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文学 的 美 学追求

‘ 单 小 曦

内容提要 网 络文 学 的健康 发展及其理论建设 需要澄清 网 络文 学 的美 学追 求 。 网络 文

学 的 严格学理 定位 应是
“

网 络生 成 文 学
”

。 网 络生 成 文 学 即 计算机 网 络启 动传 播 性生

成 、 创作性 生 成和存在 性 生 成等 全面 审 美 生 成 活 动 的产 物 。 网 络生 成造就 出 的 数 字虚

拟创 作模 式 、 复合符 号 性赛博 文本 、

“

融入
”

性 审美体验 ， 构 成 了 网 络 文学 的审 美特质

亦即 美 学追求 。

经过十六七年的发展 ， 中 国 网络文学生产 已 算机 、 制作软件和 网络为文学生产提供的可能空

蔚为大观 ， 举世瞩 目 。 不过 自从这种文学诞生直 间 ， 在更深层次上开掘出 了传统平面线性文学所

到今天 ，
网 络 文学并不存在 的声音

一

直没有 间 无法具备的文学特征 。 以这样的文学现实为依据 ，

断 对此首先需要明 确 ，
网络文学不仅理应存 西方学界认为 ：

“

网络文学——这是指那些只有在

在 ，
而且是世界范围 中 的事实存在 。 即按学理逻 互联 网上才能实现其特性的超文本文学 。

” ③
中 国 台

辑 ，
网络文学可 以成为

一

种不 同 于印 刷文学 的独 湾数字文学 自 世纪 年代初开始就沿着
“

网络

立文学范式 ； 同 时 ， 这种文学范式 已经成为 了世 平面文学
”

和
“

网络超文本文学
”

两个方向发展 。

界文学发展 史上不容抹杀 的事实 。 但也要承认 ， 尽管
“

网络平面文学
”

也获得了较大 的 发展 ， 但

上述质疑并非没有
一

点道理 。 中 国 大陆网络文学 在台湾理论批评界看来 ， 这类文学
“

只 能看成是

从
一开始就延续了传统印刷文学 的基本生产体例 ，

‘

在网路上传布的文学
’

， 它与在其他媒介传布的

并很快走 向 了片面产业化发展道路。 中 国网络文学 文学除了媒介 改变之外 ， 本质 毫无不 同 ， 故不能

研究又拘囿于为本土文学实践作经验总结的思维定 单独成其为文类
”④

。 如此 ，

“

网路文学 ，
属于超文

式 ， 在阐述 网络文学独立性 问题上始终乏善可陈 。 本文学 （ 作品
”

， 中 国大陆从

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的网络文学理论建设 ，

一开始就把 目光集 中在了汉语
“

网络平面文学
”

都需澄清网络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亦即美学追求 。 之上 。 尽管 中 国大陆 网络文学研究也在一定范围

内看到 了西方 、 台 湾 的某些
“

网 络超文本文学
”

一 网络生成文学 创作现象 ，
但 由 于这类创作在 大陆数量少 、 质量

低 ， 大多数批评家和学者对此都采取 了不 以 为然
一

个时期 以来 ，
网络文学 引 起众多非议 ， 首 的态度 。 这样 ， 大陆所认定 的 网 络文学实指

一

般

先在于网络文学 的学理定位不够清晰 。 网 络文学 而言的
“

网络原创文学
”

，
也 即台 湾学者所说的那

的严格学理定位既不应是西方 、 中 国 台湾 等地区 种不能构成
“

新文类
”

的
“

网络平面文学
”

。

认定的
“

网络超文本文学
”

， 也不是 中国大陆所说 西方和 中 国台 湾对网络文学 的学理认定体现

的
“

网络原创文学
”

， 而应是
“

网络生成文学
”

。 出 了迫切确立
一

种
“

新文类
”

的理论诉求 ， 具有

在数字技术发达的西方 国家 ， 网络文学实际 较大的探索价值 。 不过也有较 明显偏颇 。

一

方面 ，

即 网络化数字文学 （ 也被译为数 把当下世界范 围 内 特别是 中 国大 陆海量生 产 的

码文学 ） 或电子文学 （ 凯瑟
“

网络平面文学
”

排除在 网络文学之外 ， 很难为人

琳 海尔斯 （ 称之为 电 子文 们所接受 。 另
一方面

， 超文本强调多 向性叙事结

学
“

第二代
”

这种文学充分地利用 了高性能计 构和 网络化文本形态 ， 本是用于解释前网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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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文学文本的 。 而网络化的数字文学文本 已 高科技的产物 ， 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能产

经从超文本结构转移到 了作者与接受者的交互行 性的传播媒介 。 因此 ， 即使是按照印 刷文学惯例

为 过 程 本 身 ，
此 即 数 字 化

“

赛 博 文 本
”

进行的文学创作 ， 如果使用计算机 网络书写 、 传

今天 以
“

网络超文本文学
”

定位网 播 ，
也必然会生成出某些不同于 印刷文学形态的

络文学已经显现出 了
一

定的局限性 。 稍作分析就 新特点 。
一般而言的

“

网络原创文学
”

就是在文

不难发现 ， 大陆
一

般而言的
“

网络原创文学
”

实 学传播层面 、 在媒介增值角度通过计算机网络生

际所指即
“

网络 创冬
”

，
而非 早却文 成出来的文学形式 。 第二 ， 计算机网 络作为

“

赛

学
”

。 其中 的
“

原创
”

是相对于
“

印 參鹵 络 博格作者
”

（ 的创作性生成 。 作为

化
”

中的
“

非原创
”

而言 的 ， 其实质还是按照印 数字技术的产物 ， 计算机网络不仅可 以带来文学

刷文学惯例进行 的文学创作 。 必须承认 ， 此时的 传播层面的信息增值 ， 更可以深人文学创作层面

计算机网络也会使文学的语言表达 、 语体风格 、 创造出更独特的审美质素 。 在充分的 网络文学活

作家身份 、 叙事形态 、 流通方式 、 读 者地位 、 文 动 中 ， 计算机网络与 文学活动 中 的世界 、 主体 、

学功能等方面发生一定 的变化 。 但这些从根本上 符号等诸多具体元素形成水乳交融 、 相互作用 、

还是网络为文学传播而非 文学创造带来的变化 。 互相建构的关系 ，
使一种

“

网络化
”

的文学存在

可见 ， 所谓
“

网络原创文学
”

不过属于不典型 、 方式 （ 而非实体性的
“

本体
”

） 得 以显现。 而在这

不充分的网络文学 ，
即

“

网络传播的平面文学
”

。 样的关系体 中 ， 主体亦即作者 、 接受者是最具能

看来 ， 将网络文学定位为
“

网络超文本文学
”

动性的要素 。 它 们的能动性既体现在文学信息 的

和
“

网络原创文学
”

都有不尽人意之处 。 若要 给 创造和联合再创造方面 ， 还体现在激活其他要素

网络文学做出更合理定位 ， 必需同时满足现实和 的潜能方面 。 当 主体充分使用数字技术的时候 ，

逻辑两个基本维度 的要求 。 从现实维度说 ， 网 络 计算机网络 的媒介潜能被激活 ， 进而就有可能从

文学属于世界范围 内计算机网络席卷文学领域的 信息承载 、 传递走 向 参与信息创造层面 。 而一旦

产物
， 世界具有代表性地区各种类型的文学生产实 如此 ， 人类主体 （作者 、 接受者 合作者 ） 和计算

践都应成为事实依据 。 如果只从某
一地区某一类型 机网络就可能结合成为

“

赛博格作者
”

。

“

赛博格

的文学生产 出发 ，
必然 出现理论把握上旳偏颇 。 从 作者

”

指的是
一

种人
一

机结合的创作主体 。 有西

逻辑维度说 ，
思考作为一种新范式的 网络文学

“

理 方学者说 ：

“

万维 网和各种软件 ， 它们使人类作者

应如何
”

， 应把媒介看成文学存在要素 。 网络文学当 和机器缔结为
一

种新的类型 。
… … 因 此 ，

计算机

然理应是
一

种文学 ，
但它必须是作为这种文学存在 （ 网络 ） 不能仅视为

一

种写作的工具 ； 毋宁说 ， 它

性要素 的数字技术 、 计算机网络运用于文学活动 ， 是数字写作的创作过程中 的助手。 在这种人
一机

与人类主体 作
“

生成
”

出来的一种特殊性文学 ， 关系 中 ， 很难 甚至是不可能
——

判定到底谁

否则就不能 其为网络文学 。 亦即
“

网络生成
”

才 要为创作的最终结果负责 ， 我所说的赛博格作者

是使网络文学呈现出独特面貌的根本力量 ， 只有抓 指的正是这种人
一机的结合 。

” ⑦
即是说 ， 在充分的

住这个根本力量 ， 才可能为网络文学做出合理定位 。 网络文学活 动 中 ， 数字媒介的能动性 已经充分被

这样 ， 网络生成
”

也就成为了 网络文学成立的逻 调动起来 ， 它 已经和人类主体结合成 了新的创作

辑起点 。 以
“

网络生成
”

为逻辑起点 ，
我们可 以把 主体形式 ， 充分的 网络文学文本 ，

直接就是这种

网络文学定位为
“

网络生成文学
”

。 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作者的创造物 。 第三 ， 计算机

这里的
“

网络生成
”

起码应体现在如下三大 网络作为文学存在境域的存在性生成 。 如果数字

方面 ： 第
一

， 计算机网络作为文学载体媒介 的传 技术被充分使用 ， 计算机 网络的媒介潜能得以充

播性生成 。 在媒介环境学视野中 ， 任何载体媒介 分开发 ，
还会使 网络最大可能地发挥媒介之为媒

都具有传播 的
“

偏向性
”

， 即使在传统硬载体媒介 介的居间 、 谋合 、 容纳 、 赋形 、 建构等媒介性功

时代 ， 媒介转换也会在一定范围 内带来文学形式 能 ， 网络也会在最大程度上成为含纳所有其他文

的改变 。 比如 ， 公元前 世纪希腊
“

抒情诗 的勃 学元素并相互激发 、 使存在
“

在起来
”

的生成境

兴 ， 就归功于莎草纸 的流布
”

。 计算机网络作为 域 。 此时 ， 数字技术 、 媒介 已经超越 了作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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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作工具的范围 ， 而成为 了将诸多文学活动要 都体现为按照类比再现法则进行创作的活动 ， 特

素 （存在者 ） 收拢
一

处的
一种

“

聚集
”

。 此过程 别体现为 以类 比性文字符号在原子载体平面上排

中 ，

“

技术就不仅是手段 。 技术乃是
一

种解蔽方 列呈现审美信息 的过程。 相对于传统文学 中的再

式
”

；

“

它也是标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好艺术的名 现 ， 网络文学创作可概括为
“

虚拟
”

。

“

虚拟
”

称… …属 于产 出
… … 它乃 是某种创作

”

。 这 种 （ 的本 意并 非 仅仅停 留 在与 真 实
“

产出
”

和
“

创作
”

不属于上面所言的形而下层面 （ 对立的
“

虚构和非现实存在
”

（

的传播增值和赛博格作者的具体创作 ， 而是数字 的东西之上 ，
还有力量

技术媒介在存在层面发挥解蔽功能使意义本源性 （ 、 强力 （ 、 潜能 （ 等意

发生的存在性生成 。 义 。 皮埃尔 列维 （ 突 出强调了虚

通过传播性生成 、 创作性生成 和存在性生成 拟作为潜能的
一面

：

“

按照严格的界定 ， 虚拟与虚

等基本生成方式 ， 数字技术 、 计算机网络 给人类 假 、 虚影或虚构毫无关系 。 虚拟并非真实 的对立

文学的一个领域——充分使用数字计算机网 络的 面 。 相反 ， 它是多产而有力量的可 以拓展创造进

文学领域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 ，
继 口 头 文学 、 书 程 的一种存在方式 。

”

瑞安认为 ， 传统时代平面文

写一印刷文学之后 ， 作为人类文学新范式的 网络 本
“

再现
”

也是
一

种
“

虚拟
”

， 但数字超文本
“

就

文学得 以诞生 。 尽管
“

网络原创文学
”

和
“

网络 不 只是
一

个虚拟文本 ，
而是内部虚拟潜能 向更高

生成文学
”

都有现实存在的理由 ， 但网络文学的 层次的提升
”

。 那么 ， 这种
“

向更高层次的提升
”

美学价值指 向必然体现在后者 即充分的 网 络文学 具体 表 现在 哪 里 呢？ 蒂 莫 西 默里 （

活动中 。

“

网络生成
”

活动 以人类主体能动性为主 关 于 数 字美 学
“

将艺 术 创 作 的 再 现

导 ， 以数字技术 、 计算机网络媒介性功能充分使用 转换为了虚拟 （ ， 从

为前提 ， 此时 ， 数字技术本身 的艺术性已 经开启 ， 仿 肖 （ 走 向 了 模拟 （

”

计算机网络已经将文学推进到了
一个新境地 ， 印刷 的观点 ，

也许是 比较有见地的 回答 。

文化时代建构起来的文学创作 、 文本形态 、 审美方 当代数字虚拟已经发展 出 了传统
“

再现
”

无

式等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 如此 ，

一

种拥有审美独 法涵盖的新质素
，
这主要 是 由 默里所说的新 兴

立性和存在方式的网络文学才真正成为了可能 。

“

模拟
”

法则带来的 。 传统环境下的虚拟的确可 以

涵盖再现 。 但在数字技术 的推动下 ，
数字虚拟已

二 从语言再现到数字虚拟 经从一般性的再现 、 虚构走 向 了模拟 ， 这就使当

代虚拟远远超出 了再现的范畴 。 如果说再现反映

网络生成活动使文学创作模式发生从
“

再现
”

了虚拟的古典意义 ， 那么 ， 模拟则标识着虚拟 的

向
“

虚拟
”

的转变 。 数字虚拟构成 了 网络文学美 当代义涵 。 比如 马格利特的名 画 《形象的叛逆》

学追求的重要方面 。 画 了一只烟斗 ， 这是典型 的再现形 。 如 果使用

传统媒介时代的文学创作模式可 以用
“

再现
”

数字动画技术使这只烟 斗活动起来 ， 并通过某种

来概括 。 再现 （ 包括摹仿 、 表现 、 设置 ， 欣赏者点击鼠标就能够从烟斗中 冒 出烟来 ，

表征 、 表象等多种 意思 ， 总体上 即通过
一

定 的媒 这就成了
一件模拟作 品 。 再如关于

一

片风景的绘

介符号把某种事物呈现出来的行为动作 ， 它
一

般 画 、 文字描写和影片都是再现作品 ，
而对此允许参

要涉及世界 、 主体 、 媒介三元关系 。 按拉曼 塞 与者在其中 ，

“

航行
”

的 仿真系统就是模拟作品 。

尔登的说法 ，

“ ‘

再现
’

可 以指图画般的生动描绘 从对比中可以见 出 ，
再现文本或者是静态画面 ， 或

或以象征表现外部客体 ，
也可以 揭示人性的

一

般 者是已经完成的叙事序列的 固定呈现 ； 模拟文本则

普遍特征 ， 或呈现 自 然世界外部客体后面的理想 是
一

套仿造事件活动状态的
“

行为建模
”

（

形式
”

。 如此 ，
文艺领域的再现可 以涵盖古希腊 和

“

动力系统
”

（ ， 或者

至 世纪以来书写一印刷文学范式 中的大多数创 说文本即动作过程本身 ， 而非行为结果的 固定呈

作活动 。 问题是 ， 无论在义涵上侧重于
“

摹仿
”

、 现 。 再现活动是
“

通过人们 已经总结和推断的法
“

反映
”

、

“

表现
”

还是
“

表征
”

， 传统书面文学大 则来描述事件
”

， 但不能被用于即 时的干预 、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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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形态和叙事进程 ； 模拟活动则是把兴趣点集 诗文的呈现而逐渐使
一

幅雕刻作 品走 向完型 ， 象

中于非观念性
“

行动法则
”

（ 征着这种思考 、 感悟的深人和明 晰 （见 图 。 苏
“

并把它实时运用于特别案例
”

以干预它的行为进 绍连的 《墙》 再现部分 由 写在砖墙上旳诗句文本

程 。 正是模拟法则的引人 ，
当代虚拟改变了 意义 组成 ，

表述的是生活 中作为异 己力 量的各种
“

墙

生产的整体运作方式 ， 它不仅仅是把世界 （ 外在 、 壁
”

联合在
一

起 ，

“

冷漠
”

地
“

监视
”

着人们 ， 给

内心 ） 信息以类比方式排列于展示平面之上呈现 人带来了 巨 大 的精神压迫 ，
以及人对凿穿墙壁走

给读者观看 ，
还可以把

一

切事物信息转化为可计 出围困的渴望 。 如果仅仅立足于再现 ，
这首诗并

算的数字形式 ， 再通过程序设计和读者实际操作 没有什么特别 。 关键是该作在墙上和字里行间设

行为 ， 重组和配置资料 ，
仿造和探索形象 、 场景 ，

置了六处血迹形状的按钮 ， 当读者在感受到墙带

从而做到对事件过程予以动态建构的 目 的 。 来的精神压抑而 自 觉不 自 觉地点击按钮 ， 即模拟

模拟代表了 新媒介时代的 虚 拟 的发展趋 向 ，

“

精神的凿子
”

、

“

意志的锤
”

敲凿墙壁时 ， 就会在

但不 等 于 说再 现 就会被 替代 。 诚 如 弗 拉斯 卡 墙壁 中凿开
一

个洞 口
， 同时在洞 口 出 现滴泪 的眼

所言 ：

“

作为处理现实的两种方 睛 、 焦灼的耳朵 、 呼救 的 嘴 巴 、 喘息 的鼻子 、 挣

式 ， 模拟和再 现今天是并存于我 们 的文化之 中 扎的手和澎湃 的心脏等感官鲜活灵动的影像 。 读

的 。

”

我们认为 ， 新媒介的发展会对旧媒介环境 中 者在这种模拟活动 中获得的感受靠文字再现是无

的创作法则不断加以共时性
“

融合
”

，
而非历时性 法实现的 ，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再现与模拟 的配合

取代 ， 因此 ，
也许文学创作活动 中 的再现会

一

直 将诗的主 旨和意蕴推 向 了一个新高度 （ 见图 。

存在下去 。 当代
“

数字虚拟
”

创作活动由
“

再现
”

摩斯 洛坡 （ 的 《里根 图 书 馆 》

与
“

模拟
”

交织而成 ， 充分的网络文学就是这种 （ 总体上应属于再现与模拟交织的

由再现与模拟交织而成的数字虚拟创作活动的产 数字虚拟形式的意识流小说 。 就一般意识流小说

物 。 计算机网络为数字虚拟 中的模拟法则提供 了 而言 ，
只以语言文字再现方式展现人的潜意识流

物质基础 和广阔发展前景 ，
但仅把它们 当做文字 动和记忆活动 。 由 于人的潜意识和记忆片 断是碎

传输工具而不充分利用其可 能空间 ， 只能使 网络 片性的 ， 书写 、 印刷环境 中 的文字在再现过程中

文学创作停留 于传统再现 ，
而无法引 进模拟 ， 中

一

般只能形成大段或几页杂乱无章甚至没有标点

国大陆的
“

网络原创 文学
”

就是如此。 再现是网 符号的平面文本 。 《里根图 书馆 》 完全突破了这样

络文学成其为
“

文学
”

的标志 ，
而模拟则是网络 的叙事模式 。 通过数字虚拟方式 ， 作品设置 了 蓝 、

文学成其为
“

网络文学
”

的标志 ， 再现与模拟的 绿 、 黑 、 红四个空间 ， 除了作为作者叙事 的红色

融合或交织共生 ， 使网络文学获得了不 同 于传统 空间外 ， 其他三个空 间分别是死去 的艾米莉 、 失

印刷文学的诸种美学特色 。 忆患者 、 重度烧烫病患者三个人不连贯的意识流

在诸多充分的 网络文学创作 中 ， 文字叙事属 活动 。 读者随机点击不 同颜色 的按钮可 以进人不

于典型的再现形式 ， 合作者以超链接方式将作者 同人物的潜意识世界 。 再通过不同路径的模拟探

提供的文段 （ 创建为
一

个新文本 的行为过 索和反复访问 ， 会发现这三个人物实际上是
一个

程即模拟 。 那些将再现与模拟巧妙结合开拓 出新 主体的三种身份 。 在不断的关于不同身份主体 回

的美学意味的网络文学创作行为 ， 值得关注和研 忆的燃烧 、 爆 炸 、 核试验 、 世界末 日 等意象的复

究 。 比如迪纳 拉森 （ 的 《雕刻可 现 、 对比 、 互补活动 中 ， 读者就可能探摸到一个

能 》 （ 以米开朗基罗著名 深层叙事结构 ， 最终建构起了
一

个完整 的 由人类

雕塑 《大卫》 的人头雕像半成 品为底本 ，
观者 鼠 文明危机带来的诸种创伤组成 的主体记忆库全貌 。

标移动时便会发出雕凿的声音 ， 同 时会跳 出
一

行 如果没有读者 的模拟行为 ， 只凭文字再现和意识

诗文 ，
而雕像也会渐趋清晰 。 其中 ， 再现的诗文 猜测很难把握到这部小说的深层结构和这种深层

与模拟的雕刻之间 既各司其职 ， 又相互阐发 ， 共 结构中的完整意象 ， 当然也就无法感受到该作独

同建构 。 诗文再现主要围绕大卫雕刻过程表达对 特的审美意味 。 这个例子也说明 ， 数字虚拟 可 以

宇宙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 雕刻模拟则随着
一

句句 把意识流小说推进到
一个新的审美境地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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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垄断 ， 创造 出 语言 、 图像 、 声音 等多种符

■ 雜合运作的文本形式 。 归根结底 ’
这还是数

媒介开拓 文学表意空 间 的结果 。 数字技术决定

萬 数字媒介通过复杂的数字编码和解码过程 海量 、

‘ ‘

纖 、 高质地采集 、
处理 、 储存 、 呈 现信息 。 在

‘

数字计算面前 ， 各种形式存在 的信息 都可 以 被分

解为 和 这 基本
“

数元
”

， 再被编织为 口 语 、

墙 文字 、 图画 、 动 画 、 音乐 、 音响等任何所需符号

形式。 当然通过超链接技 术很容易实 现上述所有

符号间任意两种 以 上形式 的兼容和并置 ，
从而既

可 以形成传统平 面静态再现性 复合符号文本 ， 还

可 以创造 出立体 动态的再现与模拟交织 的复合符

：

号文本 。 西方 、 中 国 台湾 的
“

网络生成文学
”

呈

现 出的多是这种复合文本形态 。

‘

前网络时代的数字文学 属于典型 的超文本文

学。 网络的兴起首先给超文本提供了 更广 阔 的发

〈〈 〉〉

展平台 ， 作为
一

种 修辞 和创 作手段 的超链接 、 多
‘ ‘

向叙事等超 文本方法 （ 模拟法则 ） 比任何时代都

更为重要 ，
因 为新

一

代读 者在 阅 读 、 写作 、 思考

上
， 从小就接受 了 这种方式 的 训练 ， 他们 习 惯接

受的恰恰是按超文本
“

语法
”

创作的文本 。 但与

』
丫 ：

■

介 比 络 洽 义 小 带

来 了更多 的 动态性与读者参与功 能 ， 这就使 网络

在 欠益 對 明 遭的 人 文学从强调交叉性文本结构 的超文本 ， 走 向 了更

强调动态性与读者功能的 网 络赛博文本 。 简单地

说 ， 赛博文本属 于更突 出 动态性和读者功能 的超

；
： 文本 。 赛博文本就像

一

部机器 ，

“

其部分或者整体

因 為 ” 承
运作受到

一组规则的 制约 ， 允许使用 者输入各式

⑶ 动作 ，
以进行文本意义生产

”

。 这样 ， 赛博文本

： 有 邊 《 而於 彳
，

？ 纖 性 比超文本性更适合概括网络文学的文本特征 。

首先 ， 网络赛博 文本 以 多 向 叙事方式获得 审

美特 色 ， 这 是 其 中 的 超 文 本性 决定 的 。 例 如 ，

卡 弗 利 的 《 加 利 菲亚 》

把大量文献资料处 理为不 同文本块 ， 再

三 复合符号性赛博文本 将之设置为可以按多种路径进行链接的文本集合 ，

不 同读者甚至 同一读者在不 同时 间 阅读时可 以 根

数字虚拟创作活动使 网络文学文本呈 现出 了 据 自 己和此时此地 的选择链接成 不 同 故事情 节 。

复合符号性和赛博文本性 ， 两者结合 ， 最终形成 在这个立体交叉 的 网络系 统 中 ，
以 五代人三个家

复合符号性赛博文本 。 庭 的经历 ， 在历史 、 现实 、 神话三重时空交叉 中 ，

使用单一 的 口语语言或 书面语言符号 表情达 全方位 、 多视角 、 立 体化呈现着无可名状的复杂

意 ， 向来是文学 区别于其他 艺术的标志 。 但今天 人性和世间怪相 （ 见图 。 其次 ，
网络赛博文本

充分发展的 网络文学打破 了语言符号对文学表意 具有史无前例 的 动态 文 本性 。 例 如 ， 诺亚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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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 （ 改变 、 添加 、 删 除文本块 ）
的 四 大功能 。

在 鹏《 巾 ， 读者 需麵騎功 能 即 可
，

赛博文本 中的用户 （ 读者 已不准 确 ）
丨

丨 先 要 发挥

■

‘

探索 、 组 构 、 改 写功 能 ， 然后才是解释 。 因 此

■ 说
， 類文本才是典型的强势交互文本 。

、，
—

】

■
“】从 纖

图 《加利菲亚》

吉 弗鲁因 等人 的 《 无偿

代理》 是一个窗 口开在
工 ‘

网络浏览器上 面的 图 片 、 自 传叙事文字 文本 和
一

丨

个代理程序的结合 。 文本以 一种安静 的方式 自 动

前进 ， 細 段时间就会 自 动麵新的
“

页
”

，

■

程序会选择读 者最近访问 过的 些 网络 页面 ，

！
成 了 网络文学 的理想 文本一复合符号性 的 赛博

成了随时更新 的动⑩文子 本 儿图 再
本 。 复合符号性的赛博文本可以生产 出 单

一

语
网络赛博文本 开拓 出 了 学文本 不可能具

言符号文本 无法形成 的复合性审類素 。 它不仅
的双重结构 （ 如果还沿用 构

”

、

词的话 ） 。 帛
能够再现传统纸媒 印刷媒介语境中 就 已经存在的

一

重结构来 自 于作者的创作和设计 ’ 匕 存在 于计
文字 图画互生 音象 更要 紧的是它能创造纸媒

算机网
，
系统中 ’ 属于基础 的 、 深层 的潜在结

， 文本 无法 仓 造 的动 态 复 合意 象 。 苏 绍连 的

是由 文字 、 图像 、 音频 各 种形态的文段按
《时代 》 之所以能够充分展现当代人对时

删组成 的集合 。 第二重结构是具体读者 阅 读时
代麵惑 、 无奈 、 难 以觀 的矛盾认知和 复杂心

根据 自 己 的理解 和需要 ’ 在作 者设 置的 文本单兀
态 ，

之所以能产生撞击心灵 的效果 ，
很大程度上

中选择和链 接而成的现实 文本结构 。 最 网络
得益于文字 、 图像符号之间 巧妙的复合运 作和复

麵文本肝强贼 林 。 平鹏訂种 合馳絲 。 作 开始 錢者 前的只是方
的信息交互还只能停 留 于读者对 既成文本 中 语义

格 图案构成的
‘ ‘

时代广场
”

、 方格 中静止的影子和

白 的
“

填空
”

± 这 只是 势交互 。 各
个拖着影子围绕广场 中间方格循环走动 的人像 。

赛博文本存在着双重结构 ， 如若使这种文本机器 随着鼠标的点击 ， 影子从一个格子跳到另
一

个格

发动起来 ， 就需要读者 以更加 积极的能动行为与 子
， 身后飘 出

一 行行 文字 ， 讲述对这 个
“

最 嘈

作者形成强势交互活 动 。 相对于传统
“

读者参与 杂
”

、

“

最宁静
”

、

“

最阴 暗
， ，

、

“

最有光亮
， ，

、

“

最敝

创作
”

或意义
“

填空
”

式的 弱势交互性 ，
强势交 小 、

“

最能伟大
”

、

“

最失 望
’ ，

、

“

最有希望
”

的矛

互性首先需要读者立足于作者设置的
“

文本单元
”

盾而多面时代 的复杂感受 ’ 并复沓着
“

我哀伤地

建构或生产 出
一个 新 的 文本存在——

“

脚 本单 走 了
”

的感叹 。 最后是全诗的标题
“

时代
”

两个

元
”

，
然后 才表现为意义层面的

“

参与创作
”

。 埃 醒 目 的大字出 现在人像打 圈 圈 的格子中 。 在这一

斯彭 亚瑟斯 （ 通过
“

用 户功 过程中 ， 文字符号与 图 像符号相互激荡 ，
文字 中

能
”

的 阐释对这种强势交互行为进行 了更加具体 蕴含的间接形象与图像提供的直接影像相互补充 ，

和深人的说明 。 在亚瑟斯看来 ， 读者 用户功能分 读者诉诸于内感 官的审美想象与产生于外感官的

为解释性 （ 阐释文本 意义 ） 的 、 探索性 （ 选择链 审美直觉相互融通。 如此
， 单一语言 文字无法形

接路径 ） 的 、 组构性 （ 对各文段进行组合 ） 的和 成的复合审美意象跃然于读者脑际 ，

一种对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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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深刻体认和生存无奈的痛彻体验赫然呈现 ： 中的故事 ，
可以 以立体交叉方式表达它们 的 内 在

垃圾信息不断增值和物欲不断膨胀的时代驱赶了 关联 。 尽管此时此刻 ， 读者 只 能现实地进入一个

人的现实丰富性 ， 使其仅剩下 了扁平的影子 ； 只 世界 ， 但他可 以多次重新选择 ， 进入不同 故事时

有被挤压成为 了影 子 ，
人才觉察 和醒悟 ，

也才获 空 。 问题的关键之处 在于 ， 当他重新选择进人
一

得了诉说和表达感慨 的身份 ；
而拖着影子的人无 个故事时空时 ， 先前那个路径 中 的 故事情节 已经

论如何努力 最终也无法走 出 这个
“

时代
”

广 场 ， 构成了此时故事情节 的发生背景或参照 系 ， 并储

甚至只能在中间的
一

个格子周围打圈圈 （见图 。 存于读者记忆 中 而成 为 了此次阅读 的
“

前理解
”

声
财 或

“

期待视野
”

的重要 内 容 ， 它也必将参与此次
‘

‘

着康 ：

； 零
过善截

一 的阅读体验 。 在苏绍 连 的 《 假设正在发生 》 中 ，

大 读者点击题 目按顺序跳 出诗句 ：

“

就快 日 落 了
， 剩

？ 一

余的时间有限 在 回家的路上假设数 以万计的乌鸦

純的 嘱 感 降临 淹没车子 ， 黑色 的潮水形成 了 意象体 剩余
了 時代 的链代
一一 一“ —

的时间 有 限 在 回 家 的路上 假设云 的 重量 如铁
，

的 向下坠落 在云中驰骋 ， 灾难的 意象体反复出 现 。

”

—

的時代
… ：

展 后面设置了
“

假设车子是鱼
”

和
“

假设车子
“

车〒则

的走了 鱼
， 车子便须沉默寡言 想要 穿透意象体 出来 ， 游

向 自 己 的去处 那是多么 困难的事 。 就快 日 落 了
”

；

点击后者会 出现 ：

“

车子是鸟 ， 身上隐藏了许多记

复合符号性的赛博文本还能够创造 出 般文
忆 和火賴思象体重叠 ， 要分清是真是 那是多

二 二 么困难的事 。 剩余的时间有限
”

。 这里可以形成三种

阅读状况 ：

一

是前半部分诗句链接按钮 阅读 ，
可

■会到轩像鱼
一

样游在
“

黑色潮水
” ‘ ‘

游向

甘所 生 ： 二 相；；联
自 己的去处

”

的意象
；

二是前半部分诗句链接按钮
其所发生事件之间 的 相互关联

、
相互融通 以及不

—

”

同信息之间 的相互渗 透现象 。 这里 的不 同 世界可
二 日，

以是作 品人 现实世界 、 幻想世界 、 穿越

世界等 ， 也可 以是平行宇宙理论视野 中的多个 同
，

巾 胃
此时车子的鱼 象和鸟 、象 、 游向 黑色潮水 动

时并存的艺术虚构 世界 。 从 接受 的 角度 说 ， 赫
作 参照 ， 相互

、

渗

对 个世界故軸随必然錢 到另 世界胜
’

事件的影 响 ， 从而形成多种 可能世界和故事情节

的互相牵制 、 循环 阐释 、 互相建构 的奇特审美效
丨

果 。 由于
一般的印刷文学叙事是按线 性 、 平 面模 丨

式展开的 ，
文学 中的 多个 不同 世界不得不被 排列

■

‘

为
一

个时间序 列 ，
以先后顺序被讲述 。 如果 必须

讲 ； 两个并列时空中 的故事 ， 则必须
“

花开两朵 ，

各表一枝
”

云云 ， 先讲 个 ，
再讲另 个 。 如此 ，

—

本来两个并列时空 中 的故 事被强行置于先后 时间

序列 ，
并将同时发生且可 能相互渗透 的立体关联

关系撕裂 ， 再将之压缩为同
一

平 面 。 在赛博文本

中 ， 存在多种叙事路径 ，
可 以从 容设置并列 时空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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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的感知状态的解释 ，
还是具有较大启发性 的 。

四
“

融入
”

性审美方式 按照
“

超真实
”

的思路 ， 网络文学文本可 以为读

者提供出虚 拟现实的感知环境 ， 此 时这一文本就

在审美接受层面 ，
网络文学可 以给人带来书 不再属于客观 自 然世界的模仿和副本 ，

而是
一

个

写一印刷文学难 以带来的独特审美方式
一

“

融 与 自 然世界平行的具有存在性地位的新
“

可能世

人
”

。

“

融人
”

是相对古典性的
“

静观
”

、 现代性的 界
”

， 处于其中的主体不需要再以 客观真实 的 自然
“

震惊
”

而言 的 数字 网络语境 中 新型 审美体验 世界为参照 ， 完全被人工
“

仿象
”

和艺术氛围所

方式 。 环绕
，
完全与客观世界相 隔绝 ， 感知 、 意识完全

在网络文学的接受活动中 ，
读者或合作者很 浸蕴在这个

“

可能世界
”

之 中 。 如此 ， 读者就可

容易形成具有
一定深广度的沉浸感 ， 而这是

“

融 能获得超 出 古典式或
一般沉浸的具有

一定深度 、

入
”

生成的基本前提 。 对单语言书写 印刷文学文 广度性沉浸感受 。

本的欣赏活 动 ， 审美 主体也可形成沉浸 。 不过 ， 网络文学的虚拟创作和强势交互性需要读者

这还是与静观 、 震惊等交叠或相类似的
一

般性沉 （合作者 ） 发挥更充分的主体性 ， 从而获得
“

融

浸 。 之所 以如此 ， 其主要媒介学成因在 于 ， 依托 人
”

性的行动感和创造性体验 。 静态线性平面文

单一语言符号和原子性载体形式的传统文学实践 学文本是传统再现创造的产物 ，

一般可使读者深

中 ， 审美意象需要参照客观真实底本 而存在 ，
主 陷作者设置的艺术世界而沉迷 、 沉醉抑或引 起心

体的意识需要游走于
“

意象
”

与
“

真相
”

的二元 理上的惊异 、 震颤 ， 其主体性主要体现为读者头

结构之两极 ， 并需要 随时将意识拉回 现实或
“

真 脑意识对固定 、 静态文字 言外之意的填充 。 网络

相
”
一

极作 比较参照 才能形成美感 。 因此
， 这种 文学文本是再现和模拟共同组成的数字虚拟创作

状态下的沉浸很难进人
一

定的 深度 和广度之 中 。 的产物 。 其 中 ，
以再现方式创作 出基本 的文段 ，

数字计算则可 以方便 、 快捷地实现图像 、 声音与 其集合形成
“

文本单元
”

。 如果这里的文段只是文

文字等多种文段形式的链接和兼容 ， 使 网络文学 字形式的 ，
且按平面格式连缀 成完整篇章 ，

此即

中的表意符号各施所长 ， 淋漓发挥它们的虚拟潜 形成与传统 印刷 文学无异 的再现性文本 ， 读者只

能 。 具言之 ，
网络文学 中 的文字 、 音乐 、 音响符 需阅读即可 ， 审美体验也停留 于意识 、 感官的静

号发挥符号的抽象性 、 象征性 、 间接性特长 ，
作 观或震惊阶段 。 如果这里 的 文段既有文字 ，

又包

用于主体的审美想象 、 联想力 ， 创造 出模糊 的意 括音响 、 音乐 、 图 画 、 动 画 等形 态 的意义片段 ，

象世界 ； 图 画 、 动 画符号则 发挥符号 的形象性 、 且按程序设置了 可以超链接的节点 ，
此时读者即

相似性 、 直接性特长 ， 作用 于 主体的审美直觉 、 合作者 ， 与作者联合 以模拟方式探索再造 出
一

个

感觉力 ， 形成具体可感的逼真仿真图景 。 意象世 新文本 ， 即合作者 以作者生产 出 的
“

文本单元
”

界和仿真 图景经过冲突 、 互相进入到相互交融 的 和基本程序设置为基础 ， 根据 自 己 的意愿选择链

过程 ， 最终形成虚实相生 、 以虚统实的审美空间 。 接途径 ， 模拟出一个
“

脚本单元
”

。 这种从
“

文本

于是人类的
“

仿象
”

已经被推进到了 它的第三个 单元
”

向
“

脚本单元
”

的
“

跨越
”

形成了强势交

阶段——
“

仿真
”

阶段 。 这样 ，

“

真实不仅是那个 互行为 。 此处要强调的是 ， 这种模拟和强势交互

可以再现 的东西 ， 而且是那个永远 已经再现的东 行为给合作者带来的是不同于一般读者静观 、 震

西
： 超真实

”

。 此
“

超真实
”

亦即 当代数字化的 惊的
“

融人
”

性行动感和创造性体验。 我们可 以

虚拟现实 。 这个
“

超真实
”

或虚拟现实经过对真 把这种新型审美体验具体分为选择 、 探索 、 旅行 、

实的极度 反映 、 对真实及其不 在场 的极度伪装 ，
重访等几种体验类型作进

一

步的具体探讨 。 传统

最后 已经完全摆脱了 那个 曾经依附 的真实 ， 直至 读者面对既成平面文本没有选择余地 ， 只 能按既

最后完全替代 了这个真实 ， 对人的感官和身心处 定线路阅读下去 ， 无法获取行动选择带来的感受 ；

境形成了全方位的统治 。 波德里亚 的这个说法如 合作者面对作者创作的
“

文本单元
”

第
一

步就是

果作为
一

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是值得怀疑的 ，
不过 如何选择文段和路径 的问题 ，

选择即行动的开始 ，

将之视为对当代社会特定情境 （如数字虚拟现实 ） 既要使用头脑还要诉诸于肢体 ，
此行动 中 获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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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即选择体验 。 选择之后 尚有诸多不确定和未知 对这样的传统美学观念提出 了批判 ， 认为传统关

因素 ， 需要合作者不断探索 门径 ， 找寻 出 路 ， 破 于灵 肉 、 心 身 、

“

高级感官
” “

低级感官
”

的

解玄机。 在这
一

行动过程 中渴 望、 彷徨 、 紧张 、 二元对峙格局应在
“

身体
”

中得到统
一

。 梅洛
一

挫败 、 欣喜等各种复杂感受都可能纷至沓来 ， 此 庞蒂认为 ：

“

感官
，

一

般地说 ，
身体显示 了整个

即探索体验 。

一

旦踏上可行之旅 ， 合作者就等于 秘密 ： 在不离开其亲在和特殊性情况下 ， 向外表

走进了丰 富多彩 的
“

歧路花园
”

，
这里令人刺激 、 达能 向

一

系列思想和体验提供其框架意义 。

”

在

兴奋 ， 更不乏神秘感 ，

“

深度无限 ，
层次无穷 ， 想 身体的统

一体 中
， 各种感官感受无法分离而存

象和印象交错 ， 步移景异 ， 各种情绪埋伏 ， 依次 在 ，

“

在正常人中 ， 没有分开的触觉和视觉体验 ，

展开… … 是
‘

游
’

， 是
‘

逛
’

， 是
‘

走 马 观花
’

，
只有融合在

一

起的不可能确立各种感觉材料分量

无论用哪
一

个动词 ， 都说明你置身在
一

个很真实 的体验
”

。 这些美学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分析网络

的艺术空间之中 ，

‘

文
’

的感动取代 了亭台楼 阁流 文学的审美
“

融人
”

具有
一

定的启发性 。 面对真

叠石
，

‘

文
’

的连贯性随着每次路径的不同而重 正的网络文学文本时 ， 由 于其多符号复合生产性

组
， 新的流程源源而出新的 内容

”

。 此即旅行体 和多向动态交互性文本性 ，
以及 由此生成的数字

验 。 由于文本 的 丰富性 ，
可供选择和旅行道路的 化虚拟现实性 ， 合作者不能仅仅使用视觉 、 听觉

多样性 ， 往往
一

次 活 动无法穷尽其风景 ， 所谓 两种感官而必须调动视 、 听 、 触 、 味 、 嗅等全部
“

你永远不知道我的园子有多深 ， 你不知道你看到 感官共同参与 ，
必需是首脑身心整体性地投人创

了 多少 ， 错过 了 多少 ， 这般心 的疑惑使你
一再来 作

一

接受 的连续链条之 中 ， 才能 进人审美活动 ，

访 ， 尝试新途径 ，
寻 找新视点

”

。 况且
， 有些文

一

种 不 同 于 静 观 和 震 惊 的 身 体
“

临 场 感
”

本本身设计就需要合作者多次重返之后才可 以进 （ 就诞生了 。

入接受环节 ，
也才可 以形成上文所说的

“

存在互 本文 系 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
“

当代数字媒介场 中

渗
”

现象 。 此 即重访体验 。 选择 、 探索 、 旅行 、 的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研究
”

（批准号 ：
的

重访等体验都是合作者在模拟创造和强 势交互行 阶段性成果

为中获得的 ，
而这些在

一

般的平面 印刷 文学活动

中很难实现 。 ①著名 作家余华说 ：

“

对于文学说来 ， 无论是网上传播还

全部身心感官共同参与和诉诸于
“

身体审美 是平面出版传播 ，
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 ，

而不会是文学

知觉
”

形成的身体临场感是 网络文学活动 中审美
本质的不 同 。

”

（余华 ： 《 网络和 文学》 ， 《作家》 年

“

融入
”

的重要表现 。 西方传统美学认为 ，
所谓

个书写工具或传播工具…… 甲骨文学 、 钟鼎文学 、 竹简

文学 、 绢 帛文学 、 纸张文学等等名称
”

在历史上从未有
丄 、 嗅觉等身体其他 二、 目 或者无法多 与审美认知

过
，
研究者 直在为 网络文学寻找

‘‘

新质或特殊性
’ ’

，

或者容易唤起人的功 利性生理快感 ，
无法形成甚 可这些都没有改变

“

文学之为 文学的本质属性
”

， 都不

至干扰美感形成 。 如果把审美阐释为静观和震惊 ， 能说明 网络文学
“

与 以往的文学或传统的文学 ， 即纸面

这种说法是准确 的 。 在这两种审美活动 中 ，
审美 的文学有本质的区别

”

（
於可训 ： 《说网络文学 》

， 《长江

或者是
“

静观形象
一

形式
”

， 或者
“

震惊于形象一 文艺 》 年第 期 ） 。

形式
”

，
而不能顾及对象性质 ，

否则将引 起实用 、
② ’

：

认知 、 实践等功利性情感而走 向非审美 。 首先 ，

： 年 月 日 阅 。

人的视听感官可 以通过光波 、 声波把握到对象的
③ —

“

°

形象
一

形式 ，
而触觉 、 味 觉 、 嗅觉则 直接感受的

— ‘ 〃

是事物的性质 ； 其次 ， 视觉 、 听觉器官属于
‘ ‘

距
—

离感受器
”

，

“

距离感受器对来 自远离的客体的刺 ④⑤林淇淆 ： 《 流动的缀思
一

台湾网路文学生态初探》
，

激起反应
”

， 触觉 、 味觉 、 嗅觉器官属于
“

接触感 年

受器
”

，

“

接触感受器在直接接触作用于它们的客 月 曰 阅 。

体时传递兴奋
”

。 然而 ， 世纪 以来的现代美学 ⑥ 加 哈罗德 伊尼斯 ： 《传播的偏 向 》 ， 何道宽译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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