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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下博客写作看似自由 , 其实跟其他一切文本写作一样 , 写作者一旦开始着手写作 , 就意味着进入了一定的

写作情境。即写作动机、写作内容、写作方法等因素依然制约着博客写作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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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Freedom of Blog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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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log writing seems to be free now, but actually it is the same to other writings. As soon as the

writer sets about his work,it means that he has fallen into a writing context. Degree of freedom of blog writ-

ing is still limited by the factors as writing motive﹑writing content﹑writing method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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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以来 , 博客写作日益普遍 , 这种正在

兴起的写作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写作格局 , 因其不

受各种“门槛”的限制 , 使“自由表达”成为可能。

在这里 , 我们就从写作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种

“自由”的限度。

“博客”一词 , 指的是目前众多网站提供的一

种网络空间服务 , 人们只要注册后就可以获得一

定的网络空间 , 可以在其中发表文字、图片、视频

等 ; 同时“博客”也跟“黑客”这个词一样 , 还指代

那些从事博客行为的人。博客之所以受欢迎 , 一

是因为它的注册是完全免费的 , 这就意味着只要

愿意 , 人人都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络空间 ;

二是写作上的不受干涉 , 博客不受各种出版物的

发表门槛的限制 , 没有严格的审核制度 , 除了极

个别的过激言论会被网站删除以外 , 人们可以畅

所欲言 , “为所欲为”; 再加上由于网络匿名制使

得人们不必为虚拟空间里的言行像在现实世界

里那样承担责任 , 博客写作似乎真的是完全“自

由”的。然而, 正如生活中人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

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一样 , 博客写作也有其

自身的游戏规则 , 这种规则不是指文本格式上或

者内容上的限制 , 而是指向写作行为本身 , 是对

写作行为过程进行的潜在的规范和约束。“规则”

与 “自由”是一对处于此消彼长运动中的范畴 ,

“规则”越多 , “自由”越少 , “规则”越少 , “自由”越

多。对于每一个具体从事博客写作的写作者来

说 , 那种我们认为的不受任何约束的 , 可以任意

妄为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 , 写作者一旦进入

一定的写作情境, 必然会受到游戏规则的限制。

历史文化背景、个人先决条件、写作者的当

下境遇共同构成特定的写作情境 , 它们如同一股

合力 , 共同作用于写作者的意识 , 对整个写作过

程产生影响。写作的游戏规则就产生于具体的写

作情境 , 可以这样说 , 写作情境就意味着游戏规

则。因为这些规则是以潜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一个人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注册了自己的博

客 , 当他动手写第一篇文字的时候 , 他所受到的

限制首先就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任何写作都

包含着时代的因素 , 产生于某一时代的文本必然

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体现着这一时代的文化特

征 ; 其次是写作者自身的先决条件 , 这包含他的

社会身份、人文素养、特定经历、性格特点、情趣

倾向等 ,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人

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同样会体现在写作当中 ,

一个人写出的东西只可能是他写出的东西。特定

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写作者自身的先决条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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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情景的构成是显而易见的 , 人们对此也已经

有不少的论述。而在写作中对写作者起重要制约

作用的一个因素 , 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个

因素, 是写作者的当下境遇。

一个博客写作者开始写作的时候 , 受到的制

约因素有:

( 一) 写作动机。写作动机可以分为很多种 ,

比如 : 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 , 与他人进行学术交

流; 在网络上另辟一块田地 , 进行自我宣传 , 扩大

影响 ; 将博客作为书面写作的补充 , 增加一条作

品与读者见面的渠道 ; 练习写作能力 , 提高写作

水平 ; 展现自我 , 把自己的真实面或是另外一面

展现给别人 ; 结交朋友 , 寻找相同兴趣爱好者分

享某种“产品”; 寻求精神寄托 , 通过与别人思想

情感的交流获得精神的满足 ; 娱乐别人 , 娱乐自

己 ; 追 逐 时 髦 , 图 个 新 鲜 感 ; 同 样 是 寻 求 精 神 寄

托 , 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消除无聊和空虚 ; 无所事

事, 偶一为之等等。写作者的当下境遇各不一样,

但就某一特定个体而言 , 其当下境遇又是特定

的 , 他的写作动机不外乎以上几种 , 当然并不排

除是以某一种动机为主, 同时杂有其他的动机。

( 二) 写作内容。也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写

作内容的选择与个人先决条件密切相关 , 但当我

们将他放入写作者当下境遇来考察的时候 , 关注

的侧重点在于写作者当下的日常生活体验 , 在一

定时间段内写作者经历过的事情、关心的事物、

情绪的变动、心情的好坏等等 , 这些因素直接触

发写作者的写作冲动 , 并很可能进而构成他的写

作对象 , 成为写作内容。即使写作者最后形成的

文本看上去与这些因素相去甚远 , 甚至毫不相

干 , 谁又能说文本和这些因素之间没有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呢?

( 三 ) 写作方法。除了“为什么而写”, “写什

么”, 剩下的“怎么写”的问题 , 对写作者构成第三

重制约。这一般取决于写作者的人文素养、写作

经验 , 但当下境遇的影响仍然不能排除 , 写作者

是从此时此刻出发 , 从当前的写作目的和写作对

象出发来选择写作方法的 , 这体现的是写作的当

下性。当然还包括对传播媒介的考虑 , 博客为多

媒体文本写作提供了方便 , 写作者除了文字表达

以外 , 还会考虑到要不要插入图片、动画、视频文

件等作为对文字的补充。

博客写作者还会受到特定历史文化背 景 的

微观方面 , 如当前的社会思潮、舆论倾向的影响 ,

这也构成写作者的当下境遇。不仅如此 , 各个网

站提供的博客空间各有各的特点 , 它们吸引不同

的人们投身于此 , 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总体风格。

有的网站的博客倾向于思想性、文学性 ; 有的网

站的博客紧追时尚 , 注重娱乐性 ; 有的网站的博

客贴近生活 , 以现实为宗旨⋯⋯网站的经营理念

往往会成为博客写作的潜规则 , 渗透到写作者的

写作行为当中 , 使产生的博客作品尽可能地趋同

于某种风格。就好比不同的土壤适合于种植不同

的植物 , 不同的网站提供的博客空间也适合于登

载不同的博客作品。如果我们把特定的历史文化

背景看作是写作的“大环境”的话 , 那么作为当下

境遇的当前的社会思潮 , 舆论倾向 , 以及具体网

站的经营理念对博客的引导和默化 , 就可以看作

是写作的“小环境”, 它们都限制和制约着写作行

为本身。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 , 在写作过程中 , 读者隐

而不显 , 却又无时不在 , 写作过程中写作效果的

好坏 , 写作者只能通过体认读者的意识来做出判

断。人类具有相同的心理结构 , “人同此心 , 心同

此理”是这种判断有效进行的基础。每个写作者

在写作之初会对自己的读者有一个目标定位 , 现

实中的读者并不等同于理想的读者 , 读者的反

映 , 读者的阅读偏好都是写作者会考虑到的因

素。一个人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 读者就已经在

场 , 等到文章发表在传播媒介上传播开来以后 ,

读者就不再只是意识中的存在 , 而是眼见的事实

了 , 这时写作的限制也就更进了一步。写作的自

由限度会随着写作的文章数量的持续增多越来

越小 , 写作者第一次注册了自己的博客 , 并试探

地写第一篇文字时 , 是最自由的 , 因为他的自我

意识中的读者意识并未与现实中的读者发生联

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 许多定期更新的

博客 , 逐渐都会形成自己的读者群 , 这个读者群

的力量之大会使得写作者不及时更新自己的博

客( 即发表新的文章) 会感到不安 , 而且不按照这

个读者群习惯的方式写文章 , 写出的文章不为他

们“接受”的话, 他也会于心不安。勿庸置疑, 读者

不仅是锁链 , 而且是鞭子。为了维持和增进与读

者群的默契 , 使自己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不至于

受到损害 , 对于写作者来说“我为他们写作”就不

仅仅只是一种选择, 还会逐渐 ( 下转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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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惯性。

人们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会 公 开

的, 博客文章 , 既然已经公开 , 去获得尽可能多的

读者是博客写作者的普遍心理。读者就意味着点

击量, 意味着被认同, 意味着“成功”。在博客群中

有一种盲目的不成文的衡量规则 , 即谁的点击量

高, 谁就“厉害”, “知名度”就高。这种狭隘的准则

在那些缺乏独立意志的写作者那里往往会导致

一些片面的认识和极端的做法 , 为了片面追求点

击 量 而 盲 目 跟 风 、投 机 取 巧 、互 相 吹 捧 、恶 意 媚

俗 , 这种事情在网络世界里比比皆是。当写作惯

性形成以后 , 自由写作就会变为被动写作 , 被动

写作又会变为被迫写作 , 笔握在自己的手中 , 而

奉行的却是他人的意志。只有坚持独立自我 , 才

会拥有相应的自有限度 , 那些丧失了独立意志的

写作者 , 所面对的游戏规则更多 , 所享有的自有

限度更小 , 它们的写作看似自由 , 其实正跟身陷

牢狱的囚徒无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 写作者为什么写作 , 写

什么 , 怎么写看似不确定 , 但这种不确定仍然是

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的不确定 , 这就有一个自由

度的问题 , 自由不可能是不加限制的放任 , 而是

一个区间 , 写作动机 , 写作内容 , 写作方法作为游

戏规则的构成限制着这个区间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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