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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现代无聊情绪与网络文学的意义危机∗

妥 建 清　 　 　 魏　 　 蒙

　 　 摘　 要：基于无聊视角，借鉴海德格尔所阐释的三种无聊形式反思网络文学，可以发现，网络文学的“爽”叙事、
超长篇幅和欲望逻辑等形态特征，以及平滑畅快的阅读体验都与读者驱散日常无聊的意愿紧密相关。 但是，网络

文学的爽感阅读过度放大娱乐化效用，难以克服意义缺失这一无聊的根源，持续耽溺其中还会堕入丧失自我的深

度无聊情态中。 网络文学要摆脱意义危机，必须为自身赋予具有生命内涵的本真意义，以此推动网文作者、作品以

及大众群体在内的网络文学生态整体的革新。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网络文学的良好发展，使之更好地推动现代人

精神世界的建设，同时为走出现代性意义危机提供一种文学拯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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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后①，中国网络文学已

经成为当代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商业化运作机

制所塑造的新生产模态无疑是网络文学快速成长并

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同时也为网络文学自

身带来了意义危机。 从接受角度看，大众的参与对

于文学作品的生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能动的构

成［１］ 。 在无聊成为一种生存常态的现时代，大众将

驱散日常无聊情绪的意愿转化为阅读需求。 这种状

况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一种以“爽”为核心的娱乐性

书写，以此掩盖意义缺失这一无聊的根源。 但是

“爽”作为一种内涵空洞的非本真意义，难以带来精

神层面的意义充实，读者耽溺于这种单向度的阅读

体验，容易逐渐堕入深度无聊的消极情态中。 我们

基于无聊视角，通过借鉴海德格尔所阐释的三种无

聊形式③，不仅可以从发生学意义上揭示出网络文

学的形态与大众日常生活的深层关联，而且可以从

价值层面对网络文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揭示商业

化运作何以使网络文学陷入意义危机的境遇，从而

强调只有为网络文学赋予本真意义，推动包含网文

作者、作品以及作为读者的大众群体在内的网络文

学生态整体的革新，才能使网络文学走出意义危机，
真正成为现时代文学书写的代表以及建设现代人精

神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网络文学形态与日常无聊情绪的
内在逻辑

　 　 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在多

元化发展趋势下的自觉性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商业

资本作用于文学生产的结果。 商业化运作推动建立

网络文学与大众之间的紧密关联，体现在有别于纸

质媒介时代以作家为中心的单向型生产模态，网络

文学以互联网能够即时传递信息为契机，构建出

“作者—读者”双向型交互生产模态。 生产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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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赋予读者以相当比重的话语权，促成了网络文

学自身的繁荣。 这种由文学生产边界的模糊乃至消

解所带来的大众文学自身的资本增值正是文化现代

性的表征［２］ 。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性在时间上贬低

过去、强调创新和未来，以及社会生存形式的日益大

众化、标准化，以经验贫乏为标志的“无聊流行病”
弥漫于社会各阶层［３］ ，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性的思

想文化证候。 感到无聊、驱散无聊成为现代人的生

存常态。 在此背景下，作为以通俗小说为绝对主力

的文学样态，网络文学借由读者阅读需求的介入而

与现代无聊情绪发生关系，读者驱散无聊的意愿在

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网络文学形态的发展。 诚如网文

作家猫腻所言：“普罗大众需要对休闲时间进行‘杀
戮’，我们写商业小说，就是要替人们有效率地、喜
悦地、情绪起伏尽量大地把业余时间杀掉。” ［４］

尤西林指出，现代性阅读时间与现代文本具有

双向制约生成的关系［５］ 。 这种观点表明阅读时间

制约着文本形态的生成，使之契合阅读时间的特性。
投身于现代社会的精准生产中，人们获得了两种不

同的时间体验：一种是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的工作时

间，另一种则是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 在第二种时

间体验中，人们感觉时间忽然放缓，并且找不到可以

充实的意义，陷入了海德格尔所谓的第一种无聊形

式。 这种无聊源自某一情境之于人们无所吸引，
“冗长的，单调的；既不刺激，也不兴奋，无所表

现” ［６］１２６，它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存在情态，其所

体现出的意义缺失使人们焦躁不安甚至感到绝望、
愤怒。 通过阅读网络文学，人们可以获得一种异于

当下的内时间体验，经由阅读意义的充实驱散无聊，
放松心态。 此种阅读在时间上表现为一种悖论形

式：就单次阅读而言，无疑是短暂且碎片化的；就阅

读总时长而言，却又是巨量化的。 由此促使网络文

学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频繁的爽点构成了网络文学的叙事核心。

现代生产背景下的日常无聊时间已经成为“劳动阴

影的蔓延” ［７］ ，与工作时间呈现一体两面的关系。
即便人们感到无所事事，但时刻会由于对工作的操

心和挂念而紧张不安。 在此情形下，人们只有短时

间内获得确实的阅读刺激，才能在情绪、生理等层面

驱散无聊以及由其所带来的消极情绪。 在此意义上

而言，阅读的作品对于人们来说不是无聊乏味的。
这一诉求使得网络文学以高频爽点作为其情节叙事

的核心，以至于网络文学又被称为“爽文”。 “爽点”
意指能够为读者带来爽感，即在心理或价值层面能

够满足欲望的情节描写，从其被提出伊始就与

“ＹＹ”④旨趣高度捆绑的事实［４］３６０可以看出，爽点

自身有着近乎零门槛而又高刺激的内涵。
根据叙事逻辑，爽点可在成就感与优越感的区

分下分为开金手指、能力升级、扮猪吃虎和卧薪尝胆

四类，实质是呈现不切实际或极难出现的理想化成

长逻辑。 在各类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中，爽点可谓

比比皆是。 例如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就根据斗

气等级的划分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能力升级体系，主
角萧炎以执着的信念从最低的斗之气最终晋升为最

高的斗帝，成为大千世界的守护者。 围绕萧炎及其

他主角的成长历程及战斗经历，《斗破苍穹》密集地

设计了一系列从弱到强、战胜邪恶的爽点，在扣人心

弦的同时，也使读者感受到努力和隐忍后一举成名

的爽感。 频繁的爽点契合了读者碎片化的阅读需

求，显示出网络文学的价值所在。 它使人们在饶有

兴致的阅读中获得刺激的充实，尽管此种充实对于

人们自身而言难有实质性的意义，不过是一种“最
廉价的精神享受” ［８］ ，但至少能够以此驱散日常无

聊。 否则，在阅读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读者如

果只看到一些平淡的情节描述，未能捕捉到精彩刺

激的爽点，那么此种阅读便会成为一种新的无聊体

验，迫使人们转而在其他作品中寻找爽点，或者索性

放弃阅读。
第二，网络文学大多有着超长篇幅。 由于旨在

驱散日常无聊的阅读总时长是巨量的，加之在“普
遍化到达” ［９］ 的加速时代人们惯常以一目十行、跳
着看的方式阅读，致使网络文学逐渐向超长篇幅发

展。 绝大多数传统文学的幅长在一百万字以内，网
络文学则动辄几百万字、一两千万字，相比之下，被
盛赞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
其八百八十余万字的长度都显得“捉襟见肘”。 更

有甚者，如明宇的《带着农场混异界》已达到四千多

万字，且目前仍处于连载状态，此种创作早已超出了

传统文学的理解范围。 此外，超长篇幅能够使读者

在由爽点所建立的阅读黏性的推动下，持续地为作

品贡献流量和付费阅读。 网文作者基于利益考量和

在网文平台的促逼下，普遍选择了向字数看齐的注

水式创作。 有网文作者坦言：“我们每个月要写 ３０
万字，至少 ２０ 万，没有 ２０ 万上不了排行榜，而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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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榜就意味着没有点击量，没有点击量就会收入堪

忧。” ［１０］作者通过不断增加新角色、新场景、新主

题，甚至不惜使情节反复波折乃至前后雷同，固然可

以为作品带来一定的流量，但由此所产生的消极影

响便是作品更新至中后期质量明显下降。
在内容上，网络文学以爽为核心的娱乐性书写

也揭示出其作为驱散日常无聊的消遣读物的现象。
韩炳哲指出：“空闲时间的不断增加以及娱乐随着

空闲时间的增加变得越来越重要。 今天的娱乐现象

的特点在于它远远超越了空闲时间的现象。 例如，
寓教于乐原本与空闲时间并无关系。 娱乐的无处不

在表现为娱乐的绝对化，这恰恰消除了工作和空闲

时间之间的界限。” ［１１］１６６网络文学以打发无聊时间

为契机，进一步放大了文学作品的娱乐效用，以其前

所未有的民主性和草根性把“娱乐性”本身的意义

问题提到前台［４］３６。 欲望逻辑大于情节逻辑是网

络文学的普遍特征，这种现象表明，网络文学并不着

力于结构紧凑、逻辑严密的叙事链，而是根据一定的

线索将一系列爽点情节串联起来，形成以欲望满足

为核心的叙事策略，使读者获得即读即爽的娱乐

体验。
这种单一且线性的叙事逻辑使网络文学呈现出

“程式化” ［１２］的同质倾向，尽管网络文学涉及玄幻

类、武侠类、言情类、穿越类、科幻类等众多题材，但
同一题材下的诸多作品其情节模式却表现出一定的

趋近性，甚至高度雷同。 读者依据 Ａ 作品能够大致

揣测出 Ｂ 作品在开头主角登场后的情节发展乃至

结局。 例如以下两部言情类作品的开头：“林宛白

睁开眼睛，身上陌生的疼痛让她惊觉一切不是梦。
身处环境是酒店的套房，晨光朦胧的透进来晕在地

毯上，以及一片旖旎的床上，她从里到外的衣服都皱

巴巴的狼藉在地上……” ［１３］ “水晶吊灯在光洁的地

板上折射出迷人的光，刺得叶婉晴眼睛发疼。 目光

微移，叶婉晴看见落地窗上自己只穿着睡袍的模样。
十八岁，这是一具年轻的刚刚成熟的身体，还透着青

涩的味道，却被她用来做了卑贱的金钱交易。” ［１４］

除了主角姓名各不相同之外，情节描写几乎如出一

辙。 如果熟稔此类作品的套路，透过作品标题便不

难想象其后续情节，无非是“霸道总裁”男主角登

场，随后金风玉露一相逢，男女主角的情缘由此开

始。 之后二人经受各种考验，最终迎来男主角抱得

美人归或女主角飘然离去、只留男主角抱憾终生的

结局。
在各大网文平台上，此类如法炮制的作品数不

胜数。 只要内容足够“甜”或足够“虐”，即便情节再

俗套，作品也能获得惊人的流量。 由此，为了刻意增

加爽点而强行改变某些情节，致使前后叙事断裂或

矛盾都不会对作品的关注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传

统文学观念中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网络文学

世界则被反转为“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网文作者

的创作如同走迷宫，在写作伊始开头与结尾两端已

有雏形，随后只要依次走过由爽点构成的路标，即精

准地拿捏住读者的爽感即可。
这种文本特质赋予了网络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

的阅读方式。 传统文学要求沉浸式的阅读，读者只

有具备一定的审美鉴赏力，才能透过文本语言窥见

本真意义层面的诗意创造，再借由审美想象力的具

象化构造，领会语言形式和文本内容的美感。 此种

阅读需要与形而上的“思”同步进行，但身陷日常无

聊中的人们不管从所处情景还是心态而言，都难以

展开这种超越性之“思”。 反观网络文学，其阅读方

式则简易化为获得爽感刺激。 作品中通俗的语言、
详尽的描写能够使读者随时随地轻松阅读，并且只

需一般想象力就能对文本世界展开体验。 于此而

言，网络文学更像是一种文本媒介的电子游戏，其中

预设了一个“宁芙化”的主体，读者在阅读中代入这

一虚体将其激活，“唯有与人的相遇，这些无生气的

影像才能获得魂，成为真正活的影像” ［１５］ 。 由此读

者能够在文本世界中自由驰骋，获得来自虚拟世界

的爽感体验。 因此，网络文学的体验性揭示出读者

与文本之间更为亲近的关系，其简单易行、酣畅淋漓

的阅读体验也正映射出现时代平滑的数字化之美，
“非常平滑，不会有裂缝，其标志是不加任何否定的

满足，即我喜欢” ［１６］ 。
综上，网络文学的形态特征紧密关联于人们驱

散日常无聊的意愿。 通过降低文本进入的语言与审

美门槛，人们在由一系列爽点组成的虚拟世界中获

得快感刺激，以此悬置起现实世界中的情境及时间

流，暂时摆脱作为“一种特有的以停顿的方式遭受

拖延着的时间进程” ［６］１４７的日常无聊情绪。 同时，
此种阅读所带来的爽感刺激及自由感舒缓了由无聊

所衍生的焦躁与压力感等消极情绪。 以欲望满足为

核心的爽点阅读成为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麻痹

机制，它通过构造体验空间的方式弥合了理想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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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间巨大的鸿沟，使人们平息了在朝向未来时所

感觉到的愤懑与恐惧，在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和优越感后继续专注于工作生产。 诚如阿苏利所指

出的，资本所建立起的审美愉悦欲望，推动了资本的

发展［１７］１６０。

二、无聊的加剧与深度无聊：
网络文学的另一副面孔

　 　 就驱散日常无聊情绪而言，网络文学可谓完成

了这一使命。 但从意义角度看，网络文学的娱乐性

书写缺乏“载道”意义上的深刻性，“集体的、透明化

的写作只能是堆叠，它无力生成卓尔不群的、独一无

二的内容” ［１８］３１。 网络文学“汉堡式”的创作方式，
即将各种新奇刺激的爽点按序组合成品，决定了其

只能为人们带来即读即爽的娱乐消遣，难以实现更

高层次的文学品质，难以成为美与思想的“聚合”，
难以促进真理的生成与发生以及作为“创作者和保

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

源” ［１９］６１等。 相比于传统文学丰富且立体的阅读

体验，网络文学只能使人们沉浸其中，跟随作者的设

定亦步亦趋地展开阅读，人们理解的自主性范围无

法脱离作品的文本视野。
由此，阅读网络文学难以从根本上超越日常无

聊情态。 读者并未以深刻洞见和反思的姿态参与到

阅读当中，通过意义交互与作品建立亲密关系。 萨

特指出，阅读是知觉和创造的综合［２０］１２９３，但在意

义封闭的文本面前，读者是疏离的、绝对的他者，是
被动的爽感接受者，难以展开其创造性思维。 阅读

的平滑性意味着读者根本没有投入其中，而只是以

漫不经心的状态消耗时间。 因而，此种阅读实际上

是人们被其所拖住，而非真正的意义充实，“在这延

续期间，它听任我们的只是这种身处其中———听任，
但并不释放我们，而这种不释放（Ｎｉｃｈｔｅｎｔｌａｓｓｅｎ）表

明为一种更加原始的被拖住的状态” ［６］１８３，这在时

间体验层面与日常无聊并无实质差别。
此外，相比于传统文学以人类书写为目的“承

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 ［２０］１３０６，网络文学现实关怀

的普遍缺失使得读者的所感所得难以转化为现实行

动力。 爽感阅读只是一种肤浅的欲望满足，除了自

娱自乐、自我麻痹之外实无他用。 即便以现实治愈

为旨趣的作品，例如寒门的《奶爸的文艺人生》中杀

手杨轶穿越到平行世界化身奶爸与女儿曦曦的故

事，皆破的《宠物天王》以星海、菲娜、老茶等宠物精

灵为主角的都市叙事，也不过是通过一系列惹人疼

爱的元素组合成一幅幅美好的生活图景，以此使人

们逃避而非面对现实。
网络文学实质性意义的缺失导致人们结束阅读

回到现实时，惊觉适才占据相当一段时间的阅读除

了转瞬即逝的爽感体验之外，再也找寻不到别的意

义，从而不仅对阅读行为感到乏味无趣，还懊恼于在

工作之外消磨了过多的时间，“虽说我们身处其中

并被占满，却还是感受到某种无所事事” ［６］１８２。 由

此，在获得短暂的阅读充实感后，人们涌现出了一种

程度更深的无聊，即海德格尔所谓的第二种无聊形

式：通过那样一种无聊的东西被搞得无聊和在那样

一种情况下感到无聊。 此种无聊不再关联于对具体

情境的体验具有偶然性，而是人们将某一连贯性事

件本身视为无聊，例如在线上平台，“无脑” “烂”等
成为人们评价某一部网文作品乃至网络文学整体的

高频词汇，很难不将此与一种无聊的阅读体验相联

系。 在时间意义上，这种无聊源于人们在阅读中展

开自身但同时又被遮蔽［６］１８２，“遮蔽”意味着在网

络文学世界中，人们遗忘了时间的“向来属我性”，
总是以漫不经心的状态来对待此项活动：不知道缘

何阅读以及缘何选择这部作品而不是那部作品，作
品质量和情节不曾留意与思考，阅读收获也未有反

思。 这种阅读对于读者自身几乎毫无裨益，只是以

此冗长的方式消磨时间，“我们投身了，但没有被吸

引，而只是被拖住了” ［６］１３０，总之在这种阅读中“我
不知其所是” ［６］１７９。

在生存论层面，此种无聊表现出存在论意义上

网络文学以均质化为内涵对人们的异化作用。 不同

于传统文学的意义开放性，在网络文学世界中，一千

个读者趋向于形塑出同一个由爽点组成的霸道总裁

或者江湖侠客形象。 此一特质通过弱化人们的感知

与反思能力，使其卸除了生存的重担，成为平面的娱

乐化主体［１１］１１５，即我娱乐故我在，“首先是在自我

放任的意义上，沉湎于此时此地所上演的事物；第二

是在 把 自 己 丢 下 的 意 义 上， 即 丢 下 真 正 的 本

己” ［６］１７９。 过度投身于娱乐意味着本己的沦丧，进
而揭示出沉沦的日常情态，诸如“常人对文学艺术

怎样 阅 读 怎 样 判 断， 我 们 就 怎 样 阅 读 怎 样 判

断” ［２１］１４７。 阅读趣味的从众性体现于在网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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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品的流量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在月票榜、畅销

榜上的作品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收获惊人的流量，那
些被平台所力荐的作品还能拥有百万级的总推荐，
其余绝大多数作品则在近乎被雪藏的状态下依靠寥

寥无几的流量苟活。 人们争相追阅那些“爆款”作

品，依照大 Ｖ 点评人的评价形成看法，唯恐被潮流

所遗忘。
此外，在以网文作品为中心的线上讨论组中，人

们围绕着某一人物或情节展开热烈讨论，疯狂地点

赞、转发、灌水，由此形成一种话语力量，主导着作品

的公共评价抑或催促网文作者尽快更新。 正如一位

网文作者在加入某一讨论组后，面对汹涌而来的消

息，他表示“脑子是空白的，只有双手不断回复，不
停致谢” ［２２］ 。 但在此过程中，人们却鲜于扪心自

问：意义何在？ 根本性的认可与感染的缺失致使

“我们根本没有寻求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根本

不可能也不想真正地被充实” ［６］１７９，因而当莫名的

空洞感忽然袭来时人们才发现，常人———那些讨论

组内熟悉的陌生人，此刻却隐而不显，意义危机所带

来的压迫感无人分忧，个人身陷无聊几乎成为必然

的结果。
在此情态下，人们产生深深的孤独感。 作为无

聊在现代性视域下的一种映照，孤独已不再是一无

所有状态的表征，而多是指由于频繁的“震惊”所导

致的意义摄取透支后的身体疲乏与精神空幻。 网络

文学的“爽”以及热烈的线上讨论，其效果如同强力

的止痛药，能够立即起效，却也旋即失效，在短时间

内通过倾注超量的信息使人们获得满足感，但当信

息不再具有新鲜感后，人们感受到的不是刺激而是

虚无。 此外，超量的刺激势必提高人们的刺激阈值，
致使下一次的满足要建立在更多的信息摄取之上。
长此以往的后果便是分析与情感能力的钝化，人们

与作品之间的隔阂愈发强烈，以至于难以产生情感

交互。 “心灵就像透明的、没有目光的智能手机屏

幕，阻挡了任何向往的渗入。” ［１８］３９

这种证候首先体现在共情能力的弱化。 意义虚

无化使人们无法感受到他者［２３］３６。 网络文学通过

花样繁多的情节叙事塑造了林林总总的角色，但人

们习惯于将其视为依靠他物而存在的“它”，而非

“无待无限”的“你” ［２４］ ，精神交互的缺失导致人们

在与其照面时往往感到食之无味。 例如在《攻略不

下来的男人》第三章开头女主角被打的情节：“被关

在废弃仓库的时候，韩姻姻吃了些苦头，主要就是曹

大小姐用语言辱骂她，扯着她头发扇了她几个耳光

并踹了她两脚……她被曹大小姐泄愤打耳光，脸颊

红肿嘴角淤青。”这无疑是一段女主角的悲惨经历，
但透过此作在晋江文学城的评价主流可以看出，多
数读者将其视为一种“虐”的事件体验，从中获得爽

感，而不是通过韩姻姻这一“陌生人格” ［２５］１５４的被

给予性，体察其内心世界的波动，进而产生真正的怜

悯同情。 由于网络文学存在角色塑造能力羸弱的弊

端，致使角色普遍沦为一个个提线木偶，难以迸发鲜

活的生命性，加剧人们对于角色命运的麻木与倦怠。
其次，线上围绕网文作品的讨论组为人们畅所

欲言提供了契机，但这种远离生活世界的话语生产

却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不间断地抽取着参与者的情

感，使其逐渐滑向虚无。 同时，参与者在人云亦云的

讨论 中 投 入 越 深， 就 越 迫 近 “ 主 体 的 非 中 心

化” ［２６］１７５这一现代孤独的根源。 “精神的媒介是

寂静” ［１８］３２，过度无意义的闲谈对于精神世界毫无

裨益，反倒使人们下线后备感落寞与焦虑。 此外，耽
溺于网络文学之中，还会持续消耗着现实中的精力

与财力，使人们更加感到怅然若失，为无聊情绪的涌

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此意义上而言，孤独酝酿

了无聊，无聊又加剧了孤独。
如是两种情绪的持续交替最终会将人们带入一

种整体虚空的自行拒绝，即本质性窘迫之缺席的情

态［６］２４２－２４４。 其演绎过程为：日常无聊的涌现促使

人们阅读网络文学，感到枯燥无趣时便另换一部，虽
然这一过程几无意义，但还是重复着阅读循环以期

获得对无聊的意义充实，并且此种具有成瘾性的阅

读还会僭越至工作时间，久而久之使人们陷入整体

性否定阅读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此的困境。 “前方有

无终极意义已不再重要，实质意义只在于依托超越

向前的现代性结构保持当下瞬间快感的不间断———
至少也可维持翻页之际的期待感。” ［５］ 此种以消极

之势对存在意义的否定揭示出深度无聊的情态，即
意义体系整体的坍塌，人们拒绝自身处于敞开状态。
“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变动，什么也没有消

失，但是一切似乎显得不存在。 无聊的‘我’对存在

者听之任之，似乎什么也不存在。” ［２７］此时，人们以

漠然状态面对时间的到来，先是无所适从而后沉沦

其中任由摆布，却终究被存在者整体挤出，无法安顿

自身。 对网络文学的耽溺即是如此，“等待戈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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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其意义终点何在以及如何实现，人们并不知

晓，也无意探求，只是在与不同作品的“进入—疏

离”循环中重复着一种虚无体验，以此消解了一切

意义与建构意义的意志。 最终，“我们发现我们自

身———作为此在———完全被置之不顾，不仅无法沉

沦于这个或那个存在者中，此在也无法持存于它自

身的 这 个 或 那 个 方 面，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被 遗

弃” ［６］１３９－１４０。 深度无聊的个体由于泯灭了肩负其

存在重担的反思意识而了无负担，但却在根本意义

上否定了自我。
综上，以无聊视角剖析网络文学读者群体的生

存论图景，正是对现阶段网络文学意义危机的揭示

与反思。 网络文学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的失衡，即
过度强调娱乐性这种非本真意义，致使阅读网络文

学只能是无聊的替换而非超越。 投身于此种“奶头

乐”式的阅读会持续地使人们“让出时间”，使得时

间在意义维度上陷入停顿，从而产生“无聊由之得

以提升的机缘” ［６］１９２，加剧无聊的程度。 尤有甚

者，商业化运作通过一系列成瘾机制使人们耽溺于

阅读当中，在看似更为充实的、“没有时间”的状态

中造成更为严重的本己之丢失［６］１９４，最终难以避免

走向深度无聊而丧失自我的境地。 这一证候揭示出

了网络文学作为资本介入的产物“媚俗”⑤的另一

副面孔。 因此，网络文学必须摆脱媚俗所带来的

“心灵的专制” ［２８］ ，给予人们以本真意义的充实，通
过“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阅读活动取代“听任自己感

到无聊” ［６］１９６的空虚情态，使拖延或停顿着的时间

重新如其所是地前行，从而真正走出无聊的循环。

三、开显本真意义：网络文学
意义危机的解决之道

　 　 “无聊流行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思想文化领

域中的显性问题，其实质是意义的缺失。 正如波兹

曼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

为什么不再思考” ［２９］１９４。 有别于非本真意义肤浅

的娱乐性，能够超克无聊的本真意义其深刻性来自

于凝思生命。 “最高的幸福产生于凝思性地逗留在

美好事物那里，这逗留以前被称作是凝视。 它的时

间意义是持续。 它专注于这些事物———它们是恒久

不变的，它们完全在自身之中安息。 既非美的亦非

聪慧的，而仅只是凝思性的对真理的献身，将一个人

带到诸神的近缘之中。” ［３０］只有此种有益于提升自

我生命力的本真意义才能确实地消解无聊，建构自

知的主体。 对于网络文学而言，应当在吸纳读者关

涉于日常无聊的阅读需求后，通过超越性的文学构

思予以蜕变为能够呈现“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

说” ［１９］５７的作品，而不是如实加工为即读即爽的文

学消费品。 网络文学要以开显本真意义为契机，通
过推动自我转向，带动其文学生态的革新，从而避免

走向“赫胥黎式” ［２９］１８６的娱乐至死境地。
当前一种为网络文学的媚俗特质辩解的观点甚

嚣尘上，认为网络文学的商业性特质使之必然追求

凸显消费意识形态的波普价值，即“对新感觉、惬意

的享乐主义的追求” ［３１］ 。 由此，网络文学成为下里

巴人，甚至沾染媚俗的不良倾向便是理所应当，唯有

如此读者才能看得爽，网络文学才能成为大众所喜

闻乐见的文学。 但这种论调忽视了可以反思与提升

自我的闲暇时间，在价值层面体现出明显的虚无倾

向。 读者如果只接受媚俗文化的影响，而缺乏真善

美合一的精神建构，必将最终滑向人生虚无的境地。
网络文学虽依托于商业化运行，但其本质上仍是一

种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样态。 语言作为“拥有人之

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 ［３２］ ，本身拥有超越

资本逻辑的独立性以及言说存在意义的责任。 因

此，媚俗绝不是网络文学的本性，网络文学应当走向

本真意义的言说，而非止于为大众带来肤浅的消遣

娱乐。 由于网络文学的交互生产模态使其文学场内

的各要素有着紧密关联，致使革新网络文学并非是

某一方的责任，而是关涉包括网文作者、作品以及作

为读者的大众在内的整体，以使网络文学生态在现

有商业化运行机制下焕然一新。
首先，作为文学生产端的网文作者要转变创作

观念。 为网络文学赋予本真意义意味着网文作者要

重新思考“作家何为”，树立创作使命感，而后身体

力行地转变创作观念。 网文作者往往比传统作家更

重视收益回报，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对待阅读市

场需求。 多种研究表明，追求强刺激、对单调沉闷的

忍耐性极低的浏览式阅读已成为当前阅读生态的主

流［３３］ 。 相比于通过精读、沉思获得本真意义，人们

更乐于接受非本真的爽感刺激。 受此影响，网络文

学不断放大其娱乐效用，甚至以 ＩＰ 开发的方式直接

与娱乐产业形成联动。 然而，浏览式阅读的大行其

道本身就是“阅读困境”的标志，是一件值得反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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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而不是随波逐流的事情。 此外，商业化运作并

不天然地等于生产过度娱乐化的作品，现代艺术的

发展已经证明以资本为助推力同样能够孕育出优秀

的、深刻的作品。 此中关键在于网文作者要笃信创

作最重要的是文学价值，然后才是物质价值，权衡好

创作与收益的关系，收益的获得不能以牺牲创作的

自律性为前提。 所谓自律性，即一切创作的出发点

是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崇敬之情，“投入全部身心

和灵魂，这份职业给予我启发，赋予我生命的意

义” ［３４］ ，而不是纯粹的功利考量和玩票心理。 如果

说语言享有对现实情态的超越性，那么网文作者也

应当在思想层面拥有相对于商业从业者的超越性，
继承其所集体崇拜的鲁迅先生［３５］３７９那种为关怀现

实、批判现实所呐喊的气魄，以言说本真意义为己

任，超越“全民品味平均值” ［１７］１０６拥护者的形象，
真正完成由“写手”向“作家”的蜕变。

此外，从娱乐性到意义性的创作转向促使网文

作者要努力提高自身创作水平。 有的网文作者以非

本真意义与本真意义互不兼容为由，专注于娱乐性

书写，实则是掩饰自己由于创作水平所限而常常导

致的顾此失彼的失败。 优秀的通俗文学诸如以《儒
林外史》《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明清小说是能够做到

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 猫腻指出，网络文学是可以

讲情怀的，每个网文作者也应当为其作品注入情

怀［３５］３６２。 此种情怀即是作者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

倾注其中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学精神。 它不仅是

作者的信仰，也是作品本真意义的表达。 猫腻在其

《朱雀记》中表达出对宿命论现实的反抗，以及对自

由的反思与批判，使这部作品一方面够“爽”，另一

方面在作者开阔的思维与出色的创作把控下，呈现

出教化意义的深刻性。 这种本真性的教化意义非但

不是作品娱乐效用的累赘，反而提高了娱乐性的层

次。 参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任何个体在低级的需求

欲望之上，都有着充实精神世界等自我实现的意愿。
网文作者通过高水平创作将非本真意义与本真意义

圆融一体，正是对读者的全方位满足。
其次，对于网文作品而言，开显本真意义首先意

味着呼吁其回归现实，打破以“爽”为核心的叙事逻

辑。 本真意义以生命关怀超克无聊表明了其现实性

特质，即本真意义不能被凭空捏造。 现阶段“爽”无
疑是评价一部网文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但
“爽”实质上是一种非现实性的、单一的线性逻辑，

是一个将一切事件的发展简化为从不爽到爽的过

程。 当众多作品以“爽”为叙事逻辑后，便不免出现

自我僵化的证候。 例如玄幻类作品以打怪升级、主
角的变强成长为固定套路，情感类作品特别是青春

爱情题材则基本可统摄为“甜”“虐”两派，由此导致

很多读者在熟稔情节套路后深感无趣，评曰“太不

真实”。 呼吁作品回归现实，并不是要抛弃“爽”的

内核以及悉数靠向现实题材，而是作品要与现实之

间保持张力关系，现实维度应当成为作品意义表达

的“家园般的基地” ［１９］１２６，这是网络文学结束其以

“爽”致胜的初级发展阶段后，持续获得作品生命力

的保证。 “真正的艺术没有不是现实主义的” ［３６］ ，
言说本真意义所要求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叙事，可以

通过吸收、借鉴现实的多样态，即现象学意义上的偶

然性加以解决，“世界的偶然性不应当被理解成存

在的不足”，“相反，根本的存在论的偶然性或世界

本身的偶然性就是那种一劳永逸地奠基了我们真理

观念的东西” ［３７］ 。 此种偶然性能够形塑具有生成

性的意义基底，使作品源源不断地绽出活力，打破自

我僵化。 在热门题材之外，亦有诸如《大江东去》
《房不胜防的那些年》等作品对特定历史时空的细

致刻画。 在线性叙事之外，亦有时空跨域、移位拼接

等立体叙事，以此为读者带来更为立体饱满的阅读

体验。 此外，网络文学要成为一种有深刻意义的书

写，就势必要通过意义空间的塑造，敞开具有历史性

和民族性的天地神人的演绎，这一愿景同样指向了

作品的现实维度［１９］５４。 如果脱离了人世间的诸种

境况，作品的意义空间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通过回

归现实而言说本真意义，能够为网文作品带来走出

危机与超越自身的双重意义。
在回归现实的基础上，还要重塑网文作品的价

值导向，将真善美这一本真意义的重要内涵融入其

中，以抵抗娱乐性书写所导致的价值虚无。 现时代

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与

消解，网文中流行这样的话语：“这年头现实太过沉

重，在小说里短暂梦一场、小憩一下……只要不走火

入魔在现实中梦游，又关卿底事？” ［４］３５９受此影响，
不少网文作品舍弃了真善美的价值建构，通过营造

白日梦般的场景，达到麻痹自我的目的。 但此种价

值观只会加剧人生的无聊化与颓废化，只有真善美

这些元价值统一于主体精神世界的建设才是超克价

值虚无的根本出路。 对于网文作品而言，过度沉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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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叙事基调，会导致内容

的庸俗化及内涵的空心化，结果便是容易随时代起、
随时代落，无法凝练出永恒的文学价值。 这正如紧

跟商业潮流、作品几无内涵的波普艺术，在短暂的流

行后走向昙花一现的结局，“我的作品根本没有未

来……只需几年的时间，我的一切都会毫无意

义”⑥。 伟大的文学作品总能以其永恒的价值光芒

超越时空界限，“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否都具有

永恒且普适的魅力？ 不必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衡

量价值的重要标准……这些作品描写的是人类生存

中永恒的、不可磨灭的特质” ［３８］ ，真善美无疑包含

于这些特质之内。 如果说网络文学以爽感阅读消解

了文学的边界，促成文学阅读体验的升级，那么当读

者不再对此种升级感到新鲜，而是提出了更高层次

的阅读需求（例如通过阅读、反思建立与日常生活

的“参与—超越”关系等），真善美的价值内涵将会

作为主心骨，继续推动着网络文学朝向经典文学书

写前进。
最后，作为文学接受端的大众群体要提升阅读

趣味。 本真意义的开显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网文作者

的自觉转向与网文作品的质量升级，大众趣味的提

升亦发挥着关键作用。 大众通过付费阅读、打赏等

“货币式投票”展现其趣味选择，以此显示出大众趣

味的权力化。 这一特质对于网络文学而言具有双重

影响：一方面成为网络文学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重

要动力，塑造了网络文学的先锋性；另一方面在网络

文学过度娱乐化的进程中，大众趣味的享乐主义倾

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鉴于此，网络文学革新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

大众趣味通过自身得到提升，能够接受更高品质的

网文作品。 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可以借助官方的

介入以及学者、艺术家等文化精英的引导，使大众意

识到其耳濡目染的社会文化中充斥着诸多不良思想

导向的事实，以具有教育意义的手段，释放全民审美

觉醒的创造力，逐渐培育出“人人都是艺术家”⑦的

社会文化氛围，提升大众趣味的层次。 在个体层面，
每个读者要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负责与网络文学保持

适度的关系。 “适度” 意味着 “掌握分寸，恰到好

处” ［３９］ ，它主张一种若即若离的“之间性” 智慧。
“适度”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摄入适度。 读者既非全

盘拒斥网络文学，亦非耽溺其中，在虚拟世界得过且

过，丧失自我，而是始终将其视为一种批判接受的休

闲手段，与生产工作时间保持合理的权重。 二是

“爽”的适度。 读者借由爽感阅读驱散日常无聊的

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变消极性休闲为创造性审美，
通过阅读、领会优秀作品的本真意义提升自身审美

水平。 这种自我提升如果扩大为一种群体性的自觉

行为，那么大众趣味的层次必将随之提升，更加有助

于网络文学的革新。
综上所述，在开显本真意义的使命感召下，网文

作者确立起自身创作的文学性，不断提高创作水平，
使网文作品兼具娱乐性和现实关怀，以及真善美的

价值核心。 这样的优秀作品不仅有助于每一位读者

精神世界的建设，而且有利于提升大众趣味的层次。
在商业化运行机制下，这种提升所呼唤的新的阅读

需求将转化为对网文作者的创作激励，成为网络文

学再次革新的动力。 三者齐头并进，加之国家层面

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文学的引导和规范，以及网文平

台基于社会责任感扮演好“理想的经销商道德角

色” ［４０］ ，必将构建起良好的网络文学生态。
本真意义的开显可以夯实网络文学的价值核

心，使其获得立足于文学史的根基。 从接受角度看，
本真意义为阅读活动赋予了深度，使人们不再被动

接受单一的爽感刺激，而是调动起思想的自主性洞

悉作品中具有生命韵律的意义空间，正如海德格尔

透过农鞋画作看到了 “ 战 胜 了 贫 困 的 无 言 喜

悦” ［１９］５４等景象。 这种深度阅读揭橥出一种充实

的、积极的意义给予，其中所蕴含的生命关怀还能给

予人们以精神层面的庇护，从而超克意义缺失这一

消极性的无聊根源。 通过领会作品的本真意义，人
们对其生存境况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在一种不期

而遇的“恶心”体验中，寻找到摆脱沉沦、走向本己

的道路。

结　 语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文学与无聊可谓现代性在

不同领域的产物。 网络文学是现代科技与资本性的

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相融合的结果，而无聊作为

一种现代人对其所处情境的反馈和阐释，由于现代

生产与休闲的时间性结构而成为基本的生存体验之

一，此二者通过网络文学的交互生产模态而产生关

联。 基于此种亲缘性，网络文学能够将驱散无聊所

期许的阅读习性予以结构化、文学化展现，而这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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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习性亦直接建构了网络文学的意义表达。 正如布

尔迪厄所指出的，习性与场域具有互动性的辩证关

系，“一方面，习性将场域加以结构化……另一方

面，习性有助于建构一个作为有意义之世界的场

域” ［４１］ 。 尽管网络文学存在由过度娱乐化所导致

的意义缺失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网络文

学，将其视为文学的异端。
从根本上说，网络文学的问题是由集体无聊，即

“所有人都是无聊乏味的” ［４２］这种现代性意义危机

所造成的。 无聊的蔓延加速了娱乐至死的步伐，促
使追求感性刺激的浏览式阅读占据阅读生态的主

流，网络文学的问题只是这种证候的一种后果，而非

“罪魁祸首”。 因此，为网络文学赋予本真意义，使
其在保留娱乐性效用的基础上培育意义性价值，逐
渐成为一种经典文学书写，不仅是网络文学走向成

熟期后良好发展的保证，更是其文学使命感的彰显。
这样不仅能够改善现阶段的阅读生态，而且能够推

动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建设，更能够为走出现代性意

义危机提供一种文学拯救方案。

注释

①学界一般将 １９９８ 年视为“网络文学元年”，原因在于两个标志性

事件：一是中国第一家大型原创网络文学网站“榕树下”开始商业运

营，二是彼时颇具影响力的网文作品《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上线。 在

２００８ 年，由中国作协指导，中文在线旗下的 １７Ｋ 网站与《长篇小说选

刊》联手举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 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的《２０２１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和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

协会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截至 ２０２１ 年，网络文学

已拥有超过 ３２００ 万部作品、５．０２ 亿读者数量以及近 ３００ 亿的市场规

模。 ③三种无聊形式：第一种是无聊的东西其无聊性，第二种是通过

那样一种无聊的东西被搞得无聊和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感到无聊，第
三种是无聊本身。 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第 １２４
页。 本文主要借鉴此三种无聊形式在时间和程度上的关联，在一定

程度上悬置了它们在海德格尔文本中的“原意”。 这种将基础存在

论的分析下沉到存在者层面的做法，某种意义上也是契合了海德格

尔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到 ３０ 年代后期构建“元存在论”时所提出

的“回转”，即从对存在的理解，转到存在者层面，甚至回到那种实际

的现成存在。 尽管海德格尔后来放弃了对“元存在论”的努力，但也

保留了从存在理解到存在者的解释此一向下的道路，体现在他对诗、
艺术作品以及物等的解释中。 参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

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２２ 页；朱清华：《元存在论和海德格尔入世的尝试》，《同济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托马斯·希恩：《理解海德格尔：
范式的转变》，邓定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３１７—３１８ 页。 ④网

络用语，由“意淫”的拼音首字母简化而来。 在网络文学中，其含义

与“白日梦”相近，多指不切实际的幻想。 ⑤“Ｋｉｔｓｃｈ”又译为庸俗、刻

奇等。 根据格林伯格，流行的、商业的艺术和文学、低俗小说等工业

革命的产物皆属于庸俗艺术。 庸俗艺术的逻辑在于“随着时间的流

逝，新颖的东西被更新的‘花样’所取代，而这种‘更新的花样’则被

当作庸俗艺术得到稀释和伺候”。 参见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
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８—１０ 页。 ⑥出自美国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Ｏｂｓｏｌｅｓ⁃
ｃｅｎｓｅ：Ａｒｔ ｂｙ Ａｎｄｙ Ｗａｒｈｏｌ，Ｂｏｓｔｏｎ Ｇｌｏｂｅ，Ｏｃｔ ２３，１９６６．⑦这是德国艺

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为行为艺术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意为每一个

体都拥有艺术家般的创造潜力。 参见 Ｅｒｉｋａ Ｂ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ｎｉｍａｔｉｎｇ Ｊｏ⁃
ｓｅｐｈ Ｂｅｕｙ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 ／ ０１ Ｖｏｌ．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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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德纳．２１ 世纪的无聊？ 列斐伏尔、比弗和符号资本主义转向

［Ｊ］ ．黄利红，译．新美术，２０１９（２）：３０－３８．
［４］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

的“他者化”［Ｍ］ ／ ／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编．网络文学论丛

（下） ．杭州：杭州出版社，２０１９．
［５］尤西林．匆忙与耽溺：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 Ｊ］ ．文艺研究，２００４

（５）：２３－２８．
［６］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Ｍ］．赵卫国，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７．
［７］金维尔．解剖无聊［Ｍ］．王喆，章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３６．
［８］何瑫，杜梦薇．网书大亨唐家三少的明星 ＩＰ，以及他背后的畸形

成功［Ｊ］ ．智族 ＧＱ，２０１４（１１）：１５－１７．
［９］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Ｍ］．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２．
［１０］姜妍．麦家狂批网络文学注水，网络文学价值引发关注［Ｎ］．新

京报，２０１０－０４－１４（３）．
［１１］韩炳哲．娱乐何为［Ｍ］．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９．
［１２］Ｍｉｃｈｅｌ Ｈｏｃｋｘ．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１８６．
［１３］北栀．霸道总裁求抱抱［Ｍ］．掌阅小说网，２０１９（已完结）．ｈｔｔｐ： ／ ／

ｗａｐ．ｙｃ．ｉｒｅａｄｅｒ．ｃｏｍ．ｃｎ ／ ｂｏｏｋ ／ ６９０１７ ／ ．
［１４］乔然．霸道总裁爱上我［Ｍ］．黑岩网，２０１９（已完结）． ｈｔｔｐ： ／ ／ ｍ．

ｓｚｆｋｘ．ｃｏｍ ／ ｂｏｏｋ ／ ５３５６１ ／ ．
［１５］阿甘本．宁芙［Ｍ］．蓝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４．
［１６］韩炳哲．美的救赎［Ｍ］．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９：

３３．
［１７］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Ｍ］．黄琰，译．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６０．
［１８］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Ｍ］．程巍，译．北

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９．
［１９］海德格尔．林中路［Ｍ］．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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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萨特．什么是文学［Ｍ］ ／ ／ 沈志明编选．萨特精选集（下） ．北京：北
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１］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Ｍ］．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１４７．
［２２］曹忆蕾．００ 后的网络文学和商业未来［Ｎ］．新京报，２０１７－０８－３１

（４）．
［２３］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Ｍ］．倪复生，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２０２２：３６．
［２４］布伯．我与你［Ｍ］．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２：１９．
［２５］施泰因．论移情问题［Ｍ］．张浩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１５４．
［２６］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Ｍ］．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７５．
［２７］ＭＡＲＩＯＮ Ｊ Ｌ． Ｒé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Ｍ］．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

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８９．
［２８］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Ｍ］．许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２０１３：２９９．
［２９］波兹曼．娱乐至死［Ｍ］．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５：１９４．
［３０］韩炳哲．时间的味道［Ｍ］．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８：１８０．
［３１］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Ｍ］．刘精明，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１４．

［３２］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Ｍ］．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４：４０．
［３３］周宪．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 Ｊ］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１１）：１４３－１６３．
［３４］凡高手稿［Ｍ］．５７°Ｎ 艺术小组，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２０１５：９８．
［３５］邵燕君，猫腻．中国网络文学大师级作家：一个“学者粉丝”的作

家论［Ｍ］ ／ ／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编．网络文学论丛（下）．杭
州：杭州出版社，２０１９．

［３６］加罗蒂．关于现实主义及其边界的感想［Ｊ］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１９６５（１）：１２２－１３６．

［３７］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Ｍ］．杨大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５４５．

［３８］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Ｍ］．范浩，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２０５．

［３９］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０８：８．
［４０］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Ｍ］．章浩，沈杨，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

社，２０１３：１１８．
［４１］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 Ａｎ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１２７．
［４２］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Ｍ］．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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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无聊情绪与网络文学的意义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