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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 新”文学的传统回归
!

———关于网络文学当代困境的文化解读

陈8 静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3）

8 8 摘8 要：网络文学十年发展，从文学的边缘走向主流，从精英话语走向民间草根精神，从

自娱自乐走向了有意为之的职业写作，从个人的文学活动走向了商业化运作。网络文学以

其“新”特质独树一帜。然而，网络文学的“新”特质恰恰在于计算机及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

在再媒体化过程中对文学形成的影响，而其所具有的“新民间文学”精神也恰恰是在此过程

基础上的一种大众文化指向下的传统回归。同时，文学体制与商业力量对这种过程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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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从 $##: 年到 !"": 年，网络文学!已经走过了十年风雨历

程，从文学的边缘走向主流，从精英话语走向民间草根精神，

从自娱自乐走向了有意为之的职业写作，从个人的文学活动

走向了商业化运作。回顾十年，几番沉浮，当年以《 第一次亲

密接触》标志着中国网络文学兴起的痞子蔡也已经恢复了本

名蔡智恒，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家，而以写小资精致生活与都

市情感开创网络文学写作新风格的安妮宝贝则转而成为一名

印刷文学作家，宁财神的大名越来越多的以编剧身份出现在

电视剧创作人员名单里，当年第一大文学网战的主力干将李

寻欢则干脆下海，成为了一名书商。可以说，网络文学的“ 理

想主义”时期已经随着这些网络写手的淡出江湖和“ 榕树下”

被收购而烟消云散。而以天下霸唱、月关、血红、酒徒、江南等

网络写手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文学则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日

益普及的背景下，在商业力量的推波助澜中，以起点文学网、

晋江原创文学网、$%; 文学网等众多新兴的盈利性文学网战为

平台，开创了中国网络文学又一次新的高峰。网络文学不论

是在主题类型的多样化上，还是在销量和商业获利上，不仅超

越了第一波网络文学，更是当代传统文学创作很难比及的。

与此相应的，是以印刷为载体和传播方式的传统文学以

及文学理论界为文学新生命的呐喊欢呼，近年来，不断传出传

统文学体制对网络文学进行“ 招安”的新闻，有关网络文学的

论文和专著也相继出版面市。对传统文学来说，网络文学的

兴盛对在当代逐渐降温，甚至渐被遗忘的文学而言，不啻于一

剂“强心剂”，使得文学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之中。文学理

论界面对这一场新的文学浪潮也做出了回应，一时间，关于网

络文学与文学终结的文章纷纷见诸于世。就目前而言，随着

网络文学的声势日渐浩大、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

应该说，网络文学的观念已经从初始的“ 网络文学”威胁论的

恐慌中走了出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网络文学取代或者终结

谁的问题，转而去考察网络文学所体现的与传统印刷文学所

不同的内在的合法性、本体性、审美性以及内在特征等等———

越来越多相关论文、专著的出版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网络文学以及为之摇旗呐喊的浪潮背后，却依然

存在着一个悖论：人们越来越多的对网络文学作为一种“ 新”

文学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基于两点，一是网络文学大

批量生产、粗制滥造，以及人们在日积月累的阅读中不断的体

验到了一种落差，从文学角度来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没

有根本上的不同。二是随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合流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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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学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网络文学似乎越来越不像网络

文学。

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复杂悖论的存在？其根本性的矛盾在

于，网络和计算机作为一种新媒体介入文学创作之中，以其再

媒体化（ 34567897:;）的过程影响了文学的发展，网络文学恰恰

是再媒体化效果在中国文化语境与文学体制中的具体表征，

呈现出“新”与“旧”结合的面貌，这同时也是传统文学力量与

商业力量基于这种再媒体化过程合谋的产物。

一、网络文学命名：作为媒体的网络与文学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无论是从创作主体、写作状态还是

传播方式上，网络文学都呈现出与传统印刷文学不同的特质。

而归根结底，这种“新”的特质源于计算机及网络，这种信息化

浪潮下的新媒体介入文学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要

理解网络文学的“新”特质，首先要从理解计算机及网络是如

何与文学生产活动发生作用开始，体现在网络文学中，这种作

用首先体现在“网络文学”的命名上，即“ 网络”和“ 文学”是如

何联系在一起。正如曾经有学者提出的质疑：“ 因此，网络文

学的命名实际上是纠缠在了网络这一媒体上，而非文学本质

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就是文学，我们从不刻意把印刷在纸上

的文学称为‘纸质文学’，也不曾把写在竹简上的诸子百家文

章称为‘竹简文学’，那么，‘ 网络文学’命名的依据从何而来

呢？”!提出这个问题原本是为了反对“ 网络文学”的特殊性，

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介入到了问题的关键性所在，即“ 网络”

作为一种媒介，在网络文学出现伊始就显示出了其对于“ 文

学”以及传统印刷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一步，对“ 网络

文学”这个定义再进行具体考察，可以看到研究界对于网络文

学的定义经历了从早期的五种版本到后来普遍流行的原创

的、生存于网络空间的、借助计算机网络形成的的文学的转

变。"而这也正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最根本性区别所在。

这种差异性的比较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在《 网络文学

概论》一书中所总结的“ 媒介载体不同”、“ 文本形态不同”、

“主体身份不同”、“ 创作模式不同”、“ 传播方式不同”、“ 功能

价值不同”六种不同。其中“ 媒介载体不同”主要讨论“ 网络

文学”“基于数码传输技术的互联网”的“数字化‘ 比特’”媒介

与纸介书写文学的“印刷”媒介的不同；“ 文本形态不同”则将

网络文学分为五类，其中第一类“ 栖身网络的所有文学作品”

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只在于文字文本的数字化，而第二类“ 网络

超文本文学”、第三类“ 多媒体文学”、第四类“ 运用特定创作

软件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作品”则更依赖于计算机及网络技

术；第五类则是在 <<,、== 聊天、个人博客、网络短信等中出

现的“准文学”。就中国“ 网络文学”而言，多的都是第一种，

即黄鸣奋在《超文本诗学》中所说的“本身虽非超文本，但却诞

生在网络中、以网络为安身立命之地的作品，在国内广为人知

的便是‘网络文学’”#由此可以看出，计算机和网络改变了文

学的创作模式和生产活动。再进一步，我们从媒体发展和计

算机和网络作为新媒体的角度来深入的探讨这种改变。杰·

戴维·波尔特和理查德·格鲁辛（>8? )8@76 <:A943 8;6 *7BC836
D3EF7;）在《再媒体化———理解新媒体》中细致深入的探讨了

媒体自身具有的特性。不仅从媒体发展的历史中对媒体的再

媒体化历程进行的梳理和探讨，更重要的是将新媒体置于再

媒体化的理论框架之内，通过对再媒体化的内在逻辑和最终

指向的研究对新媒体的本质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而再媒体化

的两个内在的逻辑则是去媒体性（ 7554678B?）和超媒体性（C?G
H4354678B?）。具体来说，去媒体性是一种视觉表征的风格，其

目的是使得观者忘记媒介的在场，而相信他与表征的对象的

在场。$而超媒体性是指“一种视觉表征的风格，它的目的是提

醒观者媒介的存在。”%这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

了再媒体化过程，而这个再媒体的过程是伴随西方视觉文化

表征开始一直影响至今的。其内在的根源即是对于从西方文

艺复兴以降，“透视绘画，照片，电影和电视以至新数字媒体都

在去媒介性和超媒介性，透明与不透明之间摇摆。这种摇摆

是理解一个媒介如何使得它的前任以及当代其他媒体得到再

流行（ 34I8FC7:;）的关键。尽管每一种媒介都承诺通过赋予它

的前任一个更去媒介的或者更真实的体验对之进行改革，但

是这种改革的承诺不可避免将我们引至意识到作为一个媒介

的新媒介。因此，去媒介性指向了超媒介性。”&

在新媒体中，计算机图像能够达到之前的媒体都无法达

到的去媒体的效果，因为之前的媒体的表征都是以一定的视

角达到特定的效果，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往往是为了某

种寓言性的或者喜剧性的效果。计算机的程序员努力消除自

身在人与计算机的互动中的痕迹，力图给程序最大的自动性，

从而达到去媒体的目的。但是，新的视觉表征系统———J7;G
6:KF“视窗”的发明，“ 意味着计算机界面消隐入经验性的后

台，而软件所依据的相似、类比则走到了前台。如果绘图相软

件是“直觉的”，那它也仅仅是因为绘图箱是一个文化上相似

的客体具有了直觉。图形界面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不仅仅是

依据了文化上相似的对象，而且是涉及到了之前的媒体，比如

绘画、输入和手写。创造了一套更为复杂的体系，在其中，表

征的符号化的形式和任意的形式相互作用。”’这里所说的即

是计算机视觉表征在努力去媒介化的同时，却因为在表征体

系中包含了对之前媒体的借用，使得人们在使用这套表征体

系的同时不断的重新回到使用之前的媒体的感受上来，从而

在互动中意识到了媒体的存在。而数字媒体“ 能够在它的再

媒体化过程中更加的积极。它努力使旧的媒介或者媒体再流

行，保持旧的媒体的在场，从而保有了一种超媒体的感受”。(

在此意义上，作者们认为万维网是最大程度上“ 包含”或者说

“借用”了之前所有的媒体，也就是说，万维网使之前所有的媒

体得以再流行。

二、网络文学：文学在计算机及网络媒体中的再生

从波尔特和格鲁辛的理论可以看到，媒体发展是具有自

身的内在逻辑的。而对于网络与文学的宁馨儿———网络文学

而言，这种内在逻辑深刻的影响了网络文学的特质。网络文

学作为“网络”（主要是互联网）这一新媒体所承载的内容，以

一种新的去媒体化的方式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新的视觉文化

表征方式。计算机作为书写的工具，或者说媒介，以键盘、屏

幕取代了传统印刷文学的纸笔书写方式，使得书写活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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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符码成像的方式，而内在运作的机制却被隐藏在人机

互动的背后。我们只需要使用软件，而不需要关心软件是如

何在计算机内部运作。而图形界面对文字书写的重新编码使

得文字的立刻呈现，以及网络传输的便捷、快速都使得书写本

身不再如“印刷”时代那样大费周章。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

有人提出，“网络时代的许诺是：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其

次，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的网络文学的文本表征以数字的（345467
89）生存状态使其看似成为了脱离了“ 实体性”（:86;<48946=）的

纯粹文本呈现。因为“一个数字文件，不论是文本，图像还是

声音文件，都是用计算机代码写的一套有效的数学指令，即 $
和 " 的字符串。”而数字的“ 作为一个一般的词常用于指使用

二进制代码的数据处理和编码信息，二进制代码即指在注册

表中用数字 $ 和 " 代表电路或者作为电子脉冲传输中两种不

同的电压。”由此，数字媒介简单定义如下：“ 将离散单元创造

成一个系统的中间代码。数字代码将所有东西都分解成一致

的可交换的比特（或字节）。而数字代码可以解释聚合媒体和

创造新媒体中出现的大多数激进可能”。!"$由此可见，数字媒体

以一种系统的中间代码，即二进制代码来表征对象。在这个

表征系统中，不存在表象上的差异性———因为所有的代码都

是 $ 和 " 的字符串，也不存在“物质性”的差异，因为所有的二

进制代码“还原”成为了“ 电路或者电子脉冲传输中的两种不

同的电压”。也就是说，该表征系统对于其所生成或者创造的

媒体，比如网络来说是“虚拟的”，因为我们并不直接看到或者

感受到这种电子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 网络”作为文本

的承载媒介，所呈现出的特质是“ 虚拟的”，也是“ 去实体性”

（ 4::86;<48946=），同时也是透明的；第三，“网络”，作为“ 一种通

过 2-> ? 0> 协议交流的计算机全球网络。”!"%不仅是一个硬件

（计算机，路由器，电缆或者无线的传输装置和接收器）和软件

（提供用以不同机器连接的规则的协议）系统，在泛指意义上

的网络（@;6AB<C）中创造了“ 网中之网”，“ 提供了一个规则的

开放系统，以使信息能够得以快速方便的从一个机器传递到

另一个机器。”!"&而且在抹平地理意义上的空间的同时，创造了

虚拟现实（D4<6E89 <;8946=），为“网络文学”开辟了超越三维之外

的“四维空间”。在比喻的意义上，这也就是“ 赛博空间”———

“这个比喻同来描述‘ 一种社会设置的感觉，这种社会的设置

纯粹地存在于一个表征和交流的空间⋯⋯完全存在于计算机

空间中，通过日益复杂和流动的网络散布。’。”!"’在这个网络

不断流动又同时相互交织的空间中，“ 网络”媒介本身不再成

为关注的重点，甚至，在某些研究者看来，赛博空间中的文

本———赛博文本（F=G;<6;H6）“ 关注与文本的机械的组织，将纷

杂的媒介定位为文学交换所必需的一部分”。!"(可以说，去媒介

化在“赛博空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文学成为了开放

性的“文本之网”（ 6I; @;6AB<C BJ 6;H6）。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

网络文学中的文学真正成为了德里达意义上的“ 文本之外无

物”；第四，在这样的一个赛博空间中，网络文学的观者往往以

一种沉浸（ 4::;<K4B@）的直观体验面对“ 文学”表征本身。“ 文

学”也因此成为了这种体验的最直接也是最好的表征方式之

一。正如一位网络写手所说“ 我希望网络文学始终是业余而

纯净的。不要让文学成为作者的物质生存支撑点，从而使写

作本身成为作者写作的唯一动力。”!")

正是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生产方式与生存空间以及

感受成就了网络文学的“新”特质。同时伴随着对于透明性理

想追求的还有另外一个表征逻辑，即超媒体性。在赛博空间

中的网络文学又因为媒介自身的限定———网络书写所具有的

特殊性使得观者意识到了媒介的存在。伴随着计算机书写的

虚拟性和主体的抹除，取代传统书写及印刷工具的是通过视

觉文化的界面操作的人机对话。而这种对话要求观者必需掌

握基本的对话能力，即掌握计算机及网络的使用技能，这使得

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学习和接受一套新的媒介使用方法，而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技能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使得人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将自身放置于媒介的挑战

之下，比如超文本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 >!> 等网络技术的

发展都使得人们难以停止追赶的步伐，这样的一种境地如何

让他们漠视媒介的存在？在这样一个享受着“去媒体化”过程

中带来的全新感受的同时，网络文学又以技术发展的不均衡

性为自身划出了界线———网络文学的创作必须具备最起码的

计算机知识和技能，而在当代中国，掌握这种技能的多是 !"
世纪 %"、L" 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对他们而言，更容易也更顺

理成章的接受和体验网络媒体的去媒体化所带来的自由空间

和写作快感，同时他们所具有的理想、热情与强烈的情感诉求

在体制内部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转而成为了一种与体制的距

离感和抗拒，从而也使得网络文学与以纸笔书写，印刷出版的

传统文学区别开来。

三、“新民间文学”精神：网络文学大众文化

指向下的传统回归

M M “新民间文学”精神是近年来网络文学研究者提出的：“ 网

络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主要标志在于：它是一种文学回归

大众的‘新民间文学’，充分体现了网络虚拟世界的自由性，并

且蕴含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而这种精神主要则体现

在网络文学的语言、大众化的文学空间、“粗口秀”的叙事方式

和抵制崇高的精神姿态。!"+这一方面正与之前提到的网络媒体

的去媒体化有关，以上所提到的几点恰恰就是“ 赛博空间”所

具有的特质，在“赛博空间”中游荡的任何话语中都可以体现

出这样的一种特质，而并非网络文学所专有。因此，所谓的

“新民间文学”精神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即向民间的回归。!,-这

种民间回归指向的恰恰是一种娱乐精神至上的大众文化，而

其所回归的归处则是传统文学本质观。

如前所述，再媒体化过程中，去媒体化和超媒体化是再媒

体化过程中的两条基本逻辑，而其根本的诉求则是力图达到

透明化的效果。如果忽视了这个最终诉求，我们就很难理解

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很多网络文学写手和商

业运营者都认为网络文学就是一种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没有

区别；另一方面，大家又在呼吁网络文学不能用传统文学的标

准来判断，而研究者也说网络文学是一种“ 新”的文学。其内

在的根源在于，网络媒体的再媒体化过程恰恰是在让人们意

识到网络媒体以一种新的方式介入文学的同时，又因其透明

化的理想诉求使得网络文学回归到了“ 文学本质”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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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在不断追求“文学性”的过程中，网络文学回归到了“ 印

刷文学”的传统之中。最具体也是最突出的体现在对“ 网络语

言”、叙事以及文类所做出的各种尝试和突破。比如，对符号

化语言、图像性语言的借用，某些学者从语言学现象上称之为

词的“借贷”现象：“网络‘黑话’在文学中出现，其实就是一种

词的‘借贷’现象。这种词的借贷现象是和文化的借贷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再比如，对于叙事逻辑的打破，以戏仿、恶搞等

原本就存在于印刷文学中的书写和修辞方式重新书写“ 经

典”。这些方式并不是网络文学所独有的特质，而是从口头文

学以来，经历漫长的书写、印刷文学所形成的文学表征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而言，超媒体性使得网络文学向传统的维度回

归，这也就是如上提到的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称之为的“ 新民

间文学”精神的回归。!"$

然而，必须要意识到导致这种回归的并不仅仅是网络媒

体自身的力量。事实上，任何的文学生产活动都必须受到其

文学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想要“ 正名”，就

必须要找到其内在的根基，即文学本质观：网络文学也是文

学，与传统文学并无不同。这种非媒体化甚至去媒体化的“ 文

学”的观念使得网络文学从诞生伊始就与传统印刷文学有着

无法割离的血肉联系。而文学体制在面对新生的网络文学的

挑战和威胁时，逐渐采取了一种“ 招安”的方式。!""3 年，长

沙市作协一次性吸收了 $4 名网络写手入会。!""4 年 # 月，5"
位全国各省市的作协主席、副主席参加了一场“ 作协主席小说

大赛”，同年 $! 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

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第二届“ 媒介文化与网络文学高层论

坛”，与会的不仅有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

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四十多名学者、专家还

有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6 等著名文学网站的主编，而在

同月，由中国作协指导，中国作家集团和中文在线共同主办的

“网络文学十年盘点”，对十年来网络文学的总结则体现了网

络文学与主流文学最直接和最深度的对话。而在这次评点

中，用传统文学的标准评选网络文学作品也成为了网上网下

争论的热点。如此种种，恰恰说明了，网络文学正是以一种

“新民间文学”的精神成为了传统文学体制在新的信息时代的

一个有益的补充。而其根本就在于两者之间分享了一个共同

的理念，即传统印刷文学的本质观。而正是这种基于印刷文

学传统的本质观影响了在文学体制与商业力量合谋下的网络

文学却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文学的再流行。

四、印刷文学的再流行：传统文学体制

与商业运作下的网络文学

7 7 网络文学向传统的回归，还体现在网络媒体的超媒体性

上。麦克卢汉早在《理解媒介》中就指出，我们所讨论的当代

的媒介，实际上都是对之前媒介内容的一种借用。“ 媒介的影

响变强仅仅是因为它作为‘内容’给了另一个媒介。电影的内

容是长篇小说或者戏剧或者歌剧。电影形式的影响与它的程

序内容没有联系。书写或者印刷的‘ 内容’是口语，但是无论

是印刷或者口语，读者几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而这种无意识

的借用恰恰就是媒体再媒体化的体现。对于网络文学来说，

网络借用了之前的媒体，主要是印刷文学的内容，并使得印刷

文学在当代得到了再流行。这主要表现在：一、通俗文学的繁

荣与多种文学类型在网络中的再现。大陆“ 网络原创文学除

了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和剧本体裁外，带有纪实性的心情

告白、网恋故事、琐屑人生、旅游笔记、校园写真一类的作品占

了很大比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日记、笔记、游记等更多涉及

个人隐私、在印刷媒介中趋于衰落的文体却因为“ 赛博空间”

的开放性和网络文学的大众化得到了复新；二、促进了文学的

印刷出版的再流行。这主要体现在跨媒体出版上。网络文学

跨过媒介的边界，以纸质媒介的方式走下网络，不仅促进了

“网络文学”在非网民中间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纸

质媒介的出版，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作为传统文学体制有益补充的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引起

传统文学体制的重视，其原因恰恰在于商业力量的介入为网

络写手提供了了不依赖于体制而在市场中生存甚至名利双收

的机会和可能。“!""4 年 5 月，以《 鬼吹灯》系列成名的网络

作家天下霸唱以年收入 548 万元入选‘福布斯 !""4 中国名人

榜’，成为网络作家入选该榜的第一人。《明朝那些事儿》系列

的作者当年明月则以 !!8 万的年收入也挤到榜内，位置在刘

心武、石钟山等传统作家之前”。!"’这对当代的印刷文学作家来

说，恰恰是文学体制所不能给予的。究竟是靠体制吃饭，还是

在市场找饭吃？这对于印刷文学作家来说成为一个两难的抉

择。而少数网络写手在商业包装之下的暴富为印刷文学作家

开启了一条可能靠文学就可以通向掘金之路的大门。因此，

这也致使得文学体制在吸纳新生力量、兼顾市场效应、获取大

众认可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学作家纷纷“ 上网”。而商

业力量对此乐见其成。一方面，网络文学的产业化经营初见

端倪。从最初的文学网战收费，到以游戏起家的盛大网络自

!""9 年至今先后以收购和战略投资的方式整合了三个国内著

名的文学网站：“ 起点中文网”、“ 晋江原创网”和“ 红袖添香

网”成立了“盛大文学有限公司”，以产业经济的方式将网络文

学商业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商业力

量以名利双收的诱惑推动了一系列活动促进传统印刷文学作

家对“网络”的介入。而面对文学网站提出的文学网站将成为

“写作明星制造厂、写作富翁流水线”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将

文学变成了直接产生利益的资本。而另一方面，在促进传统

文学与网络文学合流之下，商业力量采取了跨媒体出版策略，

于是，传统文学网上连载，网络文学改变成电视剧、游戏都已

经成为不算新闻的新闻。而其中，在利润蛋糕上分的最大一

块的依然是印刷文学。从最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后来的

《悟空传》、《告别薇安》、《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再到第二

代网络文学写手的《 鬼吹灯》、《 明朝那些事儿》等等，面向市

场的精心包装和宣传都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从网上转到了网

下。在各大书店畅销书的展台和流行小说的书架上，网络文

学的纸质出版物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阅读的受众也不再

仅仅限于网民。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出版不仅仅促进了印刷

文学的再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

使得商业力量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但是，在计算机与网络中再生的网络文学尽管体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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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特质，但其“新民间精神”所体现出的大众文化指向下

向传统的回归，使得网络文学的“新”显得不再那么新，而传统

文学体制与商业力量的合谋不仅仅逐渐的抹杀了网络文学的

“新”，更使得市场利益驱动下的受益最大化成为了网络文学

发展的关键。这也难怪那些曾经为网络文学的新生欢呼的人

们却越来越为此感到迷茫。网络文学究竟该往何处去？我们

究竟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网络文学”？这已经成为我们迫

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责任编辑：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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