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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一世界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文学形态是什么？

　　对，就是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发展了十年，它走过了怎样坎坷的道路才能到今天“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在网络文学如火如荼的今天，其繁荣的背后又有哪些暗涌在潜伏，随时可能成为其发展的瓶颈？

　　网络文学是如何借助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等各种有别于传统书籍的传播方式，迅速招揽粉丝扩
大其影响力的呢？

　　这几年红得发紫的玄幻、科幻、恐怖、耽美小说，在它们迅速崛起的背后包含了怎样的文学期待
与读者心理诉求呢？

　　都说外国的和尚会念经，想听听韩国学者如何比较中韩两国网络文学发展样式吗？

　　想知道网络小说转换成实体书籍后，如何能够畅销的商业秘密吗？

　　想知道盛大、腾讯、17K等的网络大编最近都在关注哪些新奇有趣的网络小说吗？

　　《网络文学评论（第一辑）》都将为您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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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广东省作家协会, 广东网络文学院（筹）编
　　特邀主编：杨克，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部分作者：
　　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
头人、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马季：中国作家网副主编，“网络文学10年盘点”主持人等。

　　崔宰溶：韩国学者，2011年7月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现当代文学专业当代文学方向。

　　无意归：本名杨林清，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悬疑恐怖作家，已出版《602噬人公寓》、《杀
梦》等四部小说，作品曾获“首届全球写作大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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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让文学在网络的海洋扬帆远航　　欧阳友权　　摘要　　网络文学正从&ldquo;另类&rdquo;
和&ldquo;边缘&rdquo;向文学主阵地挺进，在传统的文学广场上竖起了一面新的旗帜，成为一支不可
小觑的文学新军。
网络文学的风生水起重构了当代文学版图，形成了多元文学并存的文学新格局，其所改写的文学成规
加速了当下中国文学的转型。
文学要在网络的海洋扬帆远航，需要化解发展中的&ldquo;短板&rdquo;难题，如解决好&ldquo;文学
性&rdquo;匮乏问题，提升网络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避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在艺术与技术之间寻求
平衡与张力；加强主体的素质提升和道德自律，增强文学的担当感；处理好市场化、技术化与文学审
美品格之间的关系等。
同时，网络文学应该与传统文学之间实现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互补与竞争中实现融合
与共生。
&hellip;&hellip;　　一入耽美深似海&mdash;&mdash;我的个人&ldquo;耽美&middot;同人&rdquo;史　　
吴迪　　作为&ldquo;80后&mdash;85前&rdquo;的这一代，笔者应该算是最早接触&ldquo;耽美&rdquo;
的一批人。
时间要追溯到我们的初中、高中时代，90年代中期，年龄在花季雨季&ldquo;一字头&rdquo;的我们，
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对未知的世界，各种新奇的文化现象都充满了好奇和想象。
那个年代有人热衷追星，有人热衷交笔友（网络尚不发达），最流行的大众阅读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
琼瑶的言情小说，而《七龙珠》《机器猫》《圣斗士星矢》《美少女战士》等日本经典漫画已经在90
年代初经由&ldquo;内蒙古文学出版社&rdquo;这一非正规出版途径流入中国大陆千百万青少年的手中
，《足球小将》《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等经典日本动画片也在同一时期大肆流行，在当时的初
中、高中校园中掀起一股日本动漫狂潮，培养出了一大批日本动漫文化爱好者，而这一大环境成为孕
育&ldquo;耽美&rdquo;在中国大陆诞生成长的温床，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ldquo;耽美&rdquo;文化进入中国十余年，发展迅速，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了为数不少的女性网民
的阅读倾向和习惯，笔者将在下文中简要概述自己的十年&ldquo;耽美&rdquo;历程，试图通过个人经
历，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耽美文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发展进程轮廓，并结合耽美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快
感机制，对耽美文学爱好者&mdash;&mdash;&ldquo;同人女&rdquo;的阅读心理意识进行分析。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mdash;&mdash;初识耽美　　大约在1998年，也就是笔者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经
由一位特别喜爱日本动漫，对各类流行事物都很有研究的同学推荐，笔者开始阅读在当时的日本已经
颇有名气，以同人志①创作起家的四人女子组合CLAMP②的漫画，在此之前，笔者只看过之前举例中
介绍到的一系列以青春热血冒险为主题的日本动漫以及少量纯爱少女漫画如朝雾夕的《七彩少女心》
③。
而CLAMP精致细腻的画风以及宿命式的悲剧故事让笔者领略到一股完全不同于以往所看漫画的阴柔唯
美之风。
CLAMP早期创作的最有影响的三部作品：《圣传》、《东京巴比伦》及《X》④，均有宏大的世界观
架构和性格极端鲜明的人物设定。
其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或兄弟姐妹间，或同志战友间，甚或敌对阵营间，往往产生一种强大的、舍我
其谁的、高于一切甚至生命的强烈情感羁绊，这种情感的深度和烈度令人深受震撼。
在以往，笔者的世界观中，最类似于这种可以为彼此抛弃、牺牲、毁灭一切的无上情感应该就是古往
今来，为无数文人墨客采取各类艺术形式歌颂过的永恒人类情感主题之一&mdash;&mdash;爱情，可
在CLAMP的作品世界中，这种至深至烈的情感往往来自同性之间&mdash;&mdash;例如《圣传》中的
阿修罗和夜叉王；更有甚者，这种情感会因为两人身处敌对阵营中而演变成一种越是在乎越是痛恨，
相爱反要相杀，毁天灭地的悲情，例如《圣传》中的帝释天与阿修罗王（阿修罗的父亲），《东京巴
比伦》中的皇昴流和樱冢星史郎，《X》中的司狼神威与桃生封真等。
悲壮有之、宿命有之、深情有之、无奈有之，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令人动容的情感篇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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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于少女漫画中甜蜜温情的狂热情感，不同于少男漫画中以青春、热血、冒险为主题，以故事情
节为重点，反而以突出人物情感关系为重点的全新模式，在当时的笔者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深刻印
象。
只不过，CLAMP对同性之间的情感描述始终是非常含蓄的，作品本身并没有同性间的亲昵画面。
因此在当时，笔者的&ldquo;耽美&rdquo;意识并没有觉醒，只把作品中人与人之间那种舍我其谁的狂
热情愫当做一种被艺术加工夸张化的同性情谊看待。
　　有了CLAMP的初级进阶，笔者的这位同学更进一步推广她的漫画收集品。
为防笔者不能接受，她还循循善诱地先是声情并茂地给我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香港黑帮中，敌对势力间
的少男少女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似的悲剧爱情故事。
全篇讲完，笔者很受感动，主动要求同学借我这部名为《1999上海夜未眠》的漫画看。
然而，当同学神秘兮兮地把漫画借我，并提醒&ldquo;看完别吃惊哦&rdquo;之后，笔者才发现，她篡
改了漫画中女主角的性别&mdash;&mdash;这部漫画原来讲述的是两个男孩之间的爱情。
虽然书中只出现了少量同性情爱的画面，但在当时的笔者来说观感并不舒适。
不过，由于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同了整个故事，因此，即使是更换了性别，还是接受了这部漫画，
对&ldquo;耽美&rdquo;的接受度再上层楼。
　　其实，耽美漫画最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开始进入中国大陆。
在此期间的耽美作品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含蓄的内容，大多数读者仅仅把它们当作比较另类的漫画来
看。
继《1999上海夜未眠》之后，笔者又在同学的推荐下阅读了同个作者水城雪可奈的成名作《同栖爱》
以及阿部美幸的《微忧青春日记》等作品⑤，这一类的BL⑥漫画情节温馨感人，主角大都是高中生或
白领，亲热场面较少也较纯情，即使对H⑦不能接受，对故事情节却可以接受，笔者当时仍是
把&ldquo;男男恋&rdquo;的漫画当做&ldquo;另类少数派&rdquo;的爱情故事来看，心中依然没有对耽美
或&ldquo;男男恋&rdquo;的清晰概念。
&hellip;&hellip;　　把书做销畅是硬道理&mdash;&mdash;以《明朝那些事儿》、《草样年华》为例　　
符马活　　如何发现一部好稿子，这是每个出版人最头痛的事情。
　　在出版行业，也只有畅销书才能赚到大钱，因此追求一部畅销书是每个出版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一直有人在寻找机会。
而在寻找机会的过程中，有人获得了成功，有人却因耗不起公司倒闭了。
　　那么如何发现一部好稿子，并将其变成一本畅销书呢？
　　2001年，我跟诗人沈浩波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图书公司，现为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在我刚刚从事出版行业之时，对这个行业了解不深，我们对于要找什么样的稿子出版，心里也不清楚
，简直是盲人摸象。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去网络上找稿子，于是就有了销量过百万的畅销书&mdash;&mdash;《草样年华》的
出现。
《草样年华》的成功，让我们总结了一条经验：网络上有宝藏。
　　记得《草样年华》这个帖子当时在新浪读书频道仅一个月时间，点击率就过了千万，沈浩波的弟
弟沈笑恰好在新浪读书频道工作，他打电话给沈浩波说了这件事，沈浩波刚好出差上海，他让我以最
短时间看稿。
于是，我从下午三点看到晚上十点，终于把一部十六万字的《草样年华》看完了。
第二天沈出差回到北京问我意见，我说了一句：非常好看。
好看在于两点：第一流畅，第二有故事。
　　这部网络小说，出版不到一个月，销量过十万册，如此畅销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的，因为我们对
图书市场完全不了解，读者在哪里也不懂。
但这本书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在网络上点击超高的小说，它一定有出版的价值。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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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文学评论（第1辑）》其中既有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分野的思考，也有对玄幻、耽美、
科幻等富有网络特色的文学样式进行的文化思考，力求从理论层面探求与分析网络文学的成因、现状
、弊病与出路等各方面的问题，既包含丰富的学理知识，又富于趣味，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是网络文
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必读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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