ｗｅｂ３．０ 时代的网络性，但如果按此逻辑来

看，不仅海外华人在 ｗｅｂ１．０ 时代创办的《华夏文摘》
没有网络性，ｗｅｂ１．０ 时代的任何网络产物及网络信

息都不具备网络性，甚至于 ｗｅｂ１．０ 时代的网络根本

不能称之为网络。
洛夫乔伊（Ａｒｔｈｕｒ Ｏｎｃｋｅｎ Ｌｏｖｅｊｏｙ）认为，在人类

思想发展史上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单元” （ｕｎｉｔ ｉｄｅ⁃
ａｌｓ），它构成一些学说和思想的基本单位。 在这里，
“网络性”就成为一个观念元，当我们梳理网络文学

的历史时，网络性似乎成了普遍的、本质的、不变的

标准。 昆廷·斯金纳（Ｑｕｅｎｔｉｎ Ｓｋｉｎｎｅｒ）认为，“洛夫

乔伊的错误不仅在于寻找‘观念’ 的‘本质意义’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作为某种必须‘保持不变’ （ ｒ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的东西，而且甚至假设需要任何这样

的‘本质’意义” ［１７］ ，从而代之以历史语境主义的观

念。 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历史过

程，对网络性的理解同样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

和语境。 当网络信息克服了距离劣势，实现了不同

个体在差异化的空间中对网络内容的同步接受时，
它就已经具备了媒介优越性。

媒介的发展是叠加式的，而不是以新代旧的更

替与取代。 因此，没有互联网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不

可能有继之而来的第二、第三阶段。 网络的性质如

此，网络文学的发展逻辑和迭代更新规律亦如此。
网络性是有秩序地逐渐扩展的，它处于不断变动的

实践过程中，后一阶段的增值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

础之上。 无论是哪个发展时段，它们独有的属性与

特质都不能彼此取代，更不应以今是而昨非的标准

为之定性，否则将会陷入一种循环悖论当中。
２．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

笔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源发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期海外华人开辟的汉语网络空间，“是
发源于海外，反哺中国，始于技术，滋养文化的特殊

的文学现象” ［１８］ 。 网络文学是海外华人群体利用

网络技术克服空间散居障碍，形成“世界性汉语文

化，不再有海内外之分” ［１９］的一种方式。 笔者认同

“网生起源说”，但与欧阳友权教授将《华夏文摘》作
为唯一的起源空间不同，笔者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系

列空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结果，更侧重于对网络文

学发生条件的强调。
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之所以构成一个问题，是

由于其在文化现象层面上的独特性，这是以“发生

了什么”为考察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的描述。 当

我们回顾海外华人通过网络空间的搭建、技术的进

步和语言障碍的突破三个方面创造中国网络文学发

生条件的历史过程时，则是以“怎么发生的”为追溯

视角，揭示了研究对象的变化过程与规律。
网络文学发源于海外，这与作为触发点的技术

息息相关，有了技术作为基础和保障，才能谈网络文

学的发生。 网络技术最早源自美国，底层的自然语

言是英语。 网络文学如果要成为中国的文学形态，
首先需要找到中文与网络环境的兼容之道。 海外华

人是最早接触互联网技术并尝试进行跨区域交流的

群体。 在先后经过了中国留学生严永欣、黎广祥、魏
亚桂、李枫峰等人的技术突破后，海外华人解决了北

美互联网世界中无法实现中文书写、阅读和汉字传

输的问题。 这样，中国网络文学从阅读、创作到传播

的语言障碍依靠技术的进步基本解除。 其后，中国

网络文学就开始凭借其时的互联网乘风破浪，汉语

网络空间的搭建进程也取得迅猛发展。
早期海外华人的网络空间建构大部分是在

１９９３ 年万维网（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得到广泛推广和

使用之前完成的，在这一网络文学的规定性要件成

熟之前，海外留学生群体已经为网络文学的发生创

造了空间条件，先后创造出了不同的网络空间用以

交流和创作。 海外华人对网络空间的探索与发掘是

循序渐进展开的，在各类空间形态中，既有早期以电

子邮件为发送渠道的电子期刊和兴趣小组，也包括

后来随着空间开放性进一步提高后形成的用户论

坛、新闻组和电子文库。 在这一演变进程中，网络空

间先后呈现出聚集、交流、传播、储存、生产等用途倾

向，且这些空间用途是呈叠加式累积的。
在万维网出现前，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已经可以提

供电子邮件（Ｅ－ｍａｉｌ）的服务，它兼具私人通信方式

和媒体电子文本发送渠道的功能，其时大多数电子

刊物（Ｅ－Ｊｏｕｒｎａｌ）都可以通过电子邮箱订阅。 首个

华人电子期刊《中国电脑网络新闻》（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Ｄｉ⁃
ｇｅｓｔ，简称 ＣＮＤ）致力于为海外华人提供免费的新闻

和信息。 相比于纸质刊物，电子期刊的传播力显然

得到了极大提升。 ＣＮＤ 不仅为众多的海外华人提

供了一个信息分享的网络空间，而且还直接成为

《华夏文摘》的组织基础，为其创立奠定了空间条

件。 ＣＮＤ 创刊后，由于受众群体主要为中国留学

生，传播内容是中国新闻，亟须创办一个中文刊物，
《华夏文摘》 应运而生。 第一期的 《华夏文摘》 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５ 日正式发行，杂志分为正刊和增刊，
正刊以转载海内外各个中文刊物上的综合性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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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发挥了网络空间的传播效用。 但我们不能仅凭

此来判定杂志性质，还要关注专题性的增刊，尤其是

其中的“文学”内容———包括留学生创作的文学作

品和海内外华文作家作品介绍［２０］ ，这一部分内容

则充分体现了《华夏文摘》作为中国网络文学重要

的起源空间在文学生产上的功用。 《华夏文摘》的

编辑和读者散落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多数成员之间

没有见过面，彼此间基于对母语文化的热爱和认同，
依靠网络组成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海外华人通过

电子刊物的空间凝聚力抚慰异国异乡之思，其在形

成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上功不可没。
邮件兴趣小组（Ｍａｉｌｉｎｇ Ｌｉｓｔ）是一种同好者们通

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的形式，发起人通过 Ｌｉｓｔｓｅｒｖ
（邮件列表）将指定邮件发送给所有登记过的邮件

地址，组内的成员可以随意转发邮件、彼此沟通交

流。 １９９１ 年，中国留学生王笑飞创立了第一个以诗

歌为主题的中文邮件兴趣小组———中文诗歌网络。
这个邮件兴趣小组涵盖留学生 ３００ 多人，其中就包

括知名网络作家图雅。 大家将自己喜爱的各类文学

形式输入电脑，在小组成员之间共享。 与电子期刊

相比，兴趣小组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属于文学

爱好者自身的部落和圈子，它的空间组织性是建立

在自发意识之上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交互性，而以

兴趣为情感纽带形成的网络空间也具备了趣缘社区

的雏形。
与邮件兴趣小组的针对性、封闭性不同，用户论

坛（Ｕｓｅｎｅｔ Ｎｅｗｓｇｒｏｕｐ）是一个不需要申请、任何人都

可以参与交流的网络空间，论坛根据用户关注和讨

论的内容不同，分为不同类别的新闻组。 １９９２ 年魏

亚桂等在美中国留学生创立了“互联网中文新闻组

（Ａｌ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简称 ＡＣＴ）”，这是全球第一个使

用中文的互联网空间，也是中国留学生早期最重要

的、最大的网络交流空间，涵盖的内容从新闻到文

学、从日常生活到国际要闻无所不包。 新闻组的出

现是海外华人网络空间搭建进程中的重大突破，它
意味着传播渠道从一对一走向多对多，空间的进一

步敞开容纳了更多的华人群体，在频繁的交流中产

生更多的思想火花。 更重要的是，ＡＣＴ 之后又孕育

出了《新语丝》 《橄榄树》 《花招》等电子期刊，证明

其作为原初生产空间的巨大生成力和影响力。 为了

解决海外华人获取和阅读电子中文书籍的困难，留
学生群体再一次发挥了搭建空间的重要作用———创

建了最早的网络中文文库和中文电子书籍存取中

心，从而实现了对中文书籍的文献收集、传输与

阅读［２１］ 。
在先后经历了电子刊物、邮件兴趣小组、用户论

坛、新闻组和电子文库等网络阵地的迁徙和空间的

演化后，汉语网络空间在传播和生产文学内容上的

潜力被充分激发出来。 不同的空间形式各有一定的

用途取向，包括文学的创作、交流、阅读和资源储存，
这些几乎涵盖了后来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学空间的各

个使用向度。 海外华人不仅提供了传播渠道，搭建

了生产平台，更是积极投入到网络文学的创作实践

当中，从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勾勒出了早

期中国网络文学的创作形态和整体样貌，形成独特

的文化现象，由此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才得以可能。
网络文学具有空间倾向性，因而我们在考察中

国网络文学起源时，就必须将其放置在空间维度中，
总结其演变规律、观察其时变依据。 但需要明确的

是，网络空间并不是网络文学发生的充分条件，而是

其必要条件。 网络空间的搭建进程也不仅仅存在于

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过程中，不独属于早期的海外

华人，因此必须将其建构网络空间的情感性因素和

特殊的文化语境考虑在内。 严绍 认为，基于文学

的发生学立场，文化语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是指“在
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

文化场（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２］ ，它构成了文本生

成的本源。 特殊的生活经历、生存境遇，复杂的文化

心理与立场，差异化的情感状态与精神面貌，共同构

成了海外留学生群体独特的文化语境。 空间上的区

域性和地方性起源深深影响了早期网络文学的文学

品格。 在这一阶段的网络文学创作中，从文学内容

来看，直抒胸臆的诗歌和散文成为文学表达的首选，
大多抒发爱国思乡之情、文化隔膜与冲突、个人的奋

斗过程和艰难经历。 从创作主体来看，主要是分散

在各国的留学生群体，网络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和

作用是用汉语来凝聚华人情感共同体，克服散居状

态造成的孤独。 不同网络空间中的主体对于网络媒

介的情感反应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海外留学生

对于以汉字记录情感、以创作抒发情怀的强烈诉求，
才使搭建网络空间、进行文学活动成为现实，并发展

成为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学现象。

结　 语

在生产与传播上，网络空间对网络文学具有决

定性影响。 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坐标指向海外华人

开辟的汉语网络空间。 中国网络文学是一个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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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产生了文化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实践，对其起

源的追溯也必须在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寻找一脉相

承的历史奠基者。
海外华人既是汉语网络空间的开辟者，也是中

国网络文学的拓荒者和最早的实践者。 这一个阶段

的网络文学虽然跨越了国家的界限，但并没有远离

中华文化的内核，相反，它是一种向心运动，是以汉

语为依托的中国网络文学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部分，
起到了凝聚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因而它不

应也不能被排除在中国网络文学的血脉之外。 而当

下兴盛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国际传播，则是随着中国

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表现，是
以民间传播为先导的文化“走进去”活动。 二者虽

然处在中国网络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其中所承

载的都是中华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性

的呈现。

注释

①“ＳＣＰ 基金会”的任务是控制、收容和保护一切奇异怪诞事物，以
超链接的方式进行集体叙事，以描述奇异事物为主，追求叙事话语的

精准性、专业度和陌生化，创作风格表现为“临床腔”。 ②这种分析

采用海德格尔对问题的分析框架，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

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６—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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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界定与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