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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媒介修辞偏向

王小英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文学媒介存在层次性，媒介不同，对文学的修辞介入方式也不同。互联网 时 代，文 字 的 抽 象

概念性魅力削弱，文学媒体的影响主体化，整个媒介语境十分嘈杂。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话语 易 于 采 用 一

定的媒介修辞策略，如标题一反含蓄蕴藉，直入主题，情节故事性强等，表现出较强的 消 遣 娱 乐 性。文 学

媒介修辞的娱乐偏向以主导的方式存在，表现在修辞文本上，贯穿于修辞活动中，这打破了文学话 语 权 的

垄断，但也使得文学成为当代符号危机的发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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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学的媒介层次及其修辞介入

（一）文学媒介的四个层次

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媒介

去阅读 文 学 文 本，如 阅 读 印 刷 书 籍 上 的 文 学 篇

目，阅读石碑上的碑铭传记，阅读电脑屏幕上显

示出来的网络小说等。抽象化的文学文本需要通

过具体的可以被感知的媒介进行传播，也即文学

必须要经过媒介化才能被人们接收。这种媒介化

通常并不只涉及一种媒介，如以印刷书籍形式出

现的 《红楼梦》，文字、图画、印刷术等 都 是 其

媒介。这些 媒 介 互 相 配 合，共 同 构 成 了 《红 楼

梦》的可感 性 物 质 存 在。可 以 说，除 口 传 文 学

外，文学的传播都需要不同层次的媒介进行互相

配合，如文字、石头、手工雕刻之间互相配合产

生出的石刻文学，文字、纸张、手工书写相配合

产生书写文学。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口传文学也

需要媒介配合，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气体、液

体或固体），口传文学借助声音媒介存在的前提

是地球上的大气环境，这一点从宇航员的太空旅

行特殊装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但因目前人类主

要生活在地球上所以经常忽略这一问题。

单小曦 在 《现 代 传 媒 语 境 中 的 文 学 存 在 方

式》中，将文学 的 媒 介 分 成 了 四 个 层 次：１．符

号媒介 （口 语 语 言，书 面 语 言 和 文 字 符 号），

２．载体媒 介 （如 石 头、泥 版、象 牙、甲 骨 等），

３．制品媒 介 （指 符 号 媒 介 与 载 体 媒 介 的 结 合 物

被进一步加工成的产品，如扇面、手抄本、互联

网网页等），４．传播媒体 （指传媒机构，如出版

印刷、期 刊、电 影、电 视、网 络 公 司 等 相 关 部

门）①。将媒 介 划 分 为 四 个 层 次，比 将 形 式 多 样

的媒介都笼统地摆放在一起要更明晰，研究起来

也更加方便，因此本文采取这种划分方式。在这

四个层次的媒介中，符号媒介是基础形式，它需

要依托于一定的载体，换言之，它需要一个背景

来加以展示，背景也就是载体媒介，载体媒介严

格说来是符号媒介的物质性。工具、材料、技术

在将符号媒介赋予可感知的形式的过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中国古代笔墨纸砚并列为文房四宝，展

示的正是媒介物质性的具体化，也即将１与２结

合，会卷入技术问题，如印刷术的问题。制品媒

介和传播媒体分别为成品形态和文化实践。在这

四个层次中，１与２的 配 合 是 媒 介 的 基 本 搭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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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不同，也就意味着搭配可以承载的文学将会

有区分。

四个层次 的 媒 介 与 文 学 文 本 具 有 不 同 的 关

系。一般而言，我们所言的媒介指抽象化了的符

号媒介，实际上载体媒介和制品媒介也在其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媒介与文化发生关联正是通过载

体媒介和制品媒介而产生的。媒介之于文学的修

辞影响也是通过这四个层次的媒介发生的。

（二）不同层次媒介的修辞介入方式

在修辞学方家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文学的传

播媒介可以从渠道的角度进行划分，如谭学纯、
朱玲的 《接受修辞学》将各种媒介的接受渠道分

为口头的和书面的，渠道不同，对接受者产生的

刺激不完全相同，因此通过媒介传达的修辞信息

借 助 于 不 同 的 渠 道 往 往 带 上 了 不 同 的 可 接 受

性①。但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渠道与媒介是不

能够等同的，“渠道不同于媒介或媒体：渠道是

符号信息到达接收者感官的途经，是媒介被接收

的方式。因此，渠道应当用接收者感知的器官来

分，因此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五

类。”② 媒介采 用 的 渠 道 不 同 固 然 会 影 响 到 修 辞

信息的可接受性，但媒介本身也会参与到修辞信

息的编码和修辞活动的进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在文学中的参与度增

强，媒介之于文学的修辞影响愈来愈明显。媒介

参与修辞的建构，并非完全被动，而是以一种隐

匿的方式参与其中而经常不为人所察觉，在这方

面它发生 作 用 的 方 式 类 似 于 叙 述 学 中 所 谈 到 的

“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体现的是一种聚

焦方式，通过不同的媒介叙述、传达的重点也不

完全相同，它与叙述学中的 “聚焦”意义一样，
携带着认识、情感和意识内涵，不同的是媒介的

聚焦是叙 述 文 本 外 的 一 种 聚 焦③。在 此 意 义 上，
媒介也应被视为参与了修辞文本的建构，它具有

一定主体性或者主体间性，它带来的认识方式、
情感方式和意识方式与传统意义上的修辞主体共

同起作 用。换 言 之，因 为 文 学 所 使 用 媒 介 的 不

同，它的修辞话语也在不自觉地随之转变，这即

文学的媒介修辞转变。媒介不仅致力于完成传达

目的，在完成的过程中也对传达目的进行改造。

文学四个层次的媒介对话语的修辞介入方式有所

不同：符号媒介的修辞介入主要表现在符号自身

性质的不同影响到表达与接收效果，因此若采用

某种特定的符号便更易表达某种特定的内容；载

体媒介和制品媒介的修辞介入一方面表现在其物

理属性所易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表现为其赖以

生长的具体媒介语境所造成的语境压力；传播媒

体的修辞 介 入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静 态 的 语 境 式 的 介

入，而是一种动态的积极主动的介入，有时甚至

是规范和制约。在现代社会，媒体的介入成为常

态并且对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因此笔者将其看作是另一修辞主体，这一点将在

后文详述。
二、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媒介层次与修辞影响

（一）互联网上文学的媒介层次

互联网上文学的存储介质变为比特，我们输

入电脑的表面上是文字、图像、符号，实际上这

些东西的真正载体已经成为比特。比特没有重量

和体积，因此，它的存储和运输脱离了纸张、石

头、泥版、甲骨等，可以凭借特殊的渠道进行快

速、大规模的传输。也就是说，因为存储介质的

比特化，电脑和互联网上文学的存储和传播变成

了另外一回事：它不再受到媒介物理空间的容量

限制 （文学可以想有 多 长 就 多 长）、不 再 因 时 空

距离而发生错位，文本与读者可以跨时空相见。

尽管互联网上文学以比特的形式被存储和传

输，但由于 技 术 的 高 度 发 展 对 普 通 人 形 成 的 暗

箱，我们通过网络媒介接触文学时，并没有看到

原子形态的文字与比特形态的文字有何差异，也

即是说文 字 的 存 储 形 态 对 我 们 而 言 并 不 被 意 识

到，新的以比特为存储介质的文学仍旧通过我们

熟悉的文字、图画等形式被我们 “看”到，它们

具有拟物质性。假如说，我们仍将文学视为语言

的艺术的话，那么从直观上 来 看，文 字、屏 幕、

网页和网络文学媒体组成了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几

个主要媒介层次。
（二）媒介修辞语境

互联网时代，各层次媒介的互相配合组成了

新的媒介修辞语境。

首先，文字魅力弱化。与图画相比，语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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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约符号，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文字加

剧了这种倾向，线性排列方式出现的文字语言要

求逻辑性，接受时需要读者较高的理解力，如波

兹曼所言，印刷术时代是一个阐释时代：“富有

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

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

应的耐 心。”① 与 观 看 图 片 相 比，文 字 语 言 的 阅

读更需 要 投 入 注 意 力，需 要 展 开 复 杂 的 逻 辑 思

维。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受众面对图像文本和

语言文本时，采用的接受机制不同。“由于人们

的大脑总是会本能地通过某种快捷和简单的途径

来做出 选 择，而 图 像 恰 好 迎 合 了 大 脑 的 认 知 惰

性，这也使得图像文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瞬

间认同力 量”②，语 言 文 本 则 因 其 抽 象 的 言 说 逻

辑需要调动系统性认知机制，因此不具备产生瞬

间认同的力量。如果说文学以印刷的形式出现，
仍旧是以静态的文字阅读为主的话，那么网络上

却从来不乏图形与图像，这些图形与图像以一种

信息泛滥的方式充斥在每一个可能的网页之中。
在这种语境中，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如果仍

旧固 守 “沉 思”品 格，恐 怕 难 以 吸 引 太 多 的 读

者。
其次，屏幕文本地形特征削弱。物理属性的

不同，也使得屏幕文本与纸质书籍在阅读效果上

有较大的不同。如贾布尔提出的，“纸质书籍比

屏幕文本具有更明显的地形特征”，地形特征大

致上指能够感受到的阅读文本的物理属性，如左

手页、右手页、书的整体厚度等等，这些地形特

征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驾驭文本。而屏幕阅读在

“地形 特 征”上 不 具 备 如 此 的 优 势③。与 之 相 应

的是，对于同样的文本，电脑阅读与纸质阅读相

比，读者对文本的掌控能力会下降。
第三，网页超链接干扰增强。电脑包容了文

本的各种形式，将各种不相干的东西融合一体，
它像电视一样，一望而知，偏向的是非逻辑性的

直观感受。手机亦是如此。与之同时，互联网的

超链接特征将各种形式的文本都置于同一页面之

中，文学文本的竞争对手以在场的方式存在。从

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网络上巨大的信息洪流对人

造成巨大的压迫，上网首先面对的是区分信息的

重要性。“必须在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中作出选

择的持续的紧迫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我们

弄垮”④，这也即 “自我耗竭”，耗竭一旦成为自

我的一种无意识选择，也就意味着阅读的在场结

束，这时阅读也就与娱乐彻底融为一体。
第四，互联网上文学媒体的修辞主体化。一

般而言，修辞的主体包括两个构成部分：表达主

体和接 收 主 体。主 体 在 修 辞 中 具 有 一 定 的 能 动

性，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修辞过程。但这种主体两

分化显然将修辞过程做了简单化和理想化处理，
即认为修辞是一个从表达主体到接收主体的线性

过程，在表达主体和接收主体之间，修辞并不发

生信息变形。然而，实际情况大多并非如此。从

严格意义上讲，信息传达过程中不可能百分之百

地抵达对象，即便是面对面的讲话，接收者也不

可能注意到表达者发出的所有信息。在现代传媒

社会，文学文本要途经一系列的流程才能够到达

受众那里，而这 “路途中的风景”并不是自然景

观，而是经过若干也具有主体特征的媒介者的参

与构造的。
媒体修辞主体与表达主体和接收主 体 相 比，

有一些 独 特 的 特 征：第 一，它 常 常 不 是 单 个 的

人，而是某 种 团 队 和 机 构，第 二，它 具 有 隐 匿

性，在文学文本形成之后隐身，但在形成过程中

通过影响表达主体和接收主体，以及通过制定写

作规则产生巨大的影响⑤。文学媒体的修辞主体

化在文本层面上展现为他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

修辞文本的结构，如互联网上文学网站提供的平

台语法将文学文本纳入类型文本的范畴，修辞文

本的结构被标准化。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媒体主要以商业化的姿态

呈现自己的主体性存在。自２００３年 以 来，商 业

化的文学网站的兴起对中国网络文学产生的巨大

影响便是证明。文学网站以企业的方式存在，其

主要和最终目的是赚钱，所以文学于他们而言是

“产业”、“行业”和 “事业”，如国内最大的网络

文学原创网站起点网的介绍中，便着力宣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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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英、祝东：《论文学网站对网络文学的制约性影响》，《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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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能力，“通过与国内优秀的网络游戏公司、
影视公司和出版社全面展开版权运营，带动了起

点中文网众多优秀作品成功改编成网络游戏、影

视剧、话剧以及出版线下图书等，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产业 链 条。”① 经 济 利 益 与 文 学 符 号 利 益 本

身存在 冲 突，经 济 利 益 的 获 取 需 要 更 多 人 的 消

费，势必要与大众或者分众关系密切，因此，无

论在网站提供的新手写作指南之类的指导性文章

中，还是在作者功能的设置中都特别强调一点，
即与读者的交流，甚至 “网络文学阅读成为新型

的社交方式”②。文学在媒介修辞主体的介入下，
成为一项旨在吸引更多大众的带有商业色彩的活

动。
第五，电脑手机等互联网设 备 的 多 功 能 性。

当今社会，手机、电脑都具有多功能性。在某种

程度上，多功能也就意味 “多任务处理”。多任

务处理虽然貌似高效，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是 “让
信息的同时性变成一种规范和工作准则。同时做

很多事情，这意味着不停地被干扰，又不得不无

休止地去解决这种干扰。”③

假如仍旧将文学视为语言文字的艺 术 的 话，
那么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各层次媒介之间并不是一

种相得益彰的关系。抽象化的文字、无明显地理

特征的电子屏幕、嘈杂的网页、媒体网站的制度

性规约，以及最终承载各层次媒介的具备越来越

多的功能的手机和电脑等等，都从各方面显示文

学信息产生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语言

文字符号本身所倾向于激发的阐释性思维再没有

其它媒介如石头、纸张、杂志、书籍等的顺势配

合，新的语境也难以培养阐释需要的耐心。这种

情况下，文学信息要展示自己的魅力，就不能单

纯地寄希望于读者的潜心静读、沉思默想，而是

要对文学信息进行修辞化处理。
此外，互联网时代，也即数字信息时代媒介

技术上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次的改变是传与受

的结构颠覆。新的互动媒介绕过了整个信息的来

源。作者作为一种专门化的功能消失了。大众获

得了表 达 权，每 个 人 都 成 为 作 者。”④ 技 术 为 大

众参与提供了保障，也使得互联网时代的文学不

能再如印刷时代的文学那样以单向的方式传播，
在这种技术的促进下，文学能够被关注就成为其

能生存下去的首要条件，因此，文学采取合适的

媒介修辞方式就成为必需。
（三）互联网上的文学修辞话语

基于网络空间中信息以比特的形式存储，空

间容量巨大，而网络上的信息又较多，因此互联

网上的文学媒介修辞首先在视觉形式上便有一些

媒介修辞特征：短句、短段、段与段之间留有空

白。这种排列方式从视觉接收效果来讲，可以有

效地冲击密密麻麻的文字带给人的心理压力，使

阅读变得较为舒缓闲适，所以就这个方面而言，
这种排列形式本身便是一种修辞。而从作品发布

的形式来看，不管作者是否事先已经将作品创作

完毕，都将作品分成若干部分，采取连载的形式

发表，这种碎片化的发表形式同样是基于追求最

佳表达效果的考虑。
如果说段与段分行排列和连载是文本外的修

辞手段的运用的话，媒介同样也影响到文本的话

语表达。互联网时代最典型的文学形式为网络原

创文学尤其是网络原创小说，因此我们借网络原

创小 说 来 探 讨 这 种 修 辞 影 响。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４
日，在目前国内最大的网络原创文学网站起点网

排行榜上，月票ＰＫ榜、会员赞榜、会员点击榜

等２２种榜单上排名分别占前１０的作品中，作品

名分别为：胜者 为 王、大 主 宰、圣 堂、莽 荒 纪、
最强弃少、醉枕江山、宝鉴、斗 罗 大 陆Ⅱ绝 世、
求魔、唐砖、锻 仙、官 德、惊 门、摄 政 大 明 等。
这些题目要么以主角为名，要么以主题为名，大

部分都让 人 能 够 猜 测 出 小 说 主 要 讲 述 的 故 事 类

别。试与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⑤ 中的小说精

读篇目名 称 （阿 Ｑ正 传、伤 逝、春 风 沉 醉 的 晚

上、潘先 生 在 难 中、家、子 夜、边 城、菉 竹 山

房、山峡中、断魂枪、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

里、小城三 月、小 二 黑 结 婚、荷 花 淀）作 一 比

较，我们发现后者中，大部分以故事发生的时间

和地点命名，以主题或主人公命名的很少，时间

和地点作 为 小 说 标 题 与 小 说 文 本 的 关 系 较 为 松

散，只是 一 种 松 散 的 提 喻，并 不 能 起 到 提 纲 挈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ｉｄｉａｎ．ｃｏｍ／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ｓｐｘ，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５日查询。

　韩元佳：《谁在看？谁在赏？》，《北京晨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Ｂ０２版。

　［德］弗兰克·施尔玛赫：《网络至死》，邱袁炜译，北京：龙门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５２－５３页。

　胡易容：《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８页。

　钱谷融、吴宏聪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５期 王小英：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媒介修辞偏向

领、开宗明义的效果，反而具有一种含蓄蕴藉的

朦胧美。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文章本身已经较有

名气，否则给人的感觉是一头雾水。鉴于网络修

辞语境的特征，这种标题修辞并不容易在网络上

吸引眼球。于是，网络标题命名的反含蓄蕴藉便

成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倾向。除标题外，在长

篇小说叙述策略上，也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
“惊奇和悬念的频繁使用，直入主题与静止性母

题的稀释，线索清晰与情节顺时序编排”① 等。
无论文本内外运用何种修辞手段，其宗旨只

有一个，就是尽量吸引更多注意，为了达到这种

目的，尽量使用更为形象的文字语句来规避文字

符号本身的高度抽象性，使用反蕴藉的标题和开

宗明义的方式等。而这样一系列修辞手段的叠加

配合，确实会造成这类小说在互联网媒介上的优

异表达效果，这个可从近年来名气较大的网络文

学作品中看出。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媒介成为

主导媒介意味着这种媒介修辞会成为一种主导的

方式。正如赵勇谈小说时所注意到的：“当下的

文本策略是把故事性强、情节紧张有趣等环节放

置于文学写作的重要位置，让作品具有更多的可

视性而 非 可 思 性，呈 现 写 作 逆 向 化、技 法 剧 本

化、故 事 通 俗 化、思 想 肤 浅 化 等 特 征。”② 在 互

联网时 代，这 种 媒 介 修 辞 就 不 仅 仅 出 现 在 网 络

上，甚至影响到非网络上的文学存在，成为文学

的媒介修辞手段偏向。
三、互联网时代文学媒介修辞的娱乐倾向

标题修辞开宗明义，文本修 辞 追 求 可 视 性、
故事性、情节性、趣味性等，互联网时代的文学

在这些修辞方式的塑形下娱乐性大为增强，而深

刻性和 严 肃 性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有 所 折 损。与 之 相

应，文学的功能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现代文学

观念主要是在印刷时代塑形的，印刷时代由于文

学发表权力被局限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人主要

是社会上某些阶层的人，因此，文学必然也呈现

出一定的偏向。作为第一媒介时代的印刷时代，
偏向的 是 文 学 的 严 肃 性 和 精 英 性。在 互 联 网 时

代，特定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文学话语带上了特

定的修辞特征，简言之即文学染上一系列的大众

特征，文学的娱乐偏向显现。
（一）汉语网文阅读体验 “爽”
互联网时代，日常生活中有一重要的词———

“爽”在文学阅读中也频繁出现。“爽”是读者阅

读体验的总结，虽然读者并不以 “爽”否来直接

判断作品的好坏，但 “爽”却是很多读者选取作

品的重要标准，如 “推荐一本月票榜上的爽书给

大家看一下”③，也是很多作者着力达到的效果，
如 “【学习周活动】评 《盘龙》的爽点”④。在网

络上流传很广，受到颇多好评的网文技术贴 《论
网文的阅读感》中，明确告诫网文写手切忌让读

者 “不爽”。据 《新华字典》，“爽”有六层含义：

１．明 朗，清 亮；２．轻 松，利 落；３．痛 快，率

直；４．差 失，违 背；５．干 脆，索 性；６．舒 服。
这六层含义除４之外，都有所关联，可以明确的

是文学批评中所使用的 “爽”字排斥了其第４项

含义而兼有其它含义。阅读体验上的 “爽”既包

含了由语言构成文学文本构建的感官体验幻象也

包含经由 故 事 安 排 所 带 给 读 者 精 神 上 的 畅 快 愉

悦。 “爽”在 小 说 文 本 中，经 常 通 过 ＹＹ实 现，
表现为 主 角 人 物 披 荆 斩 棘，历 经 坎 坷，最 终 成

功⑤。 “爽”与 “闷”是一组相对 概 念，然 在 网

民那里爽却独立为一种绝对的追求，表现为连载

更新快，情节过瘾等。
从文学阅读体验经常用语如 “深刻”、“感悟

人生”、“增长知识”及 “感受文字美”等到现在

经常使用的 “爽”，代表的是一种新的选择标准。
“爽”代表了新的自我确认方式：“‘爽’的文学

观自觉 认 识 到 它 所 追 求 的 是 即 时 的、单 纯 的 快

感。‘爽’的网络文学之所以不是深刻的、典雅

的、深奥的文学，不是因为它的水平达不到永恒

的、绝对的文学标准，而是因为网络文学的使用

者故意地、主动地排斥这些 ‘深刻性’。”⑥ 爽的

文学观与互联网时代文学的游戏娱乐偏向是相应

的，是对传统文学严肃性和深刻性的反叛，同时

也是对这种新的文学偏向的欣赏与确认。同样，
“爽”作为新的 文 学 体 验 话 语 和 日 常 生 活 话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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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自觉地将以前不便言说的趣味取向以语义重

构的方式重新赋形，这种重新赋形在现代社会与

商业力量合谋逐渐成为一种正当的追求，并且进

一步参与塑造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媒介修辞品格及

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境界。
（二）文学读者的 “粉丝”化

互联网时代，在文学文本的 构 思 和 写 作 中，
借助互动技术和运营商提供的平台支持，表达主

体和接受主体可以围绕着文本展开充分的沟通和

交流。如果说修辞活动是 “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

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① 的话，那么互联

网时代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方式因互动的方便而

具有了很强的娱乐特征，如粉丝群体的成型、作

者的明星化等。
作者 “粉丝”团队的成型将文学阅读这一原

本属于审美活动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有关 “忠诚”
的消费娱乐，如网络写手 “我吃西红柿”有粉丝

联盟 “红盟”，“唐家三少”有 “唐门”，“梦入神

机”有 “神机营”等。粉丝们最初固然是因对文

学文本的赏识而结盟，但粉丝一旦形成，便会将

这种建立在文本上面的支持转化为各个方面的全

力支持，并且会造就 “偶像”。互联网 时 代，文

学作者这一修辞表达主体在构思写作文学作品的

时候，参考借鉴并与自己的读者群体沟通交流成

为媒介修辞活动的一部分，如一些粉丝会主动给

作者提供参考资料，一些会就人物和结构设计为

作者提出建议等。互联网时代，作者不仅靠作品

扬名，强大的粉丝团队也是成功秘诀。粉丝会成

为作者和作品的义务宣传员，与负面消息理性或

非理性地抗争，竭力树立偶像的正面形象，一旦

读者变成了粉丝，阅读变成了粉丝的支持，不管

是文本修辞的运作构思还是文本外的宣传排名，
粉丝们都会群策群力。于是，拥有自己的粉丝群

体成为作者的一种自觉追求，如 “求关注，求粉

丝”，“今天书有了第一个舵主级的粉丝，开心的

同时，也倍 感 压 力！”② 粉 丝 的 作 用 不 再 是 默 默

的支持，在网络媒体的平台设置和有意识的引导

下，粉丝团体形成并营造巨大的经济利润。“通

过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 ‘粉丝’们原先具有自

娱自乐性质的行为迅速转化成了一场具有娱乐精

神的集 体 狂 欢。”③ 而 粉 丝 们 通 过 投 票，打 赏 等

方式助其喜欢的作者登上排行榜的方式④，与电

视选秀节目如出一辙。打赏是一种金钱游戏，在

这种游戏中，粉丝们的激情和热情被宣泄，得到

某种满足的快意，这个与其他娱乐带给人们的快

感是一样的。而在粉丝的推动和支持下，作者也

不再仅 凭 作 品 取 胜，而 成 为 靠 粉 丝 推 选 出 来 的

“偶像”和 “明星”。阅读成为一场有关写作的消

费娱乐。
（三）文学媒介修辞的娱乐主导风格

在一系列共同力量的驱使下，互联网时代文

学尤其是在网络上出现的文学的娱乐倾向凸显，
盛大文学ＣＥＯ侯小强甚至公开宣称：“文学是一

切娱乐业 的 起 点。”⑤ 文 学 被 网 络 文 学 媒 体 视 为

娱乐之一种并带动更多的娱乐形式。在这种情况

下，广受欢迎的文学是能够转换成其他娱乐形式

的文学，是与各种娱乐活动产生共鸣的文学。
但互联网时代文学出现了娱乐化偏向，并不

意味着严肃文学的缺席。借用雅各布森的术语来

讲，也就是 文 学 的 娱 乐 化 偏 向 以 一 种 主 导 风 格

（ｓｔｙｌｅ）的形式存在。主 导 是 “一 件 艺 术 品 的 核

心成分，它支配、决定和变更其余成分。正是主

导保证了 结 构 的 完 整 性。”⑥ 虽 然 雅 各 布 森 主 要

是从诗歌入手来谈 “主导”这一概念的，但它同

样适用于文学的各种形式。文学是具有多样功能

的，其中一些是主导功能，它们决定和控制着其

它功能。文学的演变其实是文学的主导成分转换

的问题。原先的主导因素退居次要地位，而原先

的次要 因 素 占 据 了 主 导，成 为 了 基 本 的 和 主 要

的。并且，文学的演变也是在文学内部等级系统

内的一种调整，原先的主导艺术手法和类型向边

缘移动，原先的边缘艺术手法和类型开始向中心

移动，以及与之同时进行的原先核心文体类型开

始采用边缘文体类型的一些创作手法，而原先边

缘的文体也开始向中心移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

界限模糊、甚至融于一体。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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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５期 王小英：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媒介修辞偏向

文学史 上 宋 元 俗 文 学 的 繁 盛。主 导 并 不 等 于 唯

一，其它各种形式的文学也将继续存在，在互联

网这种特殊的媒介时代，在消费社会这种大语境

中，媒介与经济力量共同给文学塑形，其主导风

格将会是或必然是娱乐游戏性的。
从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来看，互联网时代文学

媒介修辞的娱乐偏向是一场合谋的结果：各层次

媒介，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共同选择造就了文

学的 “去严肃性”。因此，媒介修辞的这种娱乐

偏向就有了 约 翰·费 斯 克 所 言 的 大 众 抗 争 的 意

味。然而，着眼于社会大语境和未来而言，文学

的娱乐主导偏向容易使艺术 “假戏假看中镶嵌的

真戏真看”的 表 意 模 式，变 成 彻 底 的、单 纯 的

“假戏假看”①，文学不再指向文本本身，它的意

义只在于阅读时产生的快乐。而这又成为整个社

会符号危机的症状之一，因为娱乐 “除了当下的

快乐，表面上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它并不指向一

个意义的缺场，它的目的只是愉悦的当场实现，
过后即忘，不再作无限衍义”。② 文学沦为仅仅为

了娱乐而娱乐。
总之，从互联网时代文学的 媒 介 层 次 来 看，

媒介制约和引导对文学修辞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

视，无论是媒介的物理属性还是媒介符号的性质

特点，都影响着文学偏好某些修辞表达方式而疏

远另外一些，甚至日益商业化的文学媒体也不断

以主体的姿态引导着文学修辞话语。在文字魅力

弱化，屏 幕 阅 读 效 果 变 差，网 页 超 链 接 干 扰 不

断，手机电脑等上网设备的多功能特征及文学媒

体的商业化引导所营造的总体媒介语境中，文学

修辞追求可视性、故事性、趣味性等便成为一种

常态，娱乐自然成为文学媒介修辞的主导偏向。
不仅 “爽”这一带有强烈欲望色彩的字眼成为人

们经常性的阅读体验表达，而且阅读活动本身也

带有强烈的娱乐色彩，受众们的粉丝化和作者的

明星化，使 得 文 学 与 各 种 娱 乐 选 秀 节 目 如 出 一

辙。文学媒介修辞的娱乐偏向具有文学权力话语

重新分配的意义，但同时也是当今符号危机的具

体表现。

（责任编辑：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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