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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时代文学理论的“公共性”转向

——以网络文学评论为例

蒲怡囡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612727198611080063

摘　要：社交媒体技术的革命性发展重构了文学理论的生产与传播范式，催生出以 " 公共性转向 " 为核心的文学理论新形态。

本文以网络文学评论为研究对象，通过数字人文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交叉视角，揭示社交媒体时代文学公共性从哈贝马斯式

理想型向技术中介化、情感社群化、商业资本化复合形态的演进逻辑。

关键词：公共性转向；网络文学评论；社交媒体时代

引言：

随着 Web3.0 技术对于文学世界生态环境的改造，传统

文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范式危机。哈贝马斯（Habermas）

构想的文学公共空间（literarypublicsphere）在社交媒体语

境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学术精英为主体的批评权威

性被算法推荐打破，UGC（User-generatedcontent）模式的

网络文学批评则通过弹幕、段评、同人衍生建立起全民参

与式的批评新格局。

一、理论溯源：文学公共性的历史维度与当代嬗变

（一）传统文学公共性的理论框架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文学延伸

在这一理论里，文学公共领域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政治

公共领域和经济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是人们自由谈论文

学、形成文学共识的自由场，强调理性批判和大众参与，

是文学理论产生发展的重要基质。然而，随着社交网络媒

体的出现，这一经典框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2. 媒体社会责任论与文学批评的启蒙使命

传媒是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在建构文学的公共性过

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传媒社会学提倡传媒在传播过程

中所产生的社会使命，这其中包括公众对话、公众觉醒以

及公众利益等等。而针对文学层面，则体现了传媒社会学

延伸到文学批评的公众启蒙使命，是借助文学批评的实践

过程，实现文学批评的公众启蒙。

社交媒体环境下，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文学批评的启蒙

社会使命面临着新的契机及挑战。一方面，社交媒体的普

及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便捷的、多样的传播渠道，让批评

的声音得以快速传播并带来广泛热议。另一方面，信息过

载和碎片化也在社交媒体时代加剧了人们对文学批评的需

求——重视文学批评的声音，一方面呼唤批评意识的回归，

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批评的声音过于泛滥，因此，如何把握

其中的适度以及如何保持和维持文学批评的独立与公正，

成为媒体和文学批评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性新特征

1. 技术赋权下的多元主体参与

社媒技术赋予了公众皆为文艺评论主体的可能性。这

种主体身份的平等性、多样化等特质，消解了传统语境下

由少数评论家主导的文学评论格局，为公众营造出一种更

加开放平等的文学交往的场域，公众在点赞、留言、转发

中进行文学作品的再评价传播。

2. 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的悖论性存在

算法推荐机制在带给用户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在无

形中营造了一个“信息茧房”，使用户陷入自循环、自我

封闭的状态。一方面，算法针对用户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

精准地推荐出用户喜闻乐见的信息，增加了用户获取信息

的效率，同时也增加了用户获取信息的便捷性。而这种精

准推荐则为用户营造了“玻璃房子”，使得用户很难接收

到不一样的声音与看法，忽视了文学公共性所存在的多元

性与包容性。如何在享受算法推荐带来的便捷性的同时，

打破“信息茧房”，将如何是一个需要在社交媒体时代背

景下文学理论公共性转向时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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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感共同体构建与价值共识重塑

而在媒体人化之后，文学批评由理性的分析与批判转

向感性层面与情感的抒发与共情，微博、微信、弹幕、段

评，各种评论模式纷纷涌现，从评论者在读书交流活动中

的实时互动，到评论区的即时性发帖发言、弹幕即时交流，

以及一卷在手、一屏在手即可见其心、触其情的情景反馈

中，便凝结起了以共同的情感体验为基础的情感共同体。

而这会把读者带到文本中，既缩短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情

感距离，也会使得读者之间产生情感共鸣。虽然此时阅读

者对其文本的评价不只靠专业学者的批评，而主要依靠公

众共享情感与价值的共识完成，但这意味着文学公共性的

内涵得到更丰富的强化，文学理论也得到新的生长与走向。

只是这股共同体的情感与价值再造潮流也面临着困惑：在

强调保持文学批评的客观性、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该如

何尊重读者的人情表露与共鸣呢？

二、网络文学评论的公共性实践机制

（一）参与主体的革命性扩展

原生评论者作为网络文学评论的主体，由于社交媒体

时代，使得整个评论的主体形态经历了从精英到大众的历

史性变迁，而原生评论家本身具有多元的文化身份和视野，

通过评论网络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网络文学的认知，

并通过自己手中的评论权在互联网上发表个人观点，形成

了新的“微众”群体。这为文学评论增添了更多的文学性，

促进了文学文本的多元解读与传播。原生评论者不再局限

在“象牙塔”之中，突破了文学评论的权威性、专业性和

精英性。

（二）文本形态的范式突破

1. 超文本评论：弹幕、段评与数据库写作

随着社媒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学评论文本形态也实现

了某种超越。作为新兴的网络文学评论形态之一，超文本

评论具有其独特性，它打破了传统文学评论静态滞后的一

面，弹幕、段评是超文本评论的典型形态，阅读者在浏览

文本时边看边评，一方面丰富了文本解读角度，另一方面

使读者之间的话语沟通交流更为顺畅。数据库写作是对文

学评论文本形态的再次超越，即把评论组织成为一种数据

库，更直观、视觉化，也更便于读者阅读。

2. 多媒体表达：声像符号的批评话语重构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学评论不仅由单一的文本形态

变为图像、声音、视频等多元化媒介的嵌合体，成为多媒

体表达的评论话语形式，而且还改变了批评话语的内涵与

外延。图像、声音及视频等多元媒介，以视听感的直观性

和生动性，使文学批评的话语呈现通俗化、易懂化的特性，

降低了文学批评的参与门槛，使广大的网民能更多地参与到

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与评判中；此外，多媒体符号的嵌入，还

有助于传达文字、字符等单一媒介无法表达出的思想情感及

细节，使文学作品得到更为丰富、多元的阅读理解。在多媒

体符号嵌入的批评话语重构下，文学公共性的内涵结构表现

为将传统批评话语形式中理性的批判精神与多媒体符号下的

感性批判精神及情绪的、审美化的批评融为一体。

（三）传播生态的系统性变革

社交媒体算法是文学评论传播隐性规制。对文学评论

传播有隐性规制作用的还有社交媒体的算法，通过分析用

户的点击和兴趣等数据对文学评论进行排序与推荐。社交

媒体算法通过对用户行为和兴趣的分析和控制，成为隐性

规制文学评论传播的关键力量。这种规制同样渗透在文学

评论批评标准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使得批评标准的形成

在社交媒体评论中呈现出单一化和同质化的趋势，既影响

文学评论的可见度与影响力，也会带来文学评论批评标准

的隐性规制。一种趋势是文学评论传播中算法对批评标准

的单向引导———适应算法或主流观点的批评方式会得到

更多的流量与阅读数，更多地获得关注，使得更多的文学

评论传递一种或几种倾向性极强的评论标准；另一种隐性

规制是文学评论传播算法对某些评论传播的忽视，偏离主

流或被异化的评论容易遭到漠视、埋没，既可导致其被漠

视或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评论的公共性。

三、公共性转向的辩证审视

（一）积极建构维度

1. 文化民主化进程加速：草根批评的合法性获得

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学的崛起，促进文化民主化的进

步。文学评论这一领域由传统的学者与批评家独占的局面，

而今草根批评家得以合法入场，用个人的经历以及真实感

言参与文学作品的赏析与评论。这种民间批评的兴起，既

增加了文学批评的多样性，促进文学作品的公共性和广泛

讨论与深刻交流，让文学理论作品更为贴合群众生活，更

为生活化与时代化。这种文化民主化的走向，不仅仅局限

于网络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它已经渗透到了整个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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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当中，成为促成文学公共性转进的一面重要的旗帜。

2. 批评功能的拓展：从审美判断到社会连接

网络文学评论的批评功能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产

生了很大程度上的拓展和嬗变，在传统文学批评对文学作

品所具有审美判断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连接个体、社群

和社会的媒介。

网络文学评论如弹幕式、段评式的即时评论，可以让

阅读者及时表达自己的感怀情思，建立读者群体之问的互

动与交流，并将文学批评作为载体与媒介。通过共同阅读

体验和感怀情思表达，形成以阅读体验为基点的共同体，

建立“我爱——你爱——我们共同喜爱”这样一个新的文

学接受框架，减少读者与读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

（二）现实困境与异化风险

1. 群体极化与理性对话的消解

此外，社媒中网络文学批评的互动多是意见和立场趋

近、甚至相近的意见结成小团体，这些小团体的人虽然在

网络文学批评时认同态度、观点趋向一致，对待外部立场

不同者和观点差异者总是抱有排斥甚至敌对心态。这样的

小团体心理极大损害和削弱了网络文学批评的话语多样性

和包容性，也消解了理性的对话者言。这种因群体极化而

造成的批评参与者通过排斥异议的观点以表达立场和情感、

而不考虑对方立场和情感、拒绝对话甚至不重视对话的“极

端”“两极化”批评，极大地阻碍了文学作品的深度阅读、

评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理性认知互动，容易引发社会

分裂和加深社会分歧。

2. 商业资本对公共空间的殖民化

商业资本的进入也会带来文学公共空间异化的危险。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文学评论的兴起及影响的扩展，商

业资本将触角伸入网络文学评论领域，以赞助、广告等商

业化利益为驱使去干预及控制网络文学评论领域。这种商

业资本对文学评论的干预与掌控无疑会侵害文学评论的纯

粹与独立。与此同时，在商业资本的影响下，文学评论者

也会改变评论的价值取向，不再以文学的精神需求为旨归，

从而可能为文学评论插上商业化的翅膀，使其堕落或降低

到一个过于低俗化的层面。在商业资本作用下，文学评论

者或会忽视评论质量而迎合商业口味，或会为经济利益驱

使而夸大不实评论。这些评论势必造成对文学评论公信力

的损耗和权威性的消解，进而对读者文学作品的认知与评

定产生误导，从而导致文学公共性的异化倾向。

四、公共性重建的路径探索

（一）批评伦理的重构

将网络文学评论的公共性真正建设起来，需要在批评

伦理上的重立。以建构专业批评与大众批评的对话关系为

条件之一，推动网络文学评论公共性的形成。首先，传统

文学评论主要由学界或者批评界的专业人员完成，学术渊

博、有真才实学是专业评论的生命线。但同时，在社交媒体，

网络文学评论随着大众文学评论的崛起，大众对于网络文

学评论的渗透和影响将不再是一个小问题。读者“面对文

学的每一行和每一个字”，皆有所感发和切身经验，如此

对文学作品表达直率、真挚的见解与判断，也是大众文学

评论的主干。

建立专业批评与大众批评的对话机制，加强对文学评

论的良性规制，促进文学评论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实现对

话机制。通过对话，大众批评者可以为专业批评者提供新

视角与思考，激发专业批评者的创新活力；专业批评者也

可以为大众批评者进行深度解读与理解的再对话，进一步

提升大众评论者的批判意识与审美趣味。

建立对话机制要尊重双方的差异和不同，在双方的对

话关系中，要有意识地淡化专业批评者（尤其是期刊杂志

批评者）的身份与专业地位，放下身段、以平等的视角和

心态去认同和接纳大众批评者的声音及立场。另一方面，

大众批评者要在理性平和的心态中发挥主体能动性，并保

持开放的、不极端的评论态度和立场。相互尊重和理解将

会使文学评论得到共同发展并走向繁荣，为文学理论向公

共性的转向添砖加瓦。

（二）理论创新的可能方向

传统的批评范式在数字人文视野下发生了从传统到现

代的转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学评论可以借助数字

技术方便快捷地收集整理大量文学的文本和数据信息，数

字人文的批评方法可以更高效地进行文学数据信息的筛选

整理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评论者准确地做出判断；

而通过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学文本隐匿的信息或

者模式可以通过相关联的方式予以整理发现，提炼出传统

批评方法所难以发现的角度。文学批评的数字化转型，丰

富了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推动了文学研究现代性

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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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数字人文视角下批评范式的转向也意味着对批

评话语的重构。在数字人文背景下，批评者可更直观地将

文学作品的数据信息与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呈现，使批

评话语形象而具说服力，同时为批评者的表达提供诸多可

探索的表达方式，如图表、动画、虚拟技术，从而使批评

更加具有可读性与趣味性，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具浸入感的

阅读体验。批评话语的这种重构不仅促进了文学评论影响

力的扩大与文学传播力的上升，更为文学与数字技术的深

度交融、为文学理论公共性转向提供强劲推力。

（三）制度建设的保障体系

建议建设科学合理完善网络文学评论质量评价标准。

科学完善的网络文学评论质量评价标准应该包括是否评论

有原创性、是否评论有深度、是否评论有客观性、是否评

论有准确性、是否评论是对文学作品解读的贡献度等综合

标准。以此为引导，希望给评论者一个明确的导向，使其

更多追求评论的质量与深度，而不是流量、经济收益。并

成为评判评论好坏、质量的标尺，能够为文学作品的评论

与解读提供客观全面的依据。并结合网络文学评论的实际

情况，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参照国内以及世界各国先进

的评价理念和方法进行创建与创新。

结论：总而言之，社交媒体时代文学理论公共性转向

的过程复杂且多元，网络文学评论既是文学公共性进一步

充实和发展的条件，也是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力量；

同时面临现实和异化的问题，需要通过促进网络文学评论

的健康发展，来更好地完成文学公共性向更为平等有序的

状态转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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