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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的比较研究

郝夏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110

摘　要：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诗词文章或雄浑奇葩，或秾丽精巧，或清淡敬谨，各显一代风骚。而近年来网络小说以它

特有的文学风格，在文学这块领域内大放异彩。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看似区别很大，实是同根。就文学的创作与来源来说，

二者没有什么严格的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文学，同时源于生活，都是作者通过文学的形式对自己的感情进行书写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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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惨淡”，这是大多数中国学者在

百年历史回顾时所得出的结论。而书架上，则是密密麻麻的

网文作者。有句话说得好，互联网也许是现代最新型的高技

术产业，而且它还是一个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产业。网络小

说，或许是所有文学类型中，最年轻的一种。流氓蔡，就是

靠着一部名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网络小说起家的，这本

书问世不到几年，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又像是一株

含苞待放的嫩草，生机勃勃！如今，网络小说蓬勃发展，商

业气息浓厚，一派繁荣景象，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分

支；网络上，天才辈出，如慕蓉雪村，如孙锐，如西岭雪，

如笔公，如王慕陶，如安妮婴儿，如辛唐米娜，如许多在网

络上享有盛名的作者和作者，都曾有过不少佳作。而这种发

展态势的产生，必定有其基本的原因。

2. 网络小说的主要特征

2.1 网络小说的时代性 

（1）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看。网络小说是在电脑网络

的信息时代产生的，比如，网络小说中的网游小说，作为因

特网的一种主要的衍生品，它自从诞生之后，就得到了飞速

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型产业，而伴随着它的，

还有一些游戏文学，它们也开始向文学转化。网络游戏文学，

又被称为网游文学，在目前的各个网上阅读网站上，基本有

一个特定的类别，它已经成为大众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是当代网络生活的真实写照。

（2）从文学作品的创作内容看。如今，随着中国因特

网的持续发展，网络小说的发展也从单纯地描述网络生活与

真实生活的融合，向对网络生活的简单想象、对未来世界的

描述发展，将魔幻文学、科幻文学、传统小说、电脑技术知

识相融合。这促使网络小说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出现了许

多新的类型，如网络小说、短信文学等。但是，由于互联网

的发展，它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文学也常常

把自己的作品通过互联网作为自己的主要媒介来获取更多

的读者。

2.2 网络小说的互动性 

因特网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给使用者提供一个双向交

互的信息交换途径，当使用者进入因特网后，不但能接收到

消息，还能发短信。于是，以它为媒体的网络小说打破了传

统的单向性，赋予了读者完全自主的空间，使读者能够在作

品自身以及作家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展开直接的对话。

理解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很多未被人们所知的思想与内涵。

将传统文学视为线性文学，而网络小说则是一种零散的文

学，由于媒介的原因，传统的文学很难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而网络小说则以网络为土壤，网络的互动、即时性以及超文

本的特征，使得网络小说也具备了这样的生命力，给了作家

和读者以比较大的、自由的、双向的交流与选择的可能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小说一般都是以作者为开头，然后再根

据读者的评价来展开剧情，这和传统的小说完全不同。《第

一次亲密的接触》在创作的时候，很多读者都在留言，都在

为“轻舞飞扬”这个女主求情，生怕她会死掉，而且，他们

还在网络上，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网

络文学评论，这个话题的火爆程度，让很多传统媒体上的文

学评论都嫉妒得要死，网络小说中的对话，有时候会演变成

一个接龙，而不是给作者提供一些建议和建议，而只是帮着

作者修改一些或者继续写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网络作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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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接龙游戏，作者和读者就很难分辨了。小挚在《聊

天室的故事》的开篇完成后，就让读者们给这个故事写个收

尾，结果很多网络作家都踊跃参加，争先恐后地参加，再加

上小挚亲自设计的结局，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多结局的超级

小说。

2.3 网络小说的自由性 

无论是从作家的创作还是从读者的角度看。互联网与

传统媒介的区别在于，计算机使用者不需要暴露自己的真实

身份，无法对传统的社会阶层施加影响；互联网媒介的高互

动性，让使用者可以自由地浏览、获取网络资讯，也可以自

由地散布资讯，在下传与上传上有很大的自由度；用户是独

立的、平等的，能够对自己的内部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而不

用担心受到权威的打压。通过互联的多媒体数据的形式来对

信息资源进行组织，让用户能够自由地做出不同的选择和了

解。在网络上，没有任何的权势和独裁，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使用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泄和玩耍。在数字时代，人享受着

完全的自由。网络媒介的特性对网络小说的生存与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对传统的文学观进行了冲击，从而使其具有

了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质。

3. 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比较分析

3.1 文本载体和文类界限的不同

以书籍、杂志和报纸为“硬载体”，以书籍、杂志和

报纸等为主要载体，以一种广泛的物质形态呈现出来，以一

种广泛的物质形态存在于计算机中，并通过网络传播。在传

统的文学门类中，各类别之间的界线是十分分明的，我们在

鉴赏一部传统的文学作品时，往往能预先知晓该作品是属于

哪一类，或者在阅读时很容易辨别。但是，在网络小说里，

文本和类别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在阅读时，我们常常难以

分辨出这几种类型的文章，使人产生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

3.2 创作模式的不同

理念上的差异。传统的文学构思是一种个性化的艺术

思考，它必须建立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感受之上，持续

地为自己的内容寻求一种形式，用一种全局的艺术观来发挥

自己的艺术潜能，从而为作品创造出一种美学上的独创性的

艺术雏形。但是，网络小说就不一样了，写起来很随便，没

有完整的艺术构想。对于网虫来说，文字就是一种生存状态，

他们喜欢第一次写真话，不为了写而写，也不会无话可说。

他只会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社会的解释写在纸上。传统

的作家们，大多都是坐在桌边，拿着一支笔，而网文作家，

则是将自己的画笔，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打字方式，他们还可

以用万通笔来书写，或者用声音输入。

3.3 传播方式的不同

如果网友们想要在这个站点上发帖，那么就必须先去这

个站点注册，然后在自己所属的文学社或论坛中，选择一个

合适的发布地点，来进行自己的作品创作。其最大的优点就

是其简便、方便的发布模式，只要一次点击发送，只需要数

十秒钟即可完成全部出版工作。与之相比，传统的作者出版

要麻烦得多，首先得找出版社。然后再经过审查、排字、印

刷和编辑等一系列步骤，最终才会以印刷的形式上市销售。

这一点，远不如网络小说的出版方便快捷。但是和网络比较

起来，纸张也有它独特的优点，写东西比起网络上的读屏和

电脑显示屏来说，要舒服和自在得多，而且看起来对身体更

有益。

3.4 写作主体的不同

在传统文学中，作家具有个性化、职业化和标准化的

特征。但是，在网络小说中，它的创作者是群体化、虚拟化、

自由化的。互联网让每个人在文学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是

新手的涂鸦，还是技艺高超的大师的名作，都可以被纳入其

中。任何一个能打字的人都能成为“写手”。与传统作家相比，

网络作家的身份更加复杂。网络小说的作者群体主要是互联

网用户，他们以知识水平较高、年龄较小、同时也是业余作

者、隐私者等群体居多。而传统作家通常都是在正规的大学

里长大的，受过很好的写作训练，在他们看来，好的作品一

定要给人以启迪。所以，他们的创作不仅仅是表达自己对人

生的感触，更多的是想要传达一种理念。出版过程中的各个

环节上都是公开的，其身份在我们的眼里是十分明显的，很

难隐藏自己的身份。

3.5 创作文本和文体的不同

互联网上的信息非常丰富，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看，而

不是在看。大部分的网民都不愿花费过多的精力来认真地研

究一部作品，因此，网络小说通常都是一些浅显、随感式的

短小文章，而且还具有时尚的主题，以此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传统的文学作品，以书籍的形式，让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

己的阅读时间，有足够的时间来细细品味和学习，也不用担

心是否会花很多钱来支付阅读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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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小说和传统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虽

然它不像传统文学那样有着深厚的根基，但是它也有着传统

文学所不能相比的优点。与此同时，网络小说又以传统文学

为基础，彼此交叉、交融、共同推进。因此，我们要从全局

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正确地处理好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的

关系，要将其发挥到极致，发挥传统文学的特点，让他们一

起开创文学的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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