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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叙事认同的一般模式及其问题

王小英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网络小说是一种象征性、建构性的认同话语实践，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意义，但目前对网络小说

的认同功能缺乏研究。网络小说叙事的 一 般 模 式 为 采 用 以 主 角 人 物 为 中 心 的 形 式 展 开，其 基 本 元 素 的 排 列

组合方式即建构了一种认同关系网 络 和 历 程。这 种 认 同 关 系 网 络 的 核 心 是 具 有“索 取 型 人 格”的 主 人 公，他

主要凭借个性和毫无理由的机遇取 得 成 功。这 种 程 式 化 的 主 角 人 物 认 同 设 置 与 文 本 外 读 者 趣 味 相 关 联，是

产生“代入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参与建构读者自身身份认同的可能路径，然而其中所蕴含的非伦理倾

向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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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份认同研究：问题缘起及其与网络小说

的关联

汉语中 的“身 份 认 同”一 词，译 自 英 文 中 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本 身 有 两 重 含 义：一 是‘本

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一是‘相同

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

的认知。”［１］因此，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译 为 中 文，会 根 据 具 体

语境的不同，分别译为“身份”、“认同”或“身份认

同”。身份认同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但身份认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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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问题却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因此关于认同的

研究成为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西方学者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已对当代认同危机问题进

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如安东尼·吉登斯对现

代性和自我认同的讨论，女性主义者对以性别为

基础的社会偏见的解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

的兴起等。其中代表学者有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

·泰勒，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美国哲学家约翰

·佩里，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行为主义哲学家、德

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美国人类学家乔纳

森·弗里德曼等。
中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现 代 化 进 程 加

快，认同危机也开始凸显，９０年代以后愈演愈烈，
诸如行为失范、方向迷失、焦虑感增强、功利主义

盛行等现象比比皆是，且来势凶猛，几乎席卷各个

年龄阶段和阶层，而既有的思想教育和心理辅导

方法 显 得 捉 襟 见 肘，收 效 甚 微，整 个 社 会 戾 气 过

重。因此，关于当代认同危机的研究成为近年来

的一个热点。国内８０年代还较少有人意识到当

代中国认同危机问题，９０年代以后对当代中国认

同危机具体现象的关注开始增多，“认同危机”的

研究也逐渐深入而多元，从涉及的面来看，除了对

政治认同、社会认同这些危机容易发生的方面进

行关注之外，还扩大到自我认同、人格认同、网络

上的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除了继续关注中

学生、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青年网民这些青年

人之外，还铺开到移民群体、农民工、城市贫困群

体、甚至普通大众。在身份认同与文学的关系研

究方面，有周宪主编的丛书《文艺学语境中的文化

认同问题研究》，何成洲主编的《跨学科视野下的

文化身份认同：批评与探索》，阎嘉的《文学研究中

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等。当代中国认同

危机下的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寻根文学、华人

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以及现代社会转型

期的认同问题，较少关注网络小说中的认同问题。
但正如周宪在总结了认同问题研究从精神分

析到文化研究的历程之后指出的，“一方面认同是

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

和建构性；另一方面，认同又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

的，在种种象征认同形态中，语言和文学无疑扮演

了极为重要的角色。”［２］网络小说是象征话语之一

种，它也是一种建构性的话语实践，并且因其具有

日常性和持续性，这种认同话语实践的影响更为

广泛和持久。因此关于认同的研究也不应缺少网

络小说 这 一 维 度。网 络 小 说 作 为 文 学 叙 事 之 一

种，虽然没有成为所有中国人建构自己身份认同

中都 必 须 参 考 的 叙 事，但 其 影 响 力 却 不 容 忽 视。
尤其是伴随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普及率的提高，
它与网民日常生活密切交织在一起。自１９９７年

以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每年两次发布的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都将网络文学（主
要为网络小说）作为互联网娱乐应用的一项予以

调查统计，２０１５年１月 发 布 的 第３５次 调 查 报 告

显示结果为：“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国网络文学

用户规 模 为２．９４亿，较２０１３年 底 增 长１９４４万

人，年 增 长 率 为 ７．１％。网 络 文 学 使 用 率 为

４５．３％，较２０１３年底增长了０．９个百分点。”庞大

的数字背后，意味着网络文学已大幅度进入网民

的日常休闲中。在这种背景下，网络小说的认同

功能不能再被忽视。
从目前关于网络小说的认同研究状 况 来 看，

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类型小说研究、社区

迷文化研究、修辞研究、心理学研究和单个作品分

析中，如王旭东的《对谈与倾诉———从伯克的认同

说谈〈彼岸花〉》、王宇景的《对网络小说代入感的

叙事分 析》、雷 惠 玲 的《网 络 小 说 社 区 迷 文 化 研

究》。不过，虽然尚未有人直接点明网络小说与认

同危机的关联，但已经逐渐有较多的学者注意到

某些小说类型的特别意义，如康桥指出网络小说

中的情感想象问题，黎杨全对网络穿越小说系谱

和特征与当代文化关系的审视，陈奇佳就网络玄

幻小说对现代人时空意识反映的研究，周志雄对

网络小说实用性的注意，李盛涛对网络小说生态

的研究以及对其中反映出的主体性悲剧问题的探

讨等，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种小说在主体建构和

自我实现方面的独特意义，而这些恰恰正是当代

认同问题在网络小说中的一种呈现。
中国的认同危机问题与西方存在诸多相似之

处，因此中国的认同危机研究与西方关系较为紧

密，而中国的网络小说与西方相去甚远，故中国的

网络小说 研 究 虽 然 也 受 到 西 方 一 定 程 度 上 的 影

响，但却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因此，中国关于网络

小说的认同研究应切实建立于中国的网络小说实

践之上。就这方面而言，韩国学者崔宰溶对中国

网络文学研究的批评较为中肯，他在考察了中国

的网络小说实践之后，明确提出以“土著理论”和

“网络性”为突破口来“克服网络文学研究的抽象

性、观念性，进而敞开具体的、现实的研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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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３］，并且在基于对网络穿越小说创作实践有了

较多了解之后，他指出这种小说中的普通主人公

增强了小说的切身相关性，使凡人能参与到历史

和英雄叙事中，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功能。就网

络小说的认同研究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显著，但
总体上还不够深入，这可能与网络文学的整体特

点与发展走向有关，如其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格局

中整体仍处于边缘，本身具有强烈的娱乐特征等。
不过，这种倾向亟需纠正，下面试就网络小说文本

叙事方面分析其符号身份认同特征及影响。

二、以“主人公”为核心的网络小说叙事认同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人们面对现

象世界及想象中的大量材料，有两种可以对其理

解，将其意义化的方式：“一是用抽象思维求出所

谓共同规律；二 是 从 具 体 的 细 节 中 找 出 一 个‘情

节’，即联系事件的前因后果。”［４］１ 后者即是用叙

述化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新叙述学研

究表明，叙述并不仅仅是一种表征方式，叙述性也

不仅仅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它们也是与本体论相

关的概念。“我们所有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

是（无论这种所是如何的短暂、多元或变动不居），
乃是因为 我 们 被 置 于 或 自 己 置 身 于 社 会 叙 事 当

中，尽管这 些 叙 事 很 少 出 自 于 我 们 之 手。”［５］３３我

们被动或主动地通过各种社会叙事来理解世界，
同时也理解和建构“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这种人生之根本的认同问题。美国学者萨

默斯据此提出认同的叙事构成这一理解路径。而

于 网 络 小 说 而 言，首 当 其 冲 的 便 是 其 叙 事 认 同

功能。
萨默斯提出从叙事的角度来理解认 同 构 成，

主要理由在于，它可以避免社会理论研究中，那种

常见的社会认知研究方式，也即将某一个事件放

在某一类别中去理解其意义的方式，“叙事性要求

我们从与其他事件的时空关系中来探寻单一事件

的意义。事实上，叙事的基本特征是人为建构某

种型式或关系的社会网络，由此来理解各个部分，
而这种型式或网络，则是由符号的、体制的和物质

的实践所构成。”［５］４１叙事认同的特点正在于其将

认同放在一个时间关系和空间网络中去理解。作

为象征话语的网络小说，其叙述世界是用媒介符

号构筑出来的，因此，在本体论上与实在世界有差

别：“再现是媒介化的，经验实在并不存在于媒介

之中；无论多么精细庞大的再现，其细节量都是有

限的。”［４］１７９小说这 种 虚 构 文 本 再 现 的 世 界，是 一

个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三界通达”

的混 杂 世 界，它 的 表 意 行 为 跨 越 了 单 一 世 界，其

“出发世界”是某个可能世界，“目标世界”是实在

世界 或 可 能 世 界，也 即 坐 虚 探 实 或 跨 世 界 综

合［４］１８６－１８８。但小说虚构文本中呈现的世界，必定

包含有与实在世界相通达的部分，正是因为有这

种通达的成分，因此小说的虚构世界在某种情况

下会显得“格外客观、真实”，小说所叙述的事件不

仅可以用来象征性地呈现主体的身份认同，同时

也可以象征性地重建身份认同。而认同本来就是

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动态过程，故在三界通达的

小说世界发生的事件，也是在假定的关系网络中，

象征性认同展开的一个历程。

从１９９８年蔡智恒的网络小说名篇《第一次亲

密接触》开始算起，迄今为止网络小说的发展已有

十五余年的时间，主导风格和写作形式都在不断

地发生变化。但自０３年商业化之后，网络小说已

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作路子，知名网络写手撒

冷将市场 上 流 行 的 网 络 小 说 七 大 主 要 元 素 归 纳

为：有个性的主角；爱情；暧昧关系；友情；亲情；自
身的成长；阶 段 性 的 成 就 感①。他 的 概 括 不 一 定

完全能涵盖所有的网络小说，不过却是绝大部分

流行网络小说表现出的共同特点，如玄幻、游戏、

仙侠、职业、军事、穿越（女性小说中自身的成长大

多表现为驾驭男性能力的增长）等小说大都如此，

因而对我们理解流行网络小说的叙事认同特征大

有裨益。这七个元素都属于叶尔慕列夫斯基所说

的符号文本内容层的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但七个要

素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关系便是叙

述，属于内容层的形式（ｆｏｒｍ）要素。有个性的主

角即是小说世界里的中心人物，后面的一些六个

要素都应围绕这一主角而展开，而这恰恰是主角

在一定的时间历程和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构建自

己认同的路径。下面试分述之：
（一）有个性的主角

有无个性是相较于其他人而言，因此，设定一

个有个性的主角也就意味着同时要设定很多个与

之形成比照的无个性人物，并且有无个性也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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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贴在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论坛“龙的天空”上发布，名为《网络写手指南，各位大神的解答》，此贴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多位大

神级写手，流传甚广（虽然题目各有不同）。其中撒冷为起点白金作家，真名付强，创作过都市言情、玄幻奇幻等多种体裁的网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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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是否独特，因此也就意味

着将这一人物置于一个人际社会网络和一定的时

空形态之中。借用萨默斯的概念来说即主角有了

一个独特的“关系场景”。“关系场景，就是存在于

体制、公共叙事和社会实践之中的关系模式。这

是一种关系母体，一种社会网络。认同形成就是

在这种关系场景中脱颖而出的。”［５］５１关系场景提

供了认同得以建构的起点。而网络小说作为虚构

文本的优势之处就在于，在构建这一关系场景的

时候能够充分发挥想象的优势：或古或今，或古今

兼有，或奇或幻或二者兼备等等，都可以将其在小

说世界中呈现，能够充分实现文化和体制关系的

偶成性。
（二）爱情、亲情、暧昧关系和友情

这四个要素属于感情关系的不同纬 度，每 个

个体都生活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之中，同

时每个人都有各自生活的不同面向，在这些不同

的面向中，面对不同的人，人们就有了自我的不同

身份。“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

的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

相对应的 身 份。”［６］围 绕 着 爱 情 展 开 的 双 方 是 恋

人，亲情展开的是家庭和亲人，暧昧关系展开的是

朦胧中的异性关系，友情展开的是朋友。而这几

种恰恰是人最主要的几种身份角色。在这几种身

份角 色 中 展 现 出 的 意 识，就 基 本 上 构 成 了 自 我。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网络小说只要涉及这四个

要素，就已经开始了自我认同的动态建构。而这

四个元素的丰满也意味着人物性格的丰满。不过

在撒冷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元素都是使

小说丰满的一些元素，却并不是必须的。目前的

网络小说中，友情和亲情都是比较薄弱的部分，友
情薄弱源 于 友 情 需 要 一 种 与 主 角 平 等 的 人 际 关

系，也就是说主角不能再将对方当作工具性的客

体，而应当作具有主体性的人。二者的相处，应当

持一种主体间性的立场，充分考虑到他者的存在。
可网络小说缺乏一种平等关系，甚至在大部分爱

情小说中也是如此，恋爱双方经常性地将对方当

作对象性客体去筹划事件，缺乏尊重与平等。“主
体间性是同主体间的‘互识’与‘共识‘。互识是主

体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共识是指不同主

体对同一事物所达成的相互理解，所形成的主体

间的共 同 性 和 共 通 性。通 过 对 共 同 事 物 达 成 共

识，主体才能达到深层的互识。”［７］不 再 将 同 为 主

体的他人当作外在于自己的客体，而是强调主体

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不同主体不相同而相通，
而非不相通而相同。这在哲学上是从胡塞尔、海

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竭力倡导的方向。其实，归
根究底也是一个现代社会迫切解决的伦理问题。
网络小说中友情关系的薄弱和缺失也只是当代社

会伦理匮乏的一个再现，不过却可能进一步加剧

这种缺失。
（三）自身的成长与阶段性的成就感

这两种元素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当 下 流 行

网络小说中最为普遍的现象。撒冷如此谈它在各

种小说中的表现：“放到打架的书里，就是主角功

夫过高了。放到都市里，就是主角多有 钱 了。放

到官场文里，就是主角级别多高了。”“一个人武功

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当官了之后，他是不是该

干点什么呢？……当主角成长到一个阶 段 之 后，
我们就有必要给主角创造一些环境，一个挫折，或
者一个对手，来让主角的升级所得的价值体现出

来，而这时候成就感就出来了。”①主角的成长、升

级就是一个人自我价值不断增加，身份认同感不

断增强 的 一 个 动 态 过 程。这 当 然 是 一 种 权 力 游

戏，也是一种认同话语实践，通过压制威胁他的东

西，主角才能肯定自己，因此，没有挫折和对手，也
就谈不上个人的自我价值。而体现个人价值，也

只能通过不断地战胜环境、挫折和对手的方式来

实现。
网络小说的“七大主要元素论”表面上看没有

什么问题，但假如考虑到，绝大部分网络小说都是

可靠叙述，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很

近，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主要由主角人物来体现

的话，那么这种小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角人物完

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小说，它是主角人物主体性的

充分体现，这种主体性的充分实现，靠的是占有更

多的东西，如美女、金钱、财富、武力等等。依照心

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说法，我所拥有的一切，如

身体、能力、房子、家庭等便是自我。每一 种 拥 有

中我们获得一种身份，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就是

靠占有的更多。阶段性的成就感来自和他者的较

量，这与占有财富的方式并无二致，都是通过让对

方匍 匐 在 自 己 脚 下，被 自 己 征 服 来 获 得 价 值 感。
小说推崇的结尾道义是一种霸权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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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ｋｏｎｇ．ｎｅｔ／ｔｈｒｅａｄ－４９３１８３－１－１．ｈｔｍｌ，查询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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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的七大主要元素，都是围绕 着 主 角

人物而展开，是主角人物这一单一主体自我认同

和社会认同的动态建构过程，也是其情节组合方

式，即网络小说的“叙述语法”。这与俄国文论家

普罗普指出的故事形态相类似，普罗普在研究总

结了大量的 民 间 故 事（阿 尔 奈 和 汤 普 森 归 在３００
－７４９号的故事，普罗普用 “神奇故事”一词来称

这些故事）后，用３１项功能来对故事形态加以总

结，并用来 验 证“功 能 项 的 排 列 顺 序 永 远 是 同 一

的”这一论题，但他同时特别说明“所指出的规律

性仅关涉民间文学，它不是故事体裁本身的特性。
艺术创作的故事不在此列。”［８］在普罗普的研究那

里，神奇故事的形态与宗教有直接渊源关系，派生

形式则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但中国网络小说的叙

述语法，与宗教的关系不大，与现实生活关系更为

紧密。撒冷 提 出 的 这 种“走 向 性”极 强 的 叙 述 语

法，与网络小 说 中“ＹＹ小 说”［９］众 多 的 现 象 相 应

和，也意味着网络小说的叙述语法可能已经形成

了一定的“程式”。程式代表的是一种思维定势、
写作习惯和阅读偏好，也是一种集体意识。但这

种程式如何发生效应？

三、以读者“代入”认同为取向的文本外阅读

效果追求

撒冷所提及的网络小说七要素在不同的写手

那里有不同的命名和分析方式，但其基本思路都

是一致的，如１７ｋ小说网的创始人、总经理血酬所

做的《网络小说写作指南》《网络文学新人指南》，
以及据传是起点编辑内部教材的《写手成神之路》
等在讲到小说设计时都大同小异。但值得注意的

是，这类小说从设计之初就将目标直接指向受众

群体，旨 在 吸 引 更 多 人 的 关 注。如《写 手 成 神 之

路》就将如何写商业小说直接分成两部分：王道和

诡道。王道教如何提高作品质量，诡道教如何利

用技巧、宣传甚至小阴谋来促进作品成名。其中

开篇就提出，只有写读者爱看的书才能赚钱。而

其读者又明确为网络读者、起点会员，特别是ＶＩＰ
用户。而 读 者 喜 欢 看 的 书 被 归 结 为 两 个 特 点：
“一，生动有趣的故事，曲折离奇的情节；二，让读

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进而感觉爽快，就是通常所

说的ＹＹ．其中，第二点更为重要，占主流地位。”①

由此可见，目标读者群体的代入是网络小说叙事

旨在达到的一种效果。这与撒冷所提及的七要素

组合起来所会呈现的状态完全一致。故，网络小

说的叙事认同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向文本外的目标

受众，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正是考虑目标受众的需

求前提下，基于主体间的写作立场，而做出的网络

小说叙事安排。
代入感，从心理学上讲，带来的结果为“我 好

像就是那个人”，与投射带来的“那个人就好像是

我”有细微 的 不 同，投 射 是 将 内 部 心 理 结 构 的 外

化，而代入则重在将外部事物内化，它与美学上的

移情作用类似［１０］１１－１６。王 宇 景 在 用 文 本 分 析 法、
访谈法和调查法等社会心理学方法，对网络小说

（幻想 类 和 言 情 类）的 代 入 感 进 行 详 细 研 究 后，
指出：

“对人物的认同是影响代入感的重要影响因

素，部分读者较多认同与自己有较多相同特点的

人物，并且往往认为小说对现实有较多影响；而另

外一些读者则认同‘超人型’的主人公，往往认为

小说是暂时脱离现实的避风港口；大多数读者喜

欢主人公在充满冲突与矛盾的情境中迅速成长，
但也有部分读者拥有阅读散文的心境，能够接受

主人公只是平淡的生活。”［１０］６４

假如说写 手 们 及 网 编 们 的 网 络 小 说 叙 事 指

导，还只是一种感性体悟的话，心理学方面的代入

分析研究，则证实了文本外的读者与文本内的“人
物”可能会发生的共情。不同的读者固然可能会

认同不同的人物类型，但大部分人都喜欢人物的

“成长”，至少也是“平淡的生活”，而非“越来越悲

惨的生活”。要认同需要代入，代入后就难以接受

越活越惨，因此小说主角也就只能“成长进步”。
基于这种网络小说的广泛普遍性，康 桥 在 其

关于网络文学的读者接受反应研究中，干脆直接

将读者的阅读代入感，理解为读者通过对主人公

的认同而产生的代入感，“在成功的网络文学作品

中，主人公的‘愿望得逞’勾引读者代入，进行逼真

性体验，是快感实现的主要通道。”［１１］每种小说类

型都蕴含着一种愿望得逞的类型。英国文化研究

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对认同问题如此表述：“认同

实际上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而非存在中）对历史、
语言、文化资源的使用问题：不是‘我是谁’或‘我

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

是如何被呈现的，我们如何对待我们怎样呈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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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ｔｉｅｂａ．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ｐ／１７０３５７０７６６，查询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此文在网上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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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问题。”［１２］读者通过代入对小说产生的认同，
实际上也基于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被再

现的姿态而产生。阅读小说，代入主角人物，沿着

其成长延展自己的阅读体验，也是在通过文学的

象征方式回答自己的自我实现问题：“我想让自己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让自己以什么样的方

式被呈现”。这也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

四、符号身份认同中的伦理偏向问题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

克思对人的著名判断。网络小说中的人际关系貌

似很复杂，其实十分简单，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
主人公与其帮助者，主人公与其对手。对手会不

断调换，帮助者却更是层出不穷。并且，这些帮助

者大都是“只 给 不 取”的 无 私 奉 献 型，如 父 母、老

师、朋友，他们要么给主人公的成长提供充裕的物

质条件，要么教给他某种特殊的技能，要么是主人

公忠实的保护伞。与之相应的是，主人公属于“只
取不给”型的人，即便是有所给与，也一定是九牛

之一毛，无 伤 大 雅 之 类。并 且，尤 其 需 要 一 提 的

是，爱情关系也经常属于这种类型，如种马文、ＹＹ
小说中男女花痴们基本上都是脑残粉。在这种情

况下，能够表现人物深度的人际关系经常被排除

在外，人的复杂性被简化。小说中的肉欲描写并

不匮乏，但与爱情有关的描写却比较稀缺，异性只

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大部分网络小说中的爱情似

有实无，表面上的爱情对象实际上只是一种欲望

占有对象，也即客体。客体是为主体的需要而存

在的，于是客体也成了服务于主体的、丧失了自己

人格的“物化”人。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

和规则。网络小说所建构的主要人际关系，在处

理主人公与他者关系的时候，视主人公的占有为

理所当然，这种认同方向当然是有较大的伦理问

题的，它输出的是一种“索取型人格”。
希冀轰轰烈烈、昂扬向上的人生，是作为阅读

主体的青年人的心理特点，因此这种网络小说的

叙述语法，较易使文本外受众产生奋斗的勇气，由
此达到励志的效果，也较易帮助受众逃避现实的

沉重，从而实现娱乐休闲。这一点无可厚非，它是

一种低成本、幻想性的自我实现的途径，对于在无

可奈何的现实世界中因个体之平凡，所积累起来

的焦虑和压力能够起到缓释作用。但这种小说中

说推崇的索取型人格却是现代社会一重要问题。
网络小说的叙事认同，大部分是主角 人 物 按

照“个人占 有”的 主 体 性 方 式 展 开 的 自 我 价 值 实

现，小说通过反复“占有”的方式，来张扬个人主体

性和价值感，宣 扬 的 是 一 种 牺 牲 他 者 的“唯 我 独

尊”，避免不了牺牲弱者和对手的嫌疑，也暗含将

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客体化的倾向，小说中的人

际网络关系是一种霸权独裁式的关系。这种伦理

观，从最好的可能性来看，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尊

重规则的，由利己到利他的西方社会理想社会的

伦理观，但从其一般倾向而言，则很有可能演变成

一种绝对自恋，甚或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宣扬一种丛林原则。我们从近年来风靡一时的网

络小说如《赵赶驴电梯奇遇记》《坏蛋是如何炼成

的》、《鬼吹灯》、《绝对恐怖》以及改编成电视剧后

风靡海内外的《后宫·甄嬛传》已经可以嗅出这种

别样的气息，因此值得注意。

五、网络小说叙事的梦幻功能及其非日常性

网络小说叙事中宣扬的“唯我独尊”，引导的

是一种带有非伦理性的人格。但，网络小说叙事

中能够达到的唯我独尊，通过一种特殊的动力来

促使。这种特殊的动力即运气。从挫折 中 成 长，
几乎是每一个人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但网络小

说中却竭力夸张了挫折中的运气成分。于是造成

这种情形：一方面是难以忍受的麻烦，另一方面却

又是突然而至的机遇。机遇以巧合的方式降临，
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运气，例如０８年的点击率神

话式作品《赵赶驴电梯奇遇》中，仅前半部分出现

的主要巧合就有：电梯故障，巧遇俏寡妇白琳；短

信发错，被女上司蒋楠挑中出差；帮人捎东西，结

识美女大学生白璐，白璐碰巧有心脏病晕倒，于是

英雄救美。这些巧合，把三种欲望类型的女人拉

进赵赶驴的生活，同时也开始了主人公赵赶驴的

香艳人生。高频率的巧合在穿越小说、奇幻小说、
仙侠小说甚至都市现实小说中都屡见不鲜，而这

些反复出现的、异想天开的情节告诉人们的是其

不可复制性，也就是与现实生活是有着巨大错位

的，惟其如此，才能发挥其作为精神文化商品的梦

幻功能。这种巧合是一种没有竞争的机遇，因此

也几乎是没有挑战的、非理性的机遇。进一步而

言，也即这是一个主人公无法掌控的非理性世界，
成 功 和 艳 遇 都 是 运 气 说 了 算，没 有 什 么 规 律 的

模式。
读者将自己认同于这样一位主人公———他充

满挫折与机遇的人生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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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个性成为主人公可以炫耀的商标，索取占有被

其视为理所当然。这种人生表面上看是昂扬向上

的，但实际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洛文塔尔在研

究美国通俗杂志中的传记时，观察到的消费偶像

（ｉｄｏｌ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的人生相一致。主人公们

只不过是机遇或艳遇的承受者，有用或无用的个

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标签。这样的主人公如同商品

一样，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和娱乐，激发我们的商

品拜物教，但同时也反衬出自我的渺小。“于是对

于大众来说，这样的故事只能是一种压迫或压抑，
它反衬出了自己的渺小无能，也映现出了自己与

生俱来的缺陷……惟其如此，浪漫的（因而往往是

不切实际的）、虚幻的（或者亦真亦幻的）、非理性

的（常常诉诸人们无意识领域的）五彩丝线才能编

织出迷人的大众之梦，进入大众的真实生活。”［１３］

所以，网络小说本质上是对个体的一种压抑，同时

也具有相反的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旨在让读者认

同，从而产生一种虚幻的满足，另一方面却又时时

将这种成功归结为非理性的偶遇和个性使然，从

而暗示其不可复制性和非日常性。从这个角度来

看，网络小说叙事的梦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又削

弱了其虚构世界塑造中的非伦理性倾向。如果从

一种乐观的角度来看，网络小说叙事还能发挥一

定的治疗功效：“叙事治疗的基本医学原理在于，
叙事本身的心理学动力因素具有意识的引导和潜

意识的激活之双重作用。叙事可以使听者意识到

自己潜在的欲望和直觉，神话的讲述可能把人们

带离现实，进入幻觉，而仪式的神圣‘场’的强烈精

神感召作用可以使每一个仪式参与者自己‘变成

萨满’。”梦幻叙事的心理潜能释放功能或许能够

平衡紧张的身心关系，于个体或社会都具有有益

的补偿作用。
然而网络小说叙事的梦幻功能和其非日常性

虽然有积极作用，但并不能抹杀小说塑造主要人

物上的问题。其一般叙事模式，也即以主角为中

心的情节结构方式，呈现的是以主角“占有性”为

中 心 的 主 体 性 扩 张 过 程，所 竭 力 追 求 的 是 一 种

“我”与“他者”的等级性关系，小说容易将“他者”
的声音抹煞，因此也较易朝着非伦理的方向发展。
而网络小说强烈的代入感设定，又可能将这种倾

向延展到文本外真实主体的建构中去，迎合受众

需要的同时也影响其社会化进程，从而进一步加

剧当前中国社会的身份认同危机。阅读选择标识

身份，同时也建构身份，网络小说的这种叙事认同

很容易朝着不合伦理的方向发展，而这反过来又

可能会促进阅读群体在建构自我身份认同时的非

道德倾 向。即 便 将 阅 读 者 群 体 看 作 是 能 动 的 受

众，其可以根据与自我的相关性来对小说作出判

断，将小说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舒缓现实中的愤懑

后对不满意的现实安之若素，却不能阻止其将这

样一种人生视为理想人生。如马尔库塞所言，“艺
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却可以致力于变革那些

能够改变世 界 的 男 人 和 女 人 的 意 识 与 冲 动。”［１４］

这种小说变革受众意识与冲动的方向，容易朝向

自私的、不太合伦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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