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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中成长叙事的成因与生产策略

郭海荣

摘 要：网络文学早期并不寻求学术界的认可与支持，他们更追求市场和读者的认同，且受到作者的写作

能力、读者的阅读偏好、资本的刺激推动等多种因素影响，逐步从最初的自由探索走向类型化写作，并形成以

成长为主要故事内核的写作策略。虽然以成长作为故事内核的作品早已是网络小说创作的主流，但研究者却

缺乏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了解。通过对这一现象的通览和描述，有助于探寻网络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写作策

略，回溯网络小说的文学基因和成因，深入了解网络小说的内部肌理，为网络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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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基

本的框架和类型，但深究其内在，无论哪个类型的

网络小说，其故事内核、内在框架都深深打上成长

的烙印，由于成长类小说的叙事方面存在易入门、

易推进、易扩容的特点，由此也成为网络小说创作

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网络类型小说的基

本形态。

一、网络小说“成长内核”的

形成与发展

网络小说自 1998 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

触》之后开始迅速增长，并引发了新的写作风潮。

此后，以今何在的《悟空传》、慕容雪村的《成都，今

夜请将我遗忘》、李寻欢的《迷失在网络中的爱

情》、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网

络小说相继发表，并引发巨大风潮，但是这些作品

主题多变、风格多样、写作方式也更为灵活，并没

有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当时有很多评论者认为

网络小说的写作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文学试验

场，先锋派、现代派、后现代派、通俗小说等各种文

学流派都将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不同类型的小说

将分别以网站的形式在网络上“攻城占地”，吸引

性情相投之人。但野蛮生长状态下的网络小说写

作迅速被类型文学占据，虽然还有一些实验性质

的文学创作，但其读者数量与影响已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网络小说的写作主题逐渐趋窄，并出现

以成长为主要故事内核的创作倾向。2003 年起点

中文网开始推行 VIP 收费制度，将点击量的多少

与作者收入直接挂钩，网络类型写作全面开花，再

加上同时期“网络四大奇书”①的成功对网络创作

产生巨大影响，网络小说逐渐被类型文学占据，网

络小说的写作主题也基本上被框定在以成长为主

题的故事中，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网络小说创作。

网络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虽然各不相同，但

小说的写作框架却高度相似。在玄幻类网络小说

中，主人公通常出身平凡，或意外或常规入选玄幻

世界进行修练，随着身心的成长，获得更高的技

能，最终成长为强者。在历史小说中，主人公多为

后世穿越者，他们面对纷纭变幻的时代，有着强烈

纠正历史走向的冲动，并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完成

人性的成长。在悬疑类作品中，人物在对谜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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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追踪中反思人生和社会，最终收获名利与爱

情。在现实题材小说中，人物往往伴随着国家的

发展、行业的推进一步步提升自己的心胸、眼界及

能力，最终实现感情事业的双丰收。可以看出，无

论哪个类型的网络小说，其基本故事内核就在于

成长，通过各种技能的掌握，从弱到强，从小到大，

不断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最终走上人生

巅峰。

如果我们回到文学网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占据当下各类型小说榜单的小说故事也都是聚

焦成长主题的。以起点中文网 2020 年 7 月 30 日网

站内信息为例，在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现

实等 14 个版块里，“本周最强新书榜”“二十四小

时热销榜”“月票榜”等榜单上的小说故事基本都

与上文所提到的同类作品相似，即以成长的故事

内核搭建起小说框架，即使在历史和轻小说这两

个曾经出过非成长类小说的栏目下也几乎找不到

其他类型的作品。网络小说的评选为我们提供了

另一个视角。2008 年和 2018 年中国作协进行了网

络文学作品盘点，分别选出 20 部优秀作品。2008
年选出的 20 部作品全部可以归到成长类小说中，

2018 年选出的 20 部优秀作品中，有 17 部可算此

类。《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繁花》《明朝那些事儿》

三部作品虽然不能算作成长类小说，但是，作为网

络小说的滥觞之作。《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写作时

的网络语境、读者阅读需求与之后大相径庭。《繁

花》的网络文学身份始终存疑，金宇澄自己就认为

“网络对于《繁花》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评论家

黄平也认为《繁花》“横跨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以网

络连载方式造就一部纯文学精品”［1］，从本质上并

不能算作常规网络文学。只有《明朝那些事儿》以

独特的角度来解读历史，跳出了“成长”的约束，也

因此成为当时网文界的现象级作品，一度模仿者

众多，但这类写法很快沉寂，网络历史小说更多重

新回到成长的故事范本中。虽然简单的几十部作

品不足以代表网络小说的全貌，但是经过广大读

者筛选后的作品无疑可以展示某种倾向或偏好，

即以成长为故事内核的小说更容易激发读者的阅

读热情，也容易成为作者写作时的首选类型。

二、成长主题的文化基因及创作特点

中国的成长小说早已有之，有人认为《西游

记》是最早的成长小说［2］。虽然这个说法只是一

家之言，但成长作为一种生命状态，始终是文学关

注的重点却是不争的事实。20 世纪中国文学加大

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成长小说的概念也正式进

入中国文学，成为小说的一个特殊类别。以成长

为主题进行书写的网络小说虽然描写的大多也是

人物的成长，但它与传统的成长小说有明显不

同。在成长小说创作中，作家往往更着力于表达

人物的精神成长。在白话文起步阶段，“问题小

说”和“零余者”小说就初步具备了成长因子，动荡

的时代背景下人物的迷茫彷徨等精神困境是作品

的内在支撑。“激流三部曲”、《青春之歌》等一大批

表现在动荡的历史环境中青年们奋斗与迷茫的作

品广受好评，成长的革命史中更是着重突出“幻灭

—动摇—追求”这一精神变化，这一时期的成长小

说正如巴赫金所说：“人的成长……已不是他的私

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

的历史成长。”［3］165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

启蒙运动的展开给了作家们新的启发，成长小说

更多地将时代背景与现实世界还原在日常生活

中，从细节展现个体成长时的迷惑与不甘，如余华

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

这种成长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度并不密切，主要在

于关照人物内心，突出精神方面的成长变化。新

技术催生的网络小说，虽然大多以成长为主题，但

是很难划到传统的成长小说范畴。这种成长更接

近于通俗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中人物的成长，人

物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增加，通常是为了突出其

技能的提高，技能提升带来的是现实世界的成

功，如：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影响力

等，它并不必然要求心智的变化和精神的成长。

人物与现实世界往往没有精神世界的冲突，只有

现实利益的攫取。即使在玄幻类和修仙类小说

中，由于修炼需要，人物常常在技能提升的同时伴

随着修心/精神力的提升，这种提升也只是技能成

长的附属品，通常不具备独立价值。此外，网络小

说中人物的成长与时代的联系并不密切，即使是

现实题材的年代文，时代也只是人物行为的背景

板，对人物的精神成长并不产生明显的推动。

从结构上说，网络小说叙事上深受中国传统

通俗小说及武侠小说的影响，以章回体为主，但同

时它的成长叙事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整体呈现出

一种重复性叙事的特点。它的叙事结构表现为由

网络小说中成长叙事的成因与生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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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叙事单元组成的“事件序列”,如果把整个

故事看作是一个宏大叙事，那么每一个叙事单元

就是微观叙事,或者说是叙事节点。这些叙事节

点通常表现为主人公在成长路上不断重复“遇到

困难—升级打怪—技能/心智提升”的模式，这种

在单一故事框架下不断“螺旋式重复”的写作模式

正是当下网络小说叙事的主要特点。以《凡人修

仙传》为例，主人公韩立从偏僻的天南越国镜州青

牛镇五里沟出发，因身具灵根步上修仙之路，他从

最初在凡人界进行修炼，凡人界内又大体分为东

西南北中五大版块，其中每个版块内又有众多国

家，每个国家内又有众多密境和家族，因而韩立就

在四处奔波中获得历练和提升，最终飞升进入灵

界。而在灵界，新的升级任务再次出现，灵界的空

间地块也是同样分区，重新四处历练获得升级技

能这一模式得以再次延续。灵界之上还有仙界，

在仙界这一写作模式还可以继续重复。这种空间

设计的构成可以非常形象地在现实中的地理概念

中获得，即主人公的发展路线基本上是“村镇—城

市—中心城市—首都”，其后平移至另一个国家/
空间，再基本重复这一过程，在基础大陆历练完成

后，于有意无意间进入新的大陆，开始新的探险。

因而此类文章的终结往往在作者笔力耗尽之时，

网络小说就在这种内部叙事的高度重复中展开和

推进。

三、网络文化生态与成长叙事的形成

网络小说之所以选择成长作为它的故事内

核，使之成为网络小说写作的主要选择，这应该说

是一个由时代、作者、读者、资本多方共同“合作”

的结果。

网络小说兴起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

代，时代赋予网络小说成长的故事内核。从文学

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

学创作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各种新的文学创作观

念纷至沓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化思潮对文学产生深远影

响，小说叙事从以“事”为中心变成以“叙”为主，从

“讲一个好故事”变成“讲好一个故事”，讲故事的

手段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但与此同时，故事本

身的完整性和可读性被不断消解。以先锋小说为

例，它以打破常规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的文学

创作为基础，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从本

质上说，它更像一种文本实验。虽然它扩大了小

说的表现领域、打破了传统的审美定势、丰富了叙

事技巧，但同时人物形象的符号化、语言的阻拒感

也增大了文本与读者间距离与隔阂，残雪的《黄泥

街》发表后，邓晓芒评论说：“我觉得《黄泥街》是一

种高级文学，它不是写给凡夫俗子看的，甚至也不

是写给一般具有文学修养以至于具有相当高的文

学修养的人看的。”［4］77 残雪的作品虽然较一般作

家走得更远，但她的写作理念及作品影响却极具

代表性。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出现

重新重视呈现故事的完整性，先锋派小说家们也

逐步减弱形式实验，慢慢向通俗转化，但是恰逢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对小说阅读的

需求发生变化，读者已经不愿意接受精英文学的

启蒙教化，更需要以放松为主的通俗小说来打发

时间，因此，精英文学被迅速边缘化，文学刊物的

订阅量不断下滑，文学作品影响也不断减弱。但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总需求并没有减弱，当传统小

说不能满足他们的阅读需要的时候，普通读者更

多从《青年文摘》《读者》《小小说选刊》《传奇故事》

等通俗文学刊物上寻找文学食粮，《读者》月销售

量最高时近 1000 万册，这也显示出读者对故事的

阅读需求。因此，在过度重视技巧、忽略故事内核

的写作阶段过后，以好看的故事为写作重心，也就

成为小说发展的一种必然。

从作者方面看，网络作家这一群体大多由青

年构成，根据《2017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

示：“从年龄分布看，网络文学创作者年龄跨度较

大，30 岁以下占比超过 7 成，以年轻群体为主。值

得注意的是，20 岁以下的新一代创作者群体已经

崛起，占比已经超过 10%。”［5］值得一提的是，这其

中所提到的 30 岁以上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很多已有

多年写作经验，他们在开始网络写作时年龄大多

也在 30 岁以下。这些网络作家们在涉足文学创作

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以及相关

文学知识的积累，写作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选择

成长作为故事的内核及主线，这样可以有效降低

写作构思的难度，也更易吸引同龄读者的关注。

从知识结构来看，较早从事网络写作的“75 后”和

“80 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正好处于大陆通俗文

学市场的解封期，人们对通俗文学的需求极为高

涨。此时恰逢港台地区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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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这些通俗小说也顺着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内

地。据有关资料显示，武侠小说“1981—1982 年已

逐渐进入内陆各地。来自 1990 年天津两家大型图

书批发市场的书目显示，当时武侠书目共计 879
种”［6］125。这些书显然受到极大的欢迎，尤其在青

少年群体中，1985 年《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显示，

内蒙古赤峰一所小学对四五年级共 106 名学生进

行课间突击时，共搜出 358 本武侠小说［6］125。随着

时间的推移，当年痴迷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青

少年成长为网络小说的第一批作者和读者，网络

作家 Weid 在《网络文学十年事》中回忆自己与网

友交流阅读经验时认为：“对于这个位面（网络层）

的生物来说，金庸和罗琳不仅仅是偶像或者坐标，

他们是鲜活的……影响无所不在”，“黄易作品集

卫斯理系列、原振侠系列，田中芳树作品集，这是

不多的可以让我看三天左右的作品目录。”［7］网友

们交流时大家给出的书单中武侠和言情这两类小

说都占了很高的比例，幼时的阅读经验成为日后

写作时的文学滋养，而武侠、言情小说以及其他通

俗小说故事内核中的人物成长也同样被吸收、借

鉴，成为部分网络类型小说的“母版”，深深地影响

了几代网络写手的创作。

通俗文学的涌入同样影响了读者群体，与网

络作家同一个年龄段的读者们在青少年时期接触

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但也影响了这一群体的

阅读口味的形成。彼时正统文学所推崇的小说创

作正在文本实验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普通读者的

阅读需求未能得到作家们的重视，由此带来的阅

读饥渴感助力了网络小说的蓬勃发展，读者阅读

的历史经验则对网络小说内容样式产生了巨大影

响。从题材上来看，传统通俗小说也多以成长为

故事内核，主人公的成长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基本

力量，因此阅读时，读者自然优先选择以成长为主

题的小说。网络小说生产的特点之一就是读者权

利的扩大，由于写作与阅读近乎同步，因此，读者

既可以随时与作者交流，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

作品走向，同时也可以提出要求，改变作品人物的

成长方向，影响作品的走向，甚至某些强势的读者

可以影响作品及人物的命运。这就使得读者可以

有意识地将自己的阅读偏好及时传送给作者，并

传导到作品创作。对于年轻的网络读者而言，阅

读一个平凡人成长为一个超人或英雄无疑可以增

加阅读快感。因此，以通俗文学为阅读底色的读

者需求从侧面推进了网络小说的成长主题。

在所有推动成长成为网络小说写作主题的因

素中，资本的影响可能最明显也最直接。在早期

的网络小说创作中，网站只是一个为大众提供写

作交流的平台，并不约束和规范创作者的自由，

这一时期写作自由度极高，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站

上随意写作，完全凭乎本心，不必在意字数的多

少，不必在意写作水平高低，结构上也不受传统

小说写作模式的制约，网络作家们兴起而作、兴

尽而终。李寻欢认为：“其实第一代网络写手里

没人把网络写作当成一件事儿，都是把它当业余

时间玩的东西。”［8］正是这种不当回事儿的态度，

营造了自由随意的写作氛围，小说长度通常也不

太长，字数大多在十几万至几十万之间，也基本

没有经济效益。2003 年起点中文网启动付费阅

读，之后盛大文学网、晋江文学网、幻剑书盟、红

袖添香网等迅速跟进，网络文学网站随之构建起

一套符合商业运作的网络文学生态，网络 VIP 收

费模式兴起，由此形成影响至今的网络文学写作

阅读的收付费模式。在新的商业模式下，读者每

读千字大约需要付出 3 分钱至 5 分钱，作者和网

站根据作者的影响力和读者数量按“一二”或“二

一”的比例进行分成。一般来说，作品在 30 万字

至 40 万字的时候，作品大的框架已经展露，前期

的读者积累已成规模，开始入 V（即开始收费），

200 万字至 300 万字作品基本成型后开始产生定

量收益（包括网站分成和读者打赏），文学 IP 的价

值也基本呈现，至此，具有 IP 价值的网文成为一

个会生蛋的金母鸡，只要后续情节不出现大的纰

漏，情节的延展、内容的扩张、字数的膨胀换来的

都是直接的经济效益，这就导致网络写作模式发

生转变。

网络写手的第一目的就是以最有趣的故事在

最大范围内被认可和购买，并在获得一定知名

度、点击量后无限延长作品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物

质回报。因此网络小说开始越写越长，一部小说

几百万字是常态，多的甚至可以达到千万字以

上。大体量的小说必然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文字

空间的写作范式，成长类作品的开放性结构及前

文提到的“重复性成长”为网络小说提供了充足

的容量空间，因而也成为网络作家们创作时的首

选。

在快穿小说出现后，穿越类作品的容量显然

网络小说中成长叙事的成因与生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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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自由，故事由多个穿越类小说组成，主人公

可以随意变换身份和世界，在完成一个小世界的

任务后再去下一个世界履新，人物性格、行为特

点也可以随之改变，受到的写作束缚更少，小说

体积也越发膨胀。这种写作方式使作者有了更

为自由的写作空间，不必考虑人物性格的一致

性，也无须顾及情节的连续性，只要有一个贯穿

每个故事的主人公就可以串珠成链，既可无限推

进，也可以随时结束，并不会因此产生故事结构

的不平衡，因而成为当下最受欢迎的网文写作

模式。

结 语

网络小说发展初期，曾一度表现出探索性和

创新性，但这些探索和创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掘，商业资本的介入极大地影响了网络小说的走

向，网络小说逐步固化，并形成今天以“成长”为主

要故事内核的叙事结构。但是这种写作方式也有

明显不足，在类型化写作颇为成熟的今天，网络小

说早已形成了内在惯性与写作惰性，套路化写作

容易出现缺乏新鲜感，审美同质化等问题也开始

显现，表现出类型化写作与读者多样化阅读需求

的错位等。

网络小说本身是个开放空间，它的文学类型、

叙事方式、故事框架并未固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将

会随着技术与时代的变化产生新的可能，而“成

长”这一故事内核，也会随之出现新的特点并呈现

新的面貌，这些未尝不是网络小说写作的价值所

在。探究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网络小

说的内部肌理，也为网络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

注释

①这一称呼是网络小说创作早期，读者根据作品影响

力私下自评的，具体出于何人不得而知。“网络四大奇

书”分别开创了不同的网络小说写作流派。萧潜的《飘

渺之旅》开创网络玄幻修真先河，萧鼎的《诛仙》在当年

被誉为网络后武侠经典，老猪的《紫川》开创了网络奇

幻小说写作，玄雨的《小兵传奇》是奠定网络战争类科

幻作品的基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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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and Production Strategies of Growth Narrative in Network Novels

Guo Hairo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network literature did not seek th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academic circles，but
rather sough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market and readers. Influenced by the author’s writing ability， readers’ reading
preference，capital stimulation and other factors，network literature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initial free exploration to
the type writing， and formed the writing strategy with growth as the main story core. Although the works with growth
as the core of the story have long been the mainstream of online novel creation，and some of them have become the
classic works of online novels， the researchers lack of atten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ack and writing strategies of online novels through the overview and description of
this phenomenon， and trace back the literary genes and causes of network novels， which will help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texture of network novels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network novels.

Key words: network novel；production strategy；growth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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