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文学中的空间变迁与时代征候

许苗苗

　　摘　要：网络文学中的空间经历了从现实城市空间向神话异世和跨次元、超维度空间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

中，现实的物理空间不断遭遇新概念的挑战。 早期网络小说强调现实空间的权力边界；后期出现的类型化网络小

说则多半发生在具有神话传说色彩的异世界空间。 近年来，新技术加持下的虚拟世界引发对跨次元、无实体或多

维度空间的感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科幻也由此成为网络文学的热门类型。 新空间一

方面源于网络文学对海量差异化内容的发掘，另一方面也源于新媒介生存经验在网络创作中的潜移默化。 网络小

说中的空间变迁，不仅是媒介塑造人类感知的结果，也表现出网络创作即时反映社会征候的能力。 网络文学中的

空间浓缩着时代征候，它如同一面多棱镜，透过变形、离奇的碎片影像，实时反映出网络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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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航拍、摄影技术的发展和各类媒介频繁的

解密，空间逐渐失去承载想象的能力———皇宫禁地

不再神秘，外太空、海底乃至细胞都一览无余———曾

经丰富立体的空间降维成镜头下的图片，千山万水

不再遥不可及。 在即时反映人们媒介经验和生存体

验的网络小说中，这种空间感受的转变表现为现实

空间的萎缩退后和幻想空间的日益递增。 作为想象

力的产物，网络文学一方面力图为均质空间赋予多

层意蕴，另一方面也无法摆脱媒介技术对生存技术

的渗透。 因而，网络文学中出现了概念空间驱逐经

验空间的趋势。
网络文学中空间由现实到幻想乃至隐喻的变

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虚构和现实感知判断

侧重的变化。 空间不仅是网络文学的故事发生地、
背景或设定，其变迁也与信息技术、资本和新时代大

众文化体制共同推动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余年整体

发展同步。 在空间的变迁中，既折射出网络社会发

展中的时代征候，也包含着人们认识时代、积极作

为，谋求新媒介空间话语权的努力。

一、解密空间：权力轨迹与都市异能

２０ 世纪末，互联网带着理想主义光环走向大

众，网络也被视为揭示真相、推进民主、撼动媒介霸

权的途径①。 当时网络文学中的“空间”，既是暴露

多层次真相的现实空间，也是争夺话语权力的挑战

性空间。 早期的网络作者往往采取叛逆姿态，半是

猎奇半是挑衅地将写作题材指向纸面文学的两大禁

区“政治”和“性” ［１］ ，将原本私人之间的传言、段
子、都市传说杂糅进写作，网络公共平台上出现了一

些介乎回忆录与小说之间的写作。 《北京故事》《成
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作品，因题材的独特性、直
白的批判和完整的故事线赢得口碑，成为早期网络

文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篇章。
在推崇思想深度和价值批判性的严肃文学长期

熏陶下， 此时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作者并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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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文学的“使命感”。 作为较少受到严肃文学规

训的写作者，他们的笔法难免过度煽情，色情暴力描

写缺乏节制；但同时，其目的却不止纯粹感官刺激，
而是意在通过触碰话语边界试探新媒体上的文学空

间，揭露一种不被主流媒体呈现，却同样存在的现

实。 因此，这类作品的描写和主题之间往往存在撕

裂，一方面是以往文学少见地对肉欲和物欲的大幅

度渲染；另一方面则始终笼罩着灰暗色调，对主人公

的浮华堕落和失败结局展开价值批判。 它们追求的

绝不仅仅是被看到、被传播，而是企图思考媒介反映

现实的有效性，反思以往被推崇、被学习、被作为写

作模板的那一类典范性的现实。
为了尽量贴近现实，大量的城市记忆纳入网络

作品，小说情节往往与城市面貌交织，借第一人称口

述、日记、档案等形式，将主角塑造为私人史的见证

者，力图揭示主流话语之外更“真实”的时代面貌，
主人公的空间轨迹则可看作权力触角在都市文化中

的渗透。 电影《蓝宇》的原著《北京故事》即这样的

典型。 小说以带有象征意味的长安街、标注昂贵消

费的天伦饭店等地名勾勒主角捍东的日常路线，并
以基于金钱的同性交易、移民经历等，为人们打开窥

视京城神秘人物生活的一道缝隙。 小说以主角捍东

的独白开头：
　 　 温哥华的天气那么宜人，好像从没有过像

北京那样飞沙走石，或是闷热潮湿的时候，总是

明媚的阳光伴随凉爽的微风。 每天清晨醒来，
我会茫然地想“这是哪里”？ 看着窗外美丽的

枫叶随风摇摆，看看身边熟睡的年轻女人———
我的新老婆，我轻叹了口气，重新又躺下来，继

续梦中的回忆。
我在中国曾经算是个高干子弟吧……考上

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拿着一笔不小的贷

款建了一个自己的贸易公司……那几年与东欧

的生意做得特别火爆，五年后靠着老爸的关系，
也仗着自己有点聪明才智，已有了个上亿资产

的公司，那年我二十七岁。
小说中的空间带有赤裸裸的权力、资本和政治

意味。 北京与温哥华对照，前者风云变幻、爱恨交

织，以长安街、南礼士路、东三环、国贸、天伦王朝等

多个地点标注主角生活的空间轨迹；后者则是令人

满足而又感觉乏味的，主要通过物化的年轻女

人———“新”老婆来表现。 而“不知身在何处”这一

典型后现代超地域、超文化语境中的定位迷失感受，
在这部小说中也可以看作对超越性和优越感的表

达。 故事的另一主角蓝宇是北京西北郊著名学府的

少年大学生，却落魄地栖身临时村，在“工地搬砖”。
逼仄的空间角落衬托其身份的卑微和经济的窘迫。
两重空间轨迹加持下生命轨迹的对照，使作品呈现

出强烈的批判意味，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按

图索骥，将角色与想象中的人物对号入座。 这部小

说因其同性恋题材被改编为电影，虽然提高了知名

度，但原始文本中的隐喻和批判性却不复存在。
在以真实城市为背景的网文中，人的轨迹是象

征性的。 从边缘到中心，从自然荒野到门禁重重的

建筑，人物对空间的自由出入和掌控隐喻着占有权。
《北京故事》出现前后，以“亲历”为标签的类口述史

作品成为网络热门。 如《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自

称故事主角在乡、县、市几级不断升迁的经历，即源

于自身在官场的真实经验。 《东北往事：黑道风云

２０ 年》《江湖 １９８２》等“黑道文”，则转向带有传奇色

彩的城市空间暗面。 作者孔二狗隐晦地声称自己家

族与“江湖”势力的纠葛，以带有几分悲壮色彩的口

吻，半真半假地描绘出产业转型时期东北普通民众

的生存空间与秩序。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城

市记忆夹缠着混乱的人际关系；《上海情人》将笼罩

在梧桐树荫下的街道作为不伦之恋的浪漫背景；
《蒙面之城》踏遍北京、秦岭、西藏、深圳；《繁花》的
弄堂则意在凸显市井人情。 以上网络作品不约而同

地将城市空间地名作为增强真实感的手段。
早期网络文学写作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

注重开掘那些受制于印刷媒介权力的话题，努力呈

现纯文学取向之外的真相。 其中虽然不乏猎奇惊悚

的成分，却仍有揭示人性的使命感。 通过作品中的

空间描摹和想象性占有，它们利用文学叙事实现对

现场感的塑造和情境的强调，突出人在面对巨大城

市、强大组织时，努力将个体与宏观对象相关联的欲

望。 若干年以后，当所谓的宏大叙事进一步没落，指
名道姓式的真实城市空间书写潮流隐退，人们在网

上换成更直接简单的方式，如网红打卡、视频直播

等，继续演绎人与都市的关系。
列斐伏尔曾阐述权力对空间的生产，揭示出空

间在物理自然属性之外的多重意蕴。 在社会秩序之

中，神力对空间的征用、权力设置的禁区、人为行动

轨迹的规划等，让空间不再是均质的自然对象，而成

为富有意味的人文、权力的对象。 我国当代文学作

品中，地坛、钟鼓楼、白洋淀、白鹿原之类的空间和地

名并不罕见，但它们多半被作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

人的宏大背景，突出其历史韵味和在文化生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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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作用。 早期网络小说中的地名却起到标志人

物身份权力的作用。 当时，上网写作是率先掌握文

化、技术和媒介话语权的精英行为，可以被看作一种

无功利甚至超功利的开创性行为。 一些网络作者炫

耀式地展示自身进出具有象征性的权力空间的自

由。 他们通过对常人眼中不敢涉足的权力禁地的解

密，以类纪实的写法重述都市传说，开创了虚实相

间、总体基调贴近现实、与传统写作近似的早期网络

写作。
这类现实性网络写作出现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 在

这一时期，新媒体的勃兴、金融市场的活跃、房地产

的发达向人们展示着新的都市规则。 都市空间承载

世纪之交人们的复杂情感，寄托着人们对发达生活

的期待。 以往由工厂围墙、机关门房设置的空间禁

忌被打破，人们跃跃欲试，企图进入更大的空间，写
字楼、别墅、世界之巅不再遥不可及。 在严肃文学的

节制和新闻报道的理性之外，网络文学通过对发生

在现实空间里社会事件模棱两可的渲染，对都市传

说中神秘权力半真半假的讲述，让人们获得对大城

市想象性占有的机会。

二、接驳空间：当“金手指”降临人间

２０００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小青年”和“小镇青

年”成为网民，他们迅速改变了早期网络文化略显

沉重的面貌，代之以通俗率性、轻松直白的少年气，
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网络文学中。 当时网吧里青少

年的主要娱乐是打游戏和看小说，游戏操控下的空

间探索和故事延伸的生命体验，恰好与小镇青年们

相对闭塞的生活空间以及缺乏戏剧性的日常构成鲜

明反差，也因此成为年轻网民在虚拟世界获得想象

性满足的重要手段。 对于爱做梦的年轻人来说，以
往网络小说对都市的现实主义描摹过于沉重，他们

更偏爱与自己类似甚至起点更低的乡村少年进入都

市后一举成功的逆袭故事。
２１ 世纪初，大学毕业不久的血红借朋友的电脑

打字玩，在网上发表了《我就是流氓》 《我是流氓之

风云再起》。 它们虽然是“黑道小说”，但与前述孔

二狗笔下的江湖强调的真实感不同，其中洋溢着态

度分明的热血幻想。 主角本是“西南中型城市”中

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底层混混，偶遇神兽“蚩尤”神力

降临，并获得超强记忆力，一举纵横人世间，成为快

意恩仇的“大魔王”。 而他行走都市的快感，主要来

自除暴安良，以魔法恢复秩序平衡，完成阶层跃迁，

即底层青年利用“金手指”在现实秩序之外的民间

法则中取胜。
在网络小说空间由直录现实转向异能现实的过

程中，人物成功道路上遭遇的色情想象和暴力征服

远超以往。 它们直白地以金钱和异性为目标，暴露

出最广泛大众的兴趣和欲求。 虽然这些目标无比贴

近现实，但借以达成目标的手段———神力、异能则全

靠想象。 因此，在读者不断索取满足感的过程中，故
事本身却只能越来越偏离现实地点，甚至走向神话

空间。
网络文学向青春化、通俗化的转向，使作品褪去

了紧盯某个确定地点的执着和沉重，其中的空间变

得越来越漂浮，膨胀为纯粹的想象世界。 这种转变

与网络写作独立性增强、日渐挣脱纯文学的价值观

引导有一定关系，也与商业化写作对文化产品娱乐

性的要求有关。 当然，网络文学中空间的转变也并

非如此单纯、决绝，媒介技术、监管制度、大众审美潮

流等都一定程度上在其中留下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文学空间对复杂权力秩序

的隐喻日益淡薄，逐渐成为个人成功道路上的背景

地图。 号称“现实主义题材”的《草根石布衣》中，空
间介乎现实与神话之间，带有过渡性质。 主角石布

衣自小在深山修炼“谋士”技能。 作为郭嘉一派的

嫡传，他神机妙算、相机识人的本领成为推动故事的

“金手指”。 师父去世后，石布衣下山 “寻明主而

仕”。 然而，摧枯拉朽的现代城市改造让手书和信

物瞬间失效，这名“养成系”谋士不得不独自在陌生

城市谋生。 作品中的空间依然带有明确的隐喻意

图：主角石布衣真名石涧仁，谐音“是贱人”，表明其

起点卑下；故事发生地是遍布客运码头、二手市场、
小商贩的“江州”，与重庆高度重合。 石布衣进城后

只能当“棒棒”即挑夫，靠年轻力壮的自然身体而非

城市认可的学历证书吃饭。 故事一开始“布衣下

山”处处碰壁，但主角在两小时内就将整个江城复

杂的空间地理囊括于心，迅速从体力劳动者中脱颖

而出，从山间“贱人”成为都市“贵人”，实现了由江

边城外到登堂入室的飞跃。 像这样以神功异能达成

目的的情节不可能进入严肃的现实主义文学，但在

网络文学中，这种神功异能却成为处理现实困境的

常见手法。 人们关注的也往往是阅读快感，而不会

追究症结的实质。 这是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面对现

实问题的一大区别。
作为城市外来者的石布衣从底层一步步走向成

功，他的第一个社会身份———“山城棒棒”以“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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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壮”和吃苦耐劳为前提，而身体几乎是每个青少

年都拥有的资本。 因此，他的初始身份能够迅速在

读者间赢得认同。 在石布衣进入城市之后，从小修

炼的“相人”之术派上用场。 凭借勤劳善良（指向自

身基础）、玄学知识（指向文化资源）和沟通判断（指
向社交能力），他完成了从依附山野到掌控都市的

空间过渡。 故事暗含着二重空间，分别是清修宁静

的山上（出世空间）和火热喧哗的江州（入世空间）。
故事的主要情节和争夺发生在城市，山上则是虚无、
恒定、缺乏细节的。 出世空间与古诗、书画和修仙故

事里的深山一样，是研习功法和修复疗伤的永久家

园。 类似的作品还有《天才相师》《老衲要还俗》等，
前者发生在茅山，后者发生在长白山脉沿线，都以山

与城相对应。 我们不妨将这种空间对照与穿越文里

的古今时间对照类比。 主角从最初的手足无措到后

来利用时空优势掌控局面的经历，是读者产生阅读

快感的主要来源。 深山所隐喻的“出世空间”孕育

着不可见也无法解释的神奇力量，而这种源于自然、
既无法量化也无从追踪的力量，却能完全掌控“入
世空间”的现实规则。 这种以幻想应对现实、以神

力达到目的的做法，暴露出部分网络作品虽然以现

实目的为诉求，却无意也无力直面现实问题的实质。
由于将征服现实都市作为目标，又受神话异术

驱动，这类作品通常被划为“都市异能文”。 主角的

强大离不开现实社会中声光色汇聚的都市诱惑，异
能仙术和都市空间的交错映射出其中独特的价值取

向。 作者仍将现实或“近乎现实”的地点作为故事

展开的前提，网文界第一位年薪超百万写手血红这

样道出自己的心声：“希望能够架构一个让大家觉

得是活生生实际存在的世界，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

是有趣的、新奇的而又确实存在的。” ［２］故事里的空

间映照着现实世界，而缺乏资本的底层主角则用来

自幻想的“金手指”战胜现实。 读者面对几乎和自

身同龄的年轻主人公，期望获得金钱和权力等现实

奖赏，而自身却不具备在现实中获取这些奖赏的能

力，因此顺理成章地寄托于神力。 同时，看似毫不费

力就能达成逆袭的“金手指”的加持，又以主角的纯

良和拼搏为前提。 《草根石布衣》作者中秋月明声

称，“乐观向上”“坚持努力”以及高洁品格是角色成

功的根本②。 但实际上，这些门槛低且难以量化的

性格特质，不过是对无资本、无能力的读者进行的一

种鸡汤式的安抚，现实中没有人单凭这些走向成功。
这种主角物质贫乏、精神丰富的初始设定，虽然

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在写作中却有现实作用，它为年

轻读者们提供了两方面的满足感：一是在虚拟空间

掩护下发泄平时被社会规则压抑的愤懑，幻想自己

像故事主角一样幸运地获得异世技能走向成功；二
是认同善恶有报、爱拼才会赢的积极人生准则。 如

同武侠小说满足人们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幻想一

样，《我就是流氓》 《草根石布衣》 《天才相师》等叙

写小人物凭“自身条件”———头脑、体力或性格———
成长为大英雄的过程，体现出社会转型期青年期待

奇迹的心态。 他们期盼奇迹降临，希望拥有基本素

质的平凡人也能获得财富和地位。 网络小说中这种

白日梦的流行，可以看作我国互联网快速发展创造

出的新行业、新机遇为人们许下的愿景。 在以昂扬

奋进的姿态挺进大城市的年轻人心目中，城市空间

是诱人的，是先进和强大的应许之地。 此时，后现代

的虚无、倦怠和无病呻吟尚未显形，只要年轻、勇敢、
有机遇，人们就可以兴致勃勃地幻想登上摩天大厦，
远眺美好的未来。

三、创造空间：借幻想纵横异世

在“都市异能文”出现前后，玄幻小说发展成为

网上最受欢迎的类型。 它们往往在展开故事之前进

行世界设定，通过设定地理结构、生物种族，以及从

传说而来的独特传统和民俗等，使小说里的空间既

可以广泛征用各类文化资源，又不至于过于偏离大

众惯习，古风审美和玄学词汇成为故事时空的主要

缔造者。 网络作品中的空间从半幻想、半现实的异

能都市转向明确幻想性的玄幻异界。 世外高人、开
挂“金手指”和法宝成为网文主角们从现实到异世

空间过渡的桥梁。 玄幻文借用道家玄学词汇体系，
融中西历史神话为一炉、天马行空、百无禁忌的中国

网络玄幻，成为网络小说世界时空的主要构建者。
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发生在“斗气大陆”，

“斗气”代表着“个人战斗力”，斗气弱则无权无势、
无地位，反之则能当上宗主领袖。 与之相似，唐家三

少的《斗罗大陆》、我吃西红柿的《吞噬星空》、辰东

的《完美世界》等，也都试图架构无比宏大的空间。
虽然各种异世大陆听起来名目繁多，却都与现实对

应并高度简化。 这些依托神话、夹杂中外传说和宗

教词语的空间，其中运转着青少年设想出的新的社

会权力体系。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想象性新空

间中的新秩序，是否真正具备革命性的创新力，是否

真能跳出网民所希望突破的世俗的、陈旧的或是不

够公平的体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网络文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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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的新大陆里，除了“莫欺少年穷”的上进之心分外

真实，却看不到对新秩序的描摹，看不到支撑其运转

的真实力量。 少年英雄主角忙着战斗和征服，却并

未试图回答在金钱美女之外何谓成长、何谓成熟的

疑问。
玄幻小说中，类似的宏大世界有种种名目，无论

是“斗气世界” “斗罗大陆”，还是“九洲” “风之大

陆”，这些艺术创作幻想出的非客观实在的空间，都
具备与“原初世界”相仿的要素，相当于现实世界的

神话式镜像。 玄幻网文中“再现的空间”与自然的

空间相对应，人们沉浸其中，获取对自身所处空间的

反观和对照。 因此，无论情节设定多么光怪陆离，人
物行为如何离经叛道，网络玄幻小说中空间的内核

依然是对现实的模仿，其价值体系相当于对人类社

会的改造和替换，《斗破苍穹》 里斗气大陆的 “斗

气—权力”指涉中，阶层划分以更原始直白的“斗”
替代了封建的“血”和资本的“钱”。

《斗破苍穹》《斗罗大陆》《星辰变》等相近时期

出现的网络文学现象级作品，都采用类似的少年成

长模式。 它们因内容浅白被称为“小白文”，因快感

的即时回报被归为“爽文”，因东西合璧风格被打上

“玄幻”“奇幻”“奥术”和“修真”等多种标签。 在眼

花缭乱的名词之下，它们都以创造新空间、定义新世

界为设定目标，向读者许诺一个所有规则由个人定

义，一切资源都重新分配，任何困难、妖魔、权威和豪

强都终将被打败的必胜结局。 这种主角不断升级开

启更大空间，用挑战困难为自己赢得功绩的模式，非
常符合韩炳哲笔下的“功绩社会” ［３］ 的特征。 不屈

不挠、热血向上，终有一天废柴逆袭———新自由主义

正是以这种看似友善的激励和期许，让平凡人保持

乐观，跃跃欲试，最大程度上献祭自己。 因此，从资

本生产角度来看，热血“小白文”的精神价值远远大

于其市场产出。
换一个角度看，“斗气世界”等类武侠空间，因

单一评价标准和线性结构而必然认同弱肉强食的丛

林法则；其对自我提升和精神鼓舞的无节制追求，也
使原本应当付出努力、克服障碍的修炼渡劫，成为常

规动作。 在“斗气世界”里，进阶分为斗者、斗师、大
斗师、斗灵、斗王、斗皇、斗宗、斗尊、斗尊巅峰、半圣、
斗圣、斗帝，每个阶段又分一至九星。 这种数值标注

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缺乏现实支撑，而每打开一个

境界应当获得的新鲜感，又被模式化结构的一遍遍

重复消耗殆尽。 由此，“斗气世界”里被美化为奋进

精神的修炼和升级，最终只能限于词语自我指涉的

实质。 由于这一世界本身的架空性质和个人奖赏的

激励模式，故事无法指向更为崇高的目标，而只能在

“拯救苍生”“公平正义”之类宏大词语的笼罩之下，
堕入意义概括的虚无空间。

在成为异世王者的道路上，英雄少年们最终走

向何方，无人能够回答。 因为网络小说能否完结，不
仅取决于作者构思，还受制于市场。 唯一可以确定

的，是主角永远的少年形态。 幻想世界一日千年，拥
有俊美容颜和青春体魄的主角总是与青春的读者同

步，从容地穿梭于“中二热血”和甜美爱情之中。 市

场业绩呼唤漫长延续的故事线，少年在异世界永生，
他的闯荡支撑着空间的延展。 这一空间是新媒介平

台、产业在线开发和诸多打赏网民“创世梦”合力作

用的结果。
在《草根石布衣》《天才相师》之类“现实世界＋

异能金手指”网文中，读者虽然寄望于异能，却将成

功寄托在现世的认可；而到了《斗破苍穹》 《斗罗大

陆》、“鸿蒙三部曲”等高幻的虚构空间中，这种梦想

已经完全飞升到时空法则失效的世界，主角从开挂

常人变成“创世超人” ［４］ 。 陶东风曾指出：“人类幻
想极度发达的时期，常常恰恰是现实非常黑暗的时

期，或者说现实界的无奈和想象界的高蹈常常是相

互强化的。” ［５］此时网络小说幻想空间的无穷纵深，
似乎说明网民的“奋斗逆袭梦”，已从幻想成为现实

空间的赢家，转变成放弃应对现世的梦幻式自我

沉浸。
在幻想、青春、娱乐性的包裹之下，以往网络角

色因物质匮乏而感受的屈辱与不甘，逐步转向异世

界新秩序的自得。 网络写作、网络红人、网络水军乃

至直播带货等新行业向青年人展开，网络为新文艺

许诺一片新空间。 网络文艺审美的通俗化、创意的

潮流化、对数量的贪婪和对速度的倾斜，处处标志着

这个新空间里新秩序的差异，成就了不少以往所谓

的底层青年。 在网络带来的层出不穷的财富神话

中，他们的体验通过都市异能文、创世文体现。 年轻

作者不够严谨的思维与不受约束的想象力结合，以
大胆的想象创造并引领新故事模式。

从现实到异世，从靠“金手指”在城市规则中谋

生，到自创空间扮演凌驾一切的主宰，时代给予这一

代网民无与伦比的机遇。 互联网让小镇青年、网络

民众的大众化趣味，从此汇入网络文化的大潮。

四、跨越空间：升阶降维与虚拟现实

异世玄幻中的空间是事件发生地和征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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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真正介入情节，只有当媒介经验彻底更新人们

的行为逻辑，虚拟体验深度介入现实，网络小说里的

空间才真正介入故事。 新技术力量抹去工业时代可

证伪的科学性，数码语言和数据逻辑从底层和概念

定义着手，搭建起网络小说里逐步变形扭转、拓展升

维的未来生存空间，更通过动摇人们判定真实与虚

构的观念，强化虚拟生存体验，逐步入侵并参与反向

建构现实的空间。
１．位面空间的物理变异

从基于神话的派生延续，到基于科幻的变形压

缩，网络文学描摹空间、借鉴空间并逐步生成新的空

间。 通过一些故事里主空间和位面空间的划分，我
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以往认识中均质、无限的空间重

新定义的企图。
“望古神话”是一个多人合作的玄幻网文世界

观架构，它杂糅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设计出“十二

神话纪元”和“三千传说世界”等时空位面，这些位

面可以理解为对人类文明在不同独立时空中前进可

能性的想象。 作为人类意识集合体的“乾”，凌驾于

这个庞杂的位面体系之上，并在每个世界濒临灭亡

前封印时空，改变人类历史，使之重新出发。 这种世

界观区别于此前个人英雄救世主的模式，设置出一

个超越性的抽象主题。 其时空设定容量巨大，结构

开放，非常契合互联网时代的集体写作模式。 从创

意层面看，它唤起人们对文化传承这一宏大主题的

共同认识；从组织层面看，“望古神话”集结流浪的

蛤蟆、月关、马伯庸等多位知名作者，在传统资源基

础上协同创作，能够最大程度地包容具有差异性的

写作风格。
网络小说中的位面并非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

个对均值空间作出有别于物理维度划分的杂糅式想

象。 每个位面衍生出一个独立宇宙，拥有各自的生

存环境和文明；不同位面之间有屏障，因此各位面的

生物不知彼此的存在，只有利用特定工具或达到特

殊要求，才能穿过壁垒到达另一位面。 在《异常生

物见闻录》里，远瞳运用位面让空间跃居故事关键

层，在宇宙中最强大的希灵神系设立时空管理局，以
便更好地管理“宏宇宙” （多元宇宙）。 主角郝仁具

有穿梭于多个位面，拯救不同世界濒危文明的能力。
与“望古神话”至高无上的“乾”封印濒危世界那种

自上而下的拯救不同，郝仁虽然具备宏观视角和拯

救能力，却只是一个基层人员，其拯救行动并非轻而

易举就能完成，但这也使故事具备更充沛的情感，因
而容易引发读者认同。

对位面想象的差异反映出网络读者对空间的关

注已从物理维度的到达转向对事件随机性的容纳。
科技的飞速发展让自动驾驶、全息影像、赛博格等以

往的幻想逐步成为生活日常，有关后人类的想象不

再拘泥于物理空间，但科技面向未来的发展又很难

继续与历史神话产生审美一致性。 在这种情况下，
位面将空间分出不同的层次，又将其归附于一个至

高无上的主宰。 这既是人们在多样性空间基础上对

终极解释的寻求，又反映出人们面对未知时，企图在

已知知识与未知力量之间建立互文的努力。
２．平行空间的概念变异

与位面类似的是平行空间。 近年来，随着科幻

题材网络小说的增加以及“复仇者联盟”之类“超
英”电影的流行，“平行空间”概念越来为人所认识。
平行空间认为时空可以分叉，一旦时间扭转，故事原

本的空间就会分裂出一个新空间，两个世界从此再

无瓜葛。 这种设想不仅能够便利地生成新空间，也
让小说获得了新情节。

高产网络作者 Ｐｒｉｅｓｔ 的网络小说《脱轨》即在平

行空间概念上展开，故事里的多个世界根据主角不

同的选择而产生。 不同的空间原本互不相干，直到

叙述者被抛入另一空间，顶替这个世界里已经死去

的自己，这两个空间才发生交集。 故事的平行时空

之间也有一个类似“主宰”的存在，它在剥夺主角在

这个空间的身份的同时，赋予其看到其他平行空间

的权利。 《脱轨》的设定没有区分各个空间世界的

主次，主角像看监视器一样，透过屏幕播放其他世

界。 通过对平行时空里无数个“自己”的观察，第一

主人公理解了空间分支中生命演绎的规律。 虽然在

多空间、多轨道中，不同命运被超越性的力量串联，
但在不放弃主体意识的坚持下，第一主人公最终找

到机会跳出了神秘力量的掌控。
在追求娱乐性的网络小说中，空间转换通常变

幻莫测又无法抗争。 网络小说惯常的叙述模式是主

角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身份，加入新地图展开冒

险。 《脱轨》的这种设定看似偏离正常轨道，主人公

在面临超越性力量时却不躺平、不儿戏，通过对时空

规则的认识和利用反制主宰，借空间变换肯定了个

人坚持的积极作用，让空间真正参与到情节建构中。
故事充满幻想色彩，又借助科学的可证伪性，让凌驾

于时空的主宰也无法反驳自身的规则。 在平行时空

这一看似科幻的故事模式下，隐藏着对“人定胜天”
传统主题的回归。

另一位女作者丁墨的《乌云遇皎月》也借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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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魔法，采用现实中没有、科学上在理、情感上动人

的方式，将一场灾难、悬疑罪案与时空旋涡的折叠糅

合起来。 故事虽然虐心，但最后的结果是误会消除、
伤痛得到弥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让冷冰

冰的科幻带上了言情小说的甜美。
这种积极利用科学术语又偷换概念回归人文传

统主题的写作，在网络写作中并不多见，但其意义值

得肯定。 这是科幻类网络文学褪去怪力乱神噱头，
在肯定技术超越性的同时，坚持作为世界主体的人

的精神价值，在技术崇拜与人文情怀之间谋求平衡

的一种有益探索。
３．跨次元空间的维度变异

网民在现实与屏面之间随机切换，在不同空间

维度中频繁进出，不仅为网络创作带来多种媒介娴

熟运用的创作手法，而且经由作品的空间表达和想

象，呈现出虚拟与现实、平面与三维变换互动的网络

生存状态。
最突出的表现是创作中思维的媒介间跨越。 当

前网络主流创作和消费群体对多种媒介应用的熟

悉，使得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方式渗透网文创作和

构思。 例如热门网剧《隐秘的角落》的原作《坏小

孩》里的描写：“叶驰敏停顿了一下，过了几秒，眼泪

就如兰州拉面般滚了出来。”如果单凭文字，一般读

者完全无法想象本体“眼泪”和喻体“兰州拉面”之
间有什么联系，这种比喻可谓拙劣，类似的病句也绝

不可能出现在书中。 然而，在惯于跳出固定媒介界

限横向展开联想的网民眼中，“兰州拉面”可以转换

为绘画中线条勾勒的弯曲弧线，“兰州拉面般的眼

泪”可以唤起他们对漫画中绵延而出的夸张泪水痕

迹的想象。 由此可见，作者紫金陈在构想“哭”的情

节时，已经不自觉地用二次元漫画代替了三次元现

实经验中真正眼泪掉落的样子。
另一个以文字进行跨维度表达的典型，是《庆

余年》第十七章中范闲第一次在庆庙香案下发现

“鸡腿姑娘”林婉儿时的描写：
　 　 女孩子的眼睛很大，眼波很柔软，像是安静

地欲让人永久沉睡的宁静湖面。 而她的五官更

是精致美丽之极，淡淡粉嫩肌肤，长长的睫毛，
看上去就像是画中的人儿走了出来。 范闲一

怔，目光停留在对方的脸上，渐渐才发现这女孩

子的额头有些大，鼻子有些尖，肤色有些过白，
那对唇儿似乎比一般的美女要厚了一些。

范闲的目光温柔地在女孩儿的脸上拂过，
女孩儿终于羞不自禁，缓缓低下头去。 范闲的

目光最后落在了女孩儿的双唇上，这才发现对

方的唇瓣儿上面光亮异常。 他好奇地又看了两

眼，才发现原因，那个事后令他记挂许久的原

因———女孩儿手上捏着一根油乎乎的鸡腿，唇

瓣上的油，显然是啃鸡腿的时候染上去的。 这

样清美脱俗的白衣女子，居然躲在庄严庆庙的

香案下偷吃鸡腿！
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让主角范闲张大了嘴，也

让网络读者乐得合不拢嘴。 如果以文学描写来衡

量，这一场面完全经不起推敲：灰暗桌下怎么能看清

肌肤和眼波？ 连嘴唇薄厚都能量清楚，为什么还没

发现满嘴油腻？ 以往文艺作品中大啖鸡腿的“济
公”等人都是搞笑或不羁的形象，而这里要描写的

却是个娇弱的大美人。 虽然这些文字描摹欠真实，
但年轻的网络读者却并不觉得难以理解。 因为对他

们来说，这可爱贪吃又美丽的形象，活脱脱就是日本

动漫中常见的带有“吃货属性”的软萌妹子。 《庆余

年》中的描写指向二次元萌系人设，而熟悉这类漫

画形象的人群，也正是爱看网络小说并乐于为之消

费的人群。 因此，这种在文学中带有缺陷的描写，对
于那些同时也是“漫画熟练阅读者”的网文读者来

说，则完全是恰当合理的。
由此可见，在网络文学的表述中，媒介、维度、表

意和表形不再构成障碍。 网络中的表征早已超出简

单的“多媒体”，曾经自律的艺术语言在网络上随着

作者的构思和视野变化，在视觉、听觉、影视或动漫

片段中娴熟转换。 文字经验、图像经验、多媒体经验

都已延伸、混淆、接驳，并内化到人们对现实的理解

之中，跨越次元的创作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的常态。
网络作品内部叙事的虚实弥合，为人们接受虚

拟空间，将其与现实无缝接驳提供了依据。 在网文

默认的“穿越”中，身体位移跨入平行空间、时间消

失回溯或拉伸延展都十分常见，连穿进网文“一觉

醒来，发现自己穿成恶毒女配”都层出不穷。 读者

并不追究“人”和“二维平面人”跨次元共处同一空

间的真实性，而是通过感受的真实接受现实的新变，
认可网络现实也是现实［６］ 。 网络小说中为了削弱

叙事中现实和虚拟两个维度的区隔，穿书和位移变

得十分常见。 一方面，虚拟现实（ＶＲ）和增强现实

（ＡＲ）在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其逼真的视觉效果让

人们对实践的虚拟性和现实边界的消融不再敏感，
跨次元互动或从屏幕进入另一维度空间被看作“准
未来”。 另一方面，游戏经验在文学中的再媒介化，
使读者的阅读同时具有“真实的我”和“玩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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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身份［７］ ，现实主义叙事被读者行动主导的意义

生成方式取代。 此时读者不再探究叙事背后的科学

性或其他深层内涵，而是置身于世界物象本身，以游

戏的状态穿梭于虚拟和现实之间［８］ 。 技术现实和

网络游戏经验使现实主义在新媒介文学中产生变

革，网民对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物理空间和虚拟空

间等所持的二元对立态度也随之消解。

结　 语

网络文学中的空间书写和空间感受，折射着不

同的时代征候。 在权力色彩浓重的现实都市空间

里，网络文学通过揭露大城市与大人物的秘闻内幕，
满足人们对城市空间禁区和上层生活的欲望性想

象。 网络文学主体的年轻化使得现实空间逐渐被异

能笼罩。 “奋斗有用”的信条将读者成功的渴望折

射在作品之中，真实权力结构遭遇天降“金手指”，
逆袭梦想得到象征性满足。 玄幻空间让网络作品中

的空间彻底走向虚构的异世。 互联网大潮下不断涌

现的新机遇，诱惑年轻网络群体梦想着自主规范定

义全新的世界。 而在科技引领的新概念空间的生成

中，数码语言、媒介经验、资本合力塑造新的网文语

言系统和叙事结构，从低阶位面、平行空间和跨次元

维度中改变网络小说中的空间。
网络文学中变化多端的空间源于日渐成型的网

络社会中变动不居的生存体验。 后现代无从把握的

经验、私语与震惊的断裂式拼贴，导致互联网上充斥

着支离破碎又高速变动的个体经验。 大数据则为个

人匹配相应群体，以数据实现人群的重新归类，将独

立的个体趣味归纳进不同的趣缘组织。 但趣缘组织

并不坚固，个人兴趣的变化赋予它游牧性质，因而，
由其构造的网络趣缘空间也不断更迭，这可以看作

新媒介流动性空间的一种表现。 在流动的网络之

中，青年借助新的文化资本和媒介资本，不断探索空

间、改造空间、占据空间、拓展空间，进而创造新的空

间。 网络文学中的空间浓缩着时代征候，它如同一

面多棱镜，透过变形、离奇的碎片影像，实时反映出

网络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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