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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现实主义及其反思

———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再现性与网络性

韩模永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是网络现实主义的典型形态,再现性和网络性是其鲜明特征。再现的对象是

客观现实,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转向正是实现文学再现的必要条件,其指向的正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向度;

网络性则是网络现实主义区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现实题材网文带有虚拟性、空间性、游戏化等“数

码人工环境”的印迹,充满“网感”特质;现实题材网文较好地平衡和融合了再现性与网络性的关系,表现为一

种网络性再现的“新现实性”,应坚持“正面引导”和“全新的眼光”融合的批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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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成为网文界关注

的热点。自2015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

作家协会联合举办“年度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

介活动”,大力引导和推举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将现实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

主要方向,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网络文学写作的方向

标。2017年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实现了“井喷

式增长”,2018年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走向“整体性

崛起”。事实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从网文诞

生伊始便相继出现,如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

触》、刑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等,只不过最初的现

实题材创作更多的是一种偶然性的选择,而当下的

网络文学创作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转向。诸多

作品和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网络文学的

现实主义问题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诸如新媒介现

实主义、及物的现实主义、情感现实主义、玄幻现实

主义、游戏现实主义等观点的提出,从不同维度切

中了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

的特征所在。本文提出网络现实主义的概念,特别

指称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的风格面貌,很显然,
网络性和现实主义是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网络现

实主义是二者的融合。现实主义的定义和类型多

种多样,为避免概念的泛化,本文所说的现实主义

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典现实主义,应该说,
这种限定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现实题材创作所

要达到的高度一脉相承。网络性即网文的“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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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它在人物塑造、故事建构、场景书写、语言表

达等方面均与传统文学存在差异。现实题材网络

文学正是网络现实主义的典型形态,再现性和网络

性是其鲜明特征。

一、再现性:网络现实主义的首要原则

毋庸置疑,网络现实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只
不过是带有网络性的现实主义。何谓现实主义?
有学者结合当下语境对其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界定

和解释,认为现实主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其一,
现实主义是对生活的反映,现实主义致力于以写实

的方式来表达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真谛;其
二,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反映,动漫现实主义以商

品恋物癖式的迷幻表达世界的本真性;其三,现实

主义是通达真实的游戏,游戏现实主义向人的生活

的根本不可能性敞开,呈现世界之多异性,近似于

‘multitudesofmultitudes’”[1]。现实题材网络文

学创作所追求的现实显然侧重于第一个层面,即强

调对生活的反映,致力于写实的方式,追求合情合

理和历史真实,即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

中所作的精辟界定,“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

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2](P.462)。真实性追求、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塑造等都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赵
炎秋对此作了具体的解释,认为其基本原则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真实表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包括

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二

是正确处理主客关系……三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3]。可见,现实主义提出的真实性侧重

于是否“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

活”,即是对客观现实而非主观现实书写的重视,是
对文学再现性的强调,再现的对象是客观现实。网

络文学的现实题材转向正是实现文学再现的必要

条件,其指向的正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向度。事

实上,幻想类和现实类网文的划分也正是以是否再

现客观现实为标准。正如周志雄所言:“如果以是

否‘按照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反映生活’为标准,
网络文学大体可以分为幻想类和现实类,玄幻、仙
侠、科幻、穿越、二次元等网络小说类型属于前者,
都市、校园、职场、军事、侦探等网络小说类型属于

后者。”[4]幻想类网文侧重于虚拟想象和表现,显然

不是客观现实的再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创

作自然也不属于现实主义。但幻想类网文也具有

现实性,主要通过虚拟来折射现实,而现实性并不

等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首要原则和特征

是再现性,网络现实主义书写是现实主义在网络时

代的一种新形式,属于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同样需要遵循再现性的创作原则。当然,网络

现实主义选择现实题材,再现现实生活,具有再现

性,但也未必能够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现实主义

和现实题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现
实题材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属于文学生产前置

域的话题;现实主义文学是关涉作品精神品质、风
格类型的概念,讲究细节真实、形象典型、描写客观

等……一般而言,只有那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品质

和文学风格、运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创作出

来的现实题材作品,才是现实主义文学。”[5]这种区

分是清晰合理的,现实题材是现实主义的必要条

件,但非充分条件。
如此,近年来现实题材网文创作的转向正是对

现实主义的主动追求。与幻想类网文不同,现实题

材网文在各个层面再现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这
从国家新闻出版署等机构举办的网络文学推介活

动中便可见一斑,其推出的现实题材作品从各个层

面反映、再现客观现实生活,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

强烈关注。根据《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

报告》,“2023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再创历史新高,
‘现 实+’题 材 进 入 创 作 视 野。题 材 年 增 速 超

20%,新增读者00后占比过半,‘现实生活’更成为

阅文女频五年复合增长率 TOP1品类”[6]。第七

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38092部,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作品质量也进一步

提高。《大国重工》《朝阳警事》《大医凌然》和《手术

直播间》等现实题材作品入选国家图书馆永久典藏

名单。其中《大国重工》荣获中国出版行业最高

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该作品讲述了国

家重大装备办处长冯啸辰穿越到20世纪80年代,
与80年代的人们一起,重新走上工业“长征”,将

80年代初期我国重工发展处于内部资料和人才稀

缺的“内忧”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工行业被发

达国家所轻视并当作“冤大头”的“外患”淋漓尽致

地表现出来。作品生动书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中国重型装备产业从早期的艰难转型到寻找到

自己的路线,并重现活力与生机直至立足于世界工

业强国之列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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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对客观生活的再现

是自觉的、深入的,体现了网络作家的有意识转向。
但作为网络文学,这种再现性又天然地与经典现实

主义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矛盾,如何合理、适
度地把握和处理这些内容是现实题材网文创作面

临的重要问题。
其一,最核心的问题是虚拟与虚构的区别。毋

庸置疑,任何文学都有虚构的成分,网络文学创作

如此,现实主义创作亦如此,这也充分体现了作家

创作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区别在于,传统现实主义

作品追求的是虚构背后的本质真实,它不一定真实

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却符合现实逻辑和理性逻

辑,让人信以为真,是一种合理想象和艺术真实。
而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虽也努力追求艺术真实,但作

为在赛博空间诞生的文学形式,它不可避免地携带

虚拟体验,这种虚拟体验往往是一种架空性想象,
是一种“媒介现实”,着力刻画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虚

拟世界,这在幻想类网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正如

黎杨全所言:“从网络文学的写作情况来看,它从多

个层面折射了现代人的虚拟生存状况,展示了人机

关系、人类在网络时代的命运与精神症候。网络文

学的‘架空’写作呈现了数字时代新的世界观,世界

成为可随意建构与跨越的时空。”[7]其本质是一种

虚拟生存体验的外化。现实题材网文的虚拟性虽

然没有幻想类网文那样深入和广泛,但也有一定程

度的体现,包括明显的穿越、重生、异能、系统等非

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也包括一些潜在的表现,如
对理想人物的塑造在现实中是经不起考验的,但这

些都寄托了作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虚拟体验。
概括地讲,虚构的目的是追求真实,“虚构显然必须

与真实联系在一起。没有真实,无所谓虚构”[8],传
统现实主义侧重于此,而虚拟更多地追求一种情感

体验,体验本身是真实的,但其背后的现实却可能

是虚拟的。现实题材网文虽着力追求真实,也不乏

虚构的成分,但在网络空间,其中渗透的虚拟体验

也是广泛存在的。因此,现实题材网文呈现出虚

构、真实与虚拟杂糅并存的复杂面貌,这也体现了

传统与网文创作的混杂合流倾向。
其二,参照经典现实主义,现实题材网文的再

现性还存在“金手指”与真实性、娱乐性与艺术性等

矛盾。所谓“金手指”是网文创作最常用的表现手

段之一,充满着“爽感”和娱乐性。“金手指”也称

“外挂”,在网络文学中,“主角总是能利用‘正常规

则之外的特殊规则’来获得成功的情节被读者称为

‘开外挂(开挂)’或‘开金手指’”。[9](P.256)现实题材

的“金手指”使用虽然很有节制,且相对隐晦,但依

然普遍存在。如《何日请长缨》的主人公唐子风本

是一个小人物,但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他拥有

了超越那个时代的先见之明和超前行为,以其独特

的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智慧,带领临河第一机床厂走

向辉煌;《大医凌然》的主人公凌然则在一个具有高

度医学专业知识的“医术系统”的帮助下,迅速成长

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大医”,作品展现了当下医疗行

业的现实面貌和复杂性以及医学工作者的专业性、
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复兴之路》虽无穿越等“金手

指”,但主人公陶唐同样与众不同,小说的第24章

至第26章从第一次总经理办公会即正面展示了他

不同寻常的管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的日常举动

也不同于常人,如他掏钱在大食堂吃饭、周末去基

层视察、下令退掉总经办给他买的衣服等,对这种

理想人物的塑造事实上也携带了独特的“主角光

环”。这种叙事逻辑映射了普通大众情感的真实,
但并不是真正的现实真实和艺术真实,其本质还是

承袭网文创作惯有的娱乐风格和商业色彩,使作品

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大受影响。

二、网络性:网络现实主义的“网感”特质

如果说再现性是包括经典现实主义、网络现实

主义在内的现实主义的普遍要求和创作原则的话,
那么网络性则是网络现实主义区别于经典现实主

义的独特所在。何谓“网络性”,王玉玊从网络文学

的“游戏化”向度对其进行了新颖和贴切的表述。
她说:“一种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新的文学形

态。(数码)人工环境既指向网络文学赖以存身的

基础设施与技术环境,也即数码技术普及之下,当
代人的网络生存现实;也指向一个区别于现实主义

的新的文学‘世界’。”[10]当然,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并不是网文“游戏化”向度的典型表现,但它诞生于

网络之中,自然受到“游戏化”向度明显的幻想类网

文的深刻影响,其网络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网

络性与“数码人工环境”密切相关,最为突出的则是

其背后的“网络生存现实”。因此,现实题材网文、
网络现实主义虽然都追求现实再现,但不同于传统

现实主义,网络现实主义带有虚拟性、空间性、游戏

化等“数码人工环境”的印迹,充满“网感”特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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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为数众多的现实题材网文中,确实也存在诸

多“网感”并不十分突出的作品。如2019年影响较

大的两部小说“《上海繁华》与《旷世烟火》都具有传

统小说的‘现实性’与‘严肃性’,前者细节描写的恢

宏,后者对客观真实的追求,都与‘网文’属性或者

‘网感’相背离”[11];2022—2023年优秀现实题材

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入选作品《上海凡人传》也并未

使用穿越、重生、金手指等“爽文”手法,其主人公同

样是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作品着力以小见大,细
致书写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历史变迁,生
动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历程,其篇幅长度

和写法更类似于传统现实主义;《朝阳警事》也着眼

于身边的小民警和小事件,故事多源于现实,甚至

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民

警的风采,其写法也更接近传统,被诸多读者戏称

为“土著文”。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网感”并不突

出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学,在
诸多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仍然存在差异,如在网站

平台上首发连载、互动性强等。对此《朝阳警事》的
作者卓牧闲回应道,“他写的全是‘小人物’的故事,
风格也偏传统,但他的所有作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传统文,而是融入网文元素的故事”,“把故事写

得更有趣,现实题材一样能吸引读者”。[12]这种创

作现象也充分显示了现实题材网文与传统合流的

倾向,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有些作品与传统

现实题材作品的界限也较为模糊。虽然网络性在

具体作品中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但确实体现了现

实题材网文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具

体来看,这种“网感”特质在小说三要素即人物、情
节、环境上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一是理想化人物。与传统现实主义所要求的

独特、丰富、立体的“这一个”不同,现实题材网文中

的主人公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这与网文中的虚拟

想象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当下现实题材创作转向

的网文中,这种理想化倾向更为普遍。张亚琼指

出:“现实题材网文前后风格的变化,可追溯至阿耐

的《大江东去》,它开启了现实题材网文宏大叙事的

格局,首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重大主题’的书

写,贡献了颇具精英色彩的改革‘新人’,并以此奠

定了一种‘理想化’的写作模式,这种‘理想化’的写

作模式被后来者不断模仿与超越,已经成为当前

‘现实’一类网文最基础的写作套路。”[13]而且这种

“新人”形象的精英化特点逐渐被强化和神化,在穿

越类现实题材网文中尤其如此,带有明显的网文属

性和“爽感”体验。具体来看,“大主人公”形象、“主
角光环”普遍地存在于现实题材网文之中,这正是

网络现实主义人物的独特性。以《大国重工》为例,
该作品曾荣获第二届网络原创文学现实题材征文

大赛特等奖,是现实题材网文或者说网络现实主义

的代表作品。主人公冯啸辰作为穿越角色回到20
世纪80年代,其人生仿佛总是一帆风顺的,作品赋

予他过多的“主角光环”,在危机面前总能化险为

夷。这种穿越使主人公获得了超越其所处时代的

思维和见识,凭借其自身的前瞻性视野和工业理

念,成为那个时代“人群中的奔跑者”。在遇到关键

问题时,虽然依旧被当时的技术以及资源所限制,
但是他能够做到“先看到答案,再解决问题”。这种

类似于“金手指”和“外挂”的“网感”设置,使得主人

公形象趋于完美。但这种完美恰恰是现实主义的

不完美之处,给人一种“每个普通人都能成功逆袭”
的虚拟错觉,而现实中的人总是有缺陷的,这种完

美只不过是网络时代的一种虚拟想象,这种想象与

时代的繁盛发展和技术语境紧密相连。
二是传奇性故事。当下多数现实题材网文虽

体现为一种现实主义风貌,但更加侧重讲述传奇故

事,本质上是书写现实的传奇性文本。这可以在两

个层面加以阐述,一方面,与其他类型的网络文学

一致,现实题材网文发生了从情节到故事的转变。
相较于经典现实主义,网络现实主义致力于故事讲

述,而非情节构建。情节和故事是两个存在差异的

概念。其一,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较早从形

式主义的角度区分了两者的差别,在他看来,故事

只是建构情节的材料,材料是僵死不变的。情节则

是一种形式,即对材料的布局与安排,材料被安置

后形成的存在形态是灵活多变的。王增宝明确提

出,故事(本事)“是构成情节的基础的事件……情

节的路线是由插叙、阻碍、拖延、绕弯等所铺成一条

弯曲的道路”[14]。所谓“情节的路线”即通过“陌生

化”等手法所达到的形式主义追求,情节也往往因

“陌生化”而更具有审美性和艺术性,故事则对艺术

性的追求不高,“好看”和“爽感”体验是其主要追

求。其二,情节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

事件和故事,它强调逻辑性和整体性。这一点小说

家福斯特也早有提及,他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顺

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

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15](P.75)。而故事对逻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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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不高,偶然性、跳跃性、巧合性事件屡见不

鲜,如《大国重工》的主人公在海外偶遇失散多年的

奶奶和伯父,并因他们的支持而获得更大的平台;
在《匹夫的逆袭》中,对主人公逆袭大有助力的权势

者无一例外地生的都是女儿,这些背景、资质和容

貌非凡的妙龄女子,又无一例外地迷恋于主人公,
令读者也代入式地、心花怒放地随着主人公有惊无

险地在情色、道义和财位等方面攻城略地。如果说

传统作品讲究情节建构,那么现实题材网文则更追

求故事讲述,甚至将故事讲述置于人物塑造之上,
走向故事第一,这与网络文学“以用户为中心”的市

场需求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现实题材网文讲述的多为传奇性故

事,其中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与“完美

主人公”无所不能的设置不无关联,奇人奇事在现

实题材网文中时有发生,这在《大江东去》《大国重

工》《复兴之路》《匹夫的逆袭》等作品中均有体现。
其中,《匹夫的逆袭》触及社会现实中的苦难问题和

底层平民书写,显然是一部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

品。作品中的重要角色朱小强在棚户区民房躺平

的形象非常典型,小说对他周边环境的描写也真实

生动。《匹夫的逆袭》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不乏幽默

的挖苦,展现的显然是作者最为熟悉的群体及其生

活状态,但却缺乏个体深度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波

动。其故事讲述则带有传奇性,过多的巧合也是其

传奇性特质的证明之一。小说在捕捉和满足读者

的阅读快感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但如果以远观的姿

态回顾之,其回味之处仍有待挖掘。究其原因,还
是因为小说没有书写具有普遍意味的人间苦难,其
精神产品属性小于文化商品的属性。作品对传奇

性、戏剧性的追求超过了可信性,如在主人公的处

境发生转折时,之前出现的相关次要人物令人难以

信服地拿过来就用。如朱小强这一人物,他原本是

躺平在城中村的职校毕业生,但当主人公逆袭的传

奇在中东上演时,作者毫不费力地就把他在国内的

卑微人生移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接到了主人公

在海外的人生轨迹上,他仿佛是移动棋盘上的一枚

棋子,甚至比棋盘还要自由,因为这种移动几乎是

无规则的或者是由作者来制定规则的。
三是场景化书写。场景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一

个概念,“‘场’即为场所、位置,‘景’即为图像、视
觉、景观,侧重于一种空间属性,‘场景’放在一起还

隐含着场域的含义,表明与周围事物、空间关系的

总和,某种意义上说网络也是一种特定的、有区隔

作用的场域”[16]。这种场域具有网络性和虚拟性。
简而言之,在现实题材网文创作中,场景化书写是

一种空间化、图像化、携带虚拟性的书写,用场景替

代环境意即如此。当然,场景化书写与典型环境刻

画也并非矛盾和对立的,场景书写的深入和普遍同

样能够达到典型环境的高度,即通过小场景反映大

场景,甚至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

势”,真实性和普遍性是网络现实主义场景化书写

的内在要求。
具体而言,现实题材网文的场景化书写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着力设定客观的空间处所。
作为兼具再现性和网络性的现实题材网文,其空间

处所是客观真实与虚构、虚拟设定的结合,既是读

者熟悉的真实空间,又是不存在的虚构、虚拟空间,
创造出作品特有的“现实”世界,这里的“现实”事实

上包括虚拟世界的“新现实”,从而给读者带来既有

真实感又有故事性、既有代入感又有体验感的阅读

感受。在改革开放题材的网络小说中这种设定同

样存在,作品中的诸多场景和空间均是虚构或虚拟

的,如《大江东去》中的“小雷村”“金州厂”“东海

厂”,《复兴之路》中的“红星机械厂”等。这种虚构、
虚拟设定的好处在于主人公可以在想象空间中纵

横驰骋,不必考虑现实空间的束缚和限制。但作为

现实题材,这种场景书写又必须回到现实,现实空

间在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如《浩荡》的故事发生地是

深圳,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圳的变迁发

展,故事讲述总体上又要遵循空间的内在要求。
其次是突出呈现具有画面感的视觉形象。这

里使用“呈现”一词暗含列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

的语言》中界定的内涵,即“任何新媒体对象,不管

是网站、计算机游戏还是数字影像,都可以被称作

一种对于外部所指的呈现或建构”[17](P.14)。也就是

说,马诺维奇所言的呈现对象是视觉影像,是观看

而非阅读的对象,是依赖屏幕得以实现的对象。在

现实题材网文中,这种具有画面感的视觉场景同样

广泛存在。这种画面感一方面表现为作品语言的

直白性和剧本化倾向,不再追求传统文学所重视的

含蓄性和艺术性,弱化文本的不确定性和想象空

间,着力将故事和场景直观地呈现为“图像”,这与

故事第一的追求如出一辙。即便是荣获多项大奖

的《大国重工》也是如此,小说第125章有这样一段

描述,“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生活的全部追求就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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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对别人有用……他们辛勤工作,任劳任怨,守护

着别人的成长。有一天,别人对他们说:我们长大

了,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可以休息了。这时候,他们

会茫然无措,感觉生活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他们浑

身的气力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那挺拔如

山的后背会蓦然弯成长弓……这种人,叫作父

亲”[18](P.93),这样的抒情和文采在小说中也是颇为

少见的。另一方面,现实题材网文还注重电影感、
镜头感的场面刻画,这与面对读者的可读性乃至后

期“触电”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匹夫的逆袭》中的

动作场面与欧美动作片有似曾相识之感,开篇数页

就出现了这样的“镜头”,刘汉东将彪形大汉撞向那

早已腐朽不堪的栏杆,“在大力撞击之下断裂,那人

从四楼跌下,刘汉东紧跟着他一起跃下,两个人重

重摔在下面水泥地上,有了人肉垫子做缓冲,刘汉

东依然摔得眼冒金星,耳朵里嗡嗡直响,回头看去,
楼上那帮人正狂奔下楼,其中一人从腰间拔出了手

枪”[19]。坠楼逃生的方式与经典美国动作片《谍影

重重》高度相似。在摆脱了追兵后,刘汉东又“从路

边晾衣架上扯了件衣服披上,在人流中穿行”[19],
这同样是《谍影重重》式的描写;在出租屋与成群追

杀者交火时,“刘汉东单手持着霰弹枪快速上楼,从
二楼一跃而下,在半空中就开了枪,霰弹扇面覆盖,
一个拿自动步枪的杀手当场被打死”[19],所有这些

好莱坞式的电影场景和安排,都有很强的画面感和

可看性,如果将其串联起来就能组成一部完整的经

典动作片,或者说是动作片经典场景的大串联。

三、网络性再现:网络现实主义的

“新现实性”及其反思

综上可见,网络现实主义较好地平衡和融合了

再现性与网络性的关系,诸多作品既有可读性和

“爽感”体验,又有真实性和参与感,是一种网络性

再现。这种网络性再现表现为一种受到新媒介技

术及其文化深刻影响的“新现实性”。一方面,不同

于传统的客观现实,这种“新现实性”本身就携带着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所谓虚拟性,主要是指赛博

空间的存在形态是无形态的,它以文字、图像、声音

等比特文本作为存在形式,用复制、模仿、克隆的方

式去仿拟真实的世界,进而再造一个虚拟的世

界。”[20]因此,现实题材网文的“新现实性”也是一

种包含再现现实和虚拟体验在内的现实性。另一

方面,从更深层次看,随着新媒介、大数据、元宇宙、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进,网络现实、
虚拟现实已成为数字时代客观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的交融混合才是当下的“新现

实”,“日益逼真、取代视觉和感知的媒介表征,使得

数字时代不可触的网络现实与以往可感可触的物

理现实融合混淆。网络现实也是现实,现实主义在

网络创作中发生新变”[21]。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

题材网文携带虚拟成分正是对当下客观现实本身

的一种书写和再现。因此,网络现实主义的“新现

实性”被视为网络时代对经典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

展,网络性与再现性的融合是现实题材网文在网络

时代自然而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简而言之,在现实题材网文中,一方面,再现的

方式必然是携带网络性的;另一方面,网络化生存、
虚拟生存也可以说正是再现的客观现实本身。只

不过,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客观现实相比,这种网络

现实、虚拟现实则超出了经典现实的界限,但在现

实题材网文中,客观现实的再现与书写仍然是主

导,其中的网络性、虚拟性则是次要的成分或者仅

为一种再现方式。网络性再现既体现了现实题材

网文创作再现性与网络性的融合,也揭示了其重心

和立足点是再现。因此,用现实主义来指称网络现

实主义也大体相当,网络现实主义仍带有经典现实

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但与经典现实主义相比,现实题材网文创作还

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再现现实的真实性

程度还不够深入,存有伪现实主义的成分。真实是

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现实主义无论经历怎样的变

化,发生多少变通和突破,‘写真实’作为一个基本

原则并没有改变。按照这一原则,依然能够创作出

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22]。一是历史真实的问题。
如在《大国重工》的主人公身上有许多超越改革之

初那个时代的观念和认识,人物与环境、时代之间

出现了内在矛盾。《大国重工》的故事时间跨度长,
涉及的社会矛盾繁复多样,但是作品在面对这样一

个冲突和矛盾频仍的时代时,却选择了更加温和的

处理方式,没有真正凸显这些矛盾所带来的社会巨

变和一些改革对于个体的强烈震荡。从这个意义

上说,作品所反映的真实性还未达到现实主义的高

度。二是人物形象塑造真实的问题。《大国重工》
的主人公在诸多矛盾冲突中总能纵横捭阖、出手不

凡,并毫不例外地走上成功巅峰。这与现实中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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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体的、有局限性的个体显然不同。《复兴之

路》的主人公陶唐虽无穿越,但同样携带类似的“主
角光环”,他空降到濒临破产的红星公司,只用了几

个月的时间便带领公司走出困境,虽然较为真实地

展现了特定时代奋斗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但也

存在不真实的倾向。三是故事情节真实的问题。
诸多作品遵循“矛盾出现—剩余角色无法解决—主

角指出关键—矛盾顺利解决”的故事设置,类型化、
模式化、平面化倾向明显,使得叙事流于俗化的套

路之中。在作品中一些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事

件”也并不合情合理,故事发展存在偶然性。总之,
这些不真实使得作品虽然在总体上再现了当时的

时代境遇和现实情况,也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

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与经典现实主义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
作为一种在“新现实”和新媒介背景下诞生的

新型文学,能否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来看待和评

判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有不少学者认为需要建立

不同于传统、适应网络文学的标准体系来进行评

判,也有不少学者支持或潜在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上的现实主义标准。从表面上看,网络现实主义

追求再现性与网络性的融合,体现为一种网络性再

现,再现性与网络性本身就存在对立和矛盾,再现

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网络性则与虚拟世界相关。但

事实上,再现性与网络性也并非非此即彼、截然对

立的关系,当下我们已然看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

的并行存在,两者已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因

此,网络文学理应既有现实的成分,又有虚拟的存

在空间。只不过,幻想类网文侧重虚拟,以虚拟为

主导;而现实题材网文则注重现实,以现实为主导,
亦有虚拟。也就是说,在网络文学中,既存在虚拟

的二次元世界,亦有反映现实的三次元世界,是二

次元和三次元的融合,因此有学者提出的跨次元批

评也许正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批评姿态,“‘二次元’
的概念存在一系列困境,当下新媒介文艺更多不是

局限于某个次元,而是介于次元的跨越之中,因此

文艺批评应摆脱二元对立思维,走向跨次元批

评”[23]。只不过,跨次元批评在“跨越”的时候可能

有所侧重,对于以虚拟为主导的幻想类网文可能以

网络性批评为主,同时兼顾现实性;而以现实为主

导的现实题材网文则以再现性即经典现实主义的

标准为主,同时兼顾网络性。这种批评立场符合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

的“正面引导”与“全新的眼光”融合的批评定位,
“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

面引导力度……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

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

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

艺的有生力量”[24]。对于网络现实主义而言,“正
面引导”自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经典现

实主义理论为方向;“全新的眼光”则要求批评者看

到现实题材网文由网络性生发的新态势、新特征和

新指标。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

学批评标准为主体,同时具有多元理论和实践来源

的批评系统。在这一批评系统的引导下,现实题材

网文创作如何实现现实性与网络性的调和与平衡、
如何走向经典化,都是值得我们不断思考的话题。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网文并不拒绝娱乐、虚拟

和“白日梦”,但如果要向经典迈进,同样需要“大
神”们现实的行走、传统的沉浸。现实主义要求的

深厚和真实,需要纵向上对传统的沉浸,更需要静

下来、沉下去,乃至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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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Realistic-themedonlineliteratureisatypicalformofnetworkrealism,characterizedby
itsreproducibilityandnetworknature.Theobjectofreproducibilityisobjectivereality,andtheturnto
realisticthemesinonlineliteratureisanecessaryconditionfortherealizationofliteraryreproducibility,
whichpointspreciselytothecreativedirectionofclassicalrealism;thenetworknatureistheuniquefea-
tureofnetworkrealismthatdistinguishesitfromclassicalrealism.Realistic-themedonlineliterature
hasthecharacteristicsofdigitalartificialenvironment,suchasvirtuality,spatiality,andgamification,
andisfullofinternetfeelingcharacteristics;realistic-themedonlineliteraturehavebetterbalancedand
integra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reproducibilityandnetworknature,andhavemanifestedthemselves
asakindofnewrealismofnetworkrepresentation,itisnecessarytoadheretoacriticalpositioningthat
integratespositiveguidanceandanew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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