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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新颖性且范
围较为宽泛的文学形式，而且网络文学的特点非常适合现代人的阅
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近些年已经发展成为文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任何文学形式
的生存都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内涵，但是，随着网络文学作品数量
的大量出现，其内容和形式都对传统文化显现出颠覆性[1]。考虑
到网络文学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性，
网络文学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必须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处
理好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探讨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颠
覆与传承对于国内文学发展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

1　网络文学的独特性
1.1易于接受的内容形式
网络文学能够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网络文学的内容

倾向于口语化，与读者的生活实际相接近，并且在网络文学创作
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网络词汇和热点话题，即便是为了消磨时间
而进行阅读的读者也能理解其所要表达的主旨和观点。

1.2便利化的传播方式
互联网是网络文学诞生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依靠互联网技术

和智能移动终端，读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各种阅
读平台，欣赏到多样化的网络文学作品。相比于传统的文学作品，
作者在创作完成后，将作品发送到专业的网络阅读平台供读者进
行阅读，免去了等待作品出版、发行、购买的时间，具有非常便
利化的传播途径[2]。

1.3多样化的题材选择
社会经济发展在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

居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对文化娱乐活动的要求原来越严格，相应
的读者的阅读需求倾向于多样化。为适应这一多样化的趋势，网
络文学作品的主题也趋于多样化，涌现出许多内容丰富，主题宽
泛的网络文学作品，如仙侠、校园、科幻、言情、职场等多样化
的主题类型。

2　现阶段网络文学存在的问题
2.1 娱乐性太强，缺乏内涵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道出了传统文化的根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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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网络文学却与之相背离。很多以仙侠、穿越、科幻为主
题的网络文学作品，与社会实际生活并无联系，只是为了迎合读
者的需求，凭空创造一个虚拟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文学创
作。这类文学作品脱离了社会实际，缺乏具体内涵，会导致读者
产生厌倦现实、逃避现实的心理。甚至有些网络文学创造者，为
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增加作品的阅读量，歪曲历史事实，引导读
者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

2.2作品数量多，质量难以保障
网络文学作品不仅对读者的文学素养要求低，而且对网络文

学创作者同样有着较低要求。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社会上的
普罗大众都可以进行网络文学创作，所以就现阶段网络文学的发展
趋势来看，时时刻刻都会涌现出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3]。但数量
的增加会导致质量的下降，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内容单一、剧情套
话、语言表达方式过于口语化，而且在巨大的商业利润诱导下，网
络文学作品抄袭的问题经常出现，导致作品缺乏深度和内涵。

2.3文化底蕴不足，缺乏艺术价值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和意见，文学作品的创作要符

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风格和特点。网络
文学作为一种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文学形式，应重视
作品质量和内涵，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然而，很多网络文
学作品的内容缺乏文化底蕴，没有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艺术价值不高，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3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颠覆
网络文学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文学形式的限制，使读者能够接

近创作者的实际生活，使二者之间的沟通方式便利化和简约化。
创作者不再作为文学作品的绝对主导者，而是要听取读者反馈来
进行下一阶段的创作，而这会对传统文化的产生一定颠覆性效果，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文学创作者的地位在下降。在互联网尚未普及前，
文学作品主要以纸质媒介进行传播，创作者虽然创作效率偏低，
但是文学作品大多蕴含着当时的时代风貌，反映传统文化的精
髓。相应的创作者也被冠以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作为引领者，
依靠创作的文学作品来启迪民众思维，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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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封建思想深入人心，在
这一背景下，文学作品成为一种进行思想解放，传播新的思想
观念的工具，而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也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将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但在互联网时
代下，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不再是时代的引领者，不需要承
担如此重要的责任，很多网络作者进行创作只是单纯地出于谋求
生路，维持基本的生活，只需要创作出阅读量大，能够吸引读
者眼球的作品即可。从这一角度来看，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地
位正在不断降低，改变了传统文学创作的理念。其次，流量成
为衡量网络文学作品的标杆。在传统文学盛行的年代，文学作
品除了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外，还承担着传播新思想、开启民
智的作用，一部文学作品能否反映时代风貌，引发读者对社会
的反思，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价
值、是否成功的标准。因此，作者都会将自己对社会的反思和
家国情怀融入到作品创作中，赋予作品新的时代内涵，而读者
也将文学作品视为自己学习新思想，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
深入探究文学作品内部蕴含的作者观点。但是，在网络文学不
断兴起背景下，作品阅读量的高低、读者人数的多寡成为衡量
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杆，因此，对于网络文学作品来说，是
否能够抓住读者的心理特征，满足读者千差万别的兴趣是进行创
作的首要因素。甚至在现阶段的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这样
一种现象，即当某主题的作品或作者取得成功之后，会产生大规
模的粉丝群体，这一群体形成后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对自己喜爱的
作品进行推荐，而由此产生的流量会进一步引来大批阅读者，即
便是毫无意义和实际价值的作品也有可能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学作
品，与此同时还会带来巨大的商业效益。最后，网络文学的发展
方向偏离传统文化的指向。在传统文学形式下，文学作品的内容
和思想被视为一种具有权威性的观点，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
阅读能够充实读者的文化修养，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从这一角度来看，经典文学著作成为培养民众文
学素养和良好价值观念的重要工具，在不同时代散发出新的内涵，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引领时代风尚。然而，随着网络作品的增加和
在线阅读平台的出现，在改变文学创作方式和传播路径的同时，
也将阅读行为看成是一种消遣和放松，将网络文学作品的阅读视
为一种排解忧愁、消遣时间的娱乐活动。所以，网络文学作品的
创作除了要考虑其文化价值，还要考虑市场和读者的动向。而这
一目标指向可能会导致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向偏离传统文化的指向，
忽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过分关注作品的商业价值，甚至可能会
动摇经典文学作品的权威性和价值。

4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贴近读者实际，易于接受新型文学形式，

与读者的日常生活存在着较强关联，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
读者树立良好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思潮。因此，网络文学作品
切勿仅仅追求流量和关注度，而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
和精神蕴含在网络文学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上，承担传承传统文化
的责任。

4.1提高创作者的知识素养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网络文学作品要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培养
读者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虽然在主题上，网络文
学作品的题材被划分为魔幻、历史、仙侠等多样化的类型，但
是在对故事背景进行塑造的过程中，创作者开始尊重历史事实和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具体来说，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结
合故事内容和框架，搜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经典文化典籍，从
而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既能使故事完整、饱满，又尊重历史事
实，符合历史实际的故事背景[4]。在这一过程中，网络文学作
品的创作者能够充实自身的知识体系，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及时纠正存在的历史错误，从而在新的知识水平上创作出水平更

高的网络文学作品。
4.2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化融合趋势增强
近年来，虽说网络作品的创作周期缩短，作品数量不断增

加导致了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融合
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中华文化特色，且取得成功的网络文学作品。
例如，以展现空军战士成长和国家军事力量发展为主题的军事历史
小说《大国战隼》；彰显文化传承且大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猎赝》；以反映中华瓷器文化和民族情怀的《画春光》等都是与传
统文化相融合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诞生和成功，证明
了网络文学作品能够实现商业价值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扎
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质量得以保障的网络
文学作品。

4.3吸收传统文学的精华，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
网络文学作品是一种起步较晚，发展尚不完善的文学形式，

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语言形式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体
系，这也是当前网络文学作品质量差异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
之下，传统文学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度
艺术价值、流派多样且形式全面的文学体系。并且，在历史长河中
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时至今日很多经典文学作品依然焕发着新的
活力，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断影响着读者的思想意识。
现如今，围绕着传统文学的语言表达方式、艺术美感、情感价值、
行文结构等进行的研究讨论有很多，因此，网络文学创作者应该主
动学习、借鉴传统文学作品的优点，利用传统文学的精华来赋予网
络文学作品高度的艺术价值。

4.4以有效的激励机制传承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内涵不仅在于其艺术性和价值

性，而且还能启迪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思想，在传统文化的土壤
上滋生更具价值和社会认可度的作品。网络文学作品的受众人群
重要集中于年轻读者，这些读者普遍缺乏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了
解，而基于传统文化产生的网络文学作品反而能够体现出其新颖
性，从而被年轻读者所认同，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奠定基础。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基于传统文化的网络文学作
品，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点做起：第
一，国家相关部门应联合网络文学创作平台，鼓励网络文学创
作者围绕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作品创作，例如通过给予创作者额外
的分红或加大作品推广力度等方式，引导网络文学创作者主动学
习中华传统文化，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寻找新的题材；第二，
网络文学创作者要意识到，无论是何种文学创作方式，都要与
实际生活相关联，即便是仙侠、科幻等题材作品在进行故事背
景设定时，都基于实际生活进行创建，从而能够更轻易地将读
者代入其中，提升作品的认可度。

结 语 ：
综合以上分析，现阶段，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发展不可

逆转的趋势和潮流，其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然而，网络
文学这一新型文学形式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内涵，而是作为一种
新的工具和途径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本文
在分析网络文学的独特性和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文学
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传承，期望引导网络文学在新的历史时代实
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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