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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21世纪的开首十年,可谓万象更

新,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一个伟大的中国开始

崛起在东方。就文学领域而言,虽然体制文学似乎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市场文学却几乎开创了

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市场文学的代

表当然是类型文学,不仅旧类型焕发生机,而且新

类型纷纷登场。我们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表:

2004年,“大陆新武侠”概念诞生;2005年,“玄幻小

说年”;2006年,“盗墓年”;2007年,“穿越四大奇

书”;此后,“后宫”、“职场”等等纷纷纭纭,你方唱罢

我登场。十年类型文学,市场极其热闹,但学界对

此总体上却缺乏敏感甚至可以说有些迟钝,那么,
到今天,类型文学最繁荣的时光已经成为历史,我

们也应该对此做出反思了吧。本期苏晓芳的教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性成果,就是研究十年市场文

学中最热闹、最新锐的三种类型,从历史、成因、特

征、反思诸方面,试图做一个相对较全面的观照。
虽然文章的着眼点是玄幻、穿越、盗墓,但三种类型

却又不约而同地和武侠发生着联系。无独有偶,这
样一种文类综合的倾向,也和观念综合一样,一直

是侠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本期我们还特别约请

了一位作家,一位才女,辛晓娟,这个名字大家也许

不够熟悉,但说到她的笔名,就是近年的热点了,这
就是正求学于北大的步非烟,她以武侠、奇幻作家

的身份来观察侠文学的观念史,自然别有另一种作

家思维方式,她提出了一个游侠诗研究中全新的观

点,阮籍进入她的视野,和曹植一起,成为李白之集

大成的两大基础。在本期栏目中,类型的综合,观

念的综合,会给中国侠文化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这

就需要直接阅读我们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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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玄幻、穿越和盗墓等网络小说新类型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时空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既是基于现

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观念革新,也与传统神魔小说有着思维“原型”上的关联,还体现了写手们摆脱现实束缚

的渴望。这种写作刺激着新世纪文学想象力的再生与发展。同时,这种想象背后所潜藏的对于现实的映射、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等也是引人深思的,但背对现实是这些类型化小说亟待突破的瓶颈。

关键词:网络文学;类型小说;时空想象;新世纪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6-0035-06

  在网络文学悄然走过了十年历程的今天,网络

文学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发展格局中的一极。传

统文学界对网络文学从拒斥、无视逐渐走向了关注

与认可。网络文学成为网络文学研究与新世纪文

学研究的共同话题。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是近年

来兴起的网络小说新类型,且备受读者的追捧,其
影响逐渐从网上蔓延到网下,不少作品被出版社看

中,变成纸质出版物进入图书市场后,也迅速以畅

销书的身份雄踞图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引起了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玄幻·穿越·盗墓:驰骋想象的网

络小说新类型

  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属于不同的小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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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同之处都是以想象力作为最重要的创作资源。
很多研究者认为玄幻小说最直接的源头是黄

易。叶永烈说:玄幻小说一词“出自中国香港。我

所见到的最早的玄幻小说,是1988年香港‘聚贤

馆’出版的黄易的《月魔》。当时,聚贤馆也准备出

版我的作品,出版商赵善琪先生送给我一本香港作

家黄易的小说。赵善琪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一个集

大量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的崭新品种宣告诞生

了,这个小说品种我们称之为‘玄幻’小说。”[1]韩云

波也认为是黄易开创了玄幻小说的先河:“黄易借

鉴了科幻小说和魔幻小说,自觉地把‘幻’作为武侠

文体的一条创新之路,向远古追寻是魔幻,向未来

拓展是科幻,科幻加魔幻则是玄幻。”[2]玄幻小说在

网络写作中蔚为大观,成为重要而流行的网络小说

类型是在2004年,玄雨《小兵传奇》当年在Google
十大中文搜索关键词中名列第三,在百度搜索关键

词上排名第十,而且是唯一与文学有关的入选词

语。紧接着的2005年更有“玄幻小说年”之称[3]。
玄幻小说是最能体现网络文学游戏精神的小说类

型,也最能直接与网络游戏发生互动。一方面,对
不少写手而言,是网络游戏带给他们写作玄幻小说

的冲动,并将网络游戏的规则与范式移植到玄幻小

说中来;另一方面,许多深受网友喜爱的玄幻小说

都被改编成了网络游戏,吸引了更多的玩家。玄幻

小说本身就是网络游戏的文学表达,其中所包含的

想象方式与想象空间就是游戏的方式与空间。
玄幻之后,迅速崛起的是穿越小说。黄易的

《寻秦记》讲述了一个名叫项少龙的香港现代警察

乘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战国末期辅佐秦王嬴政登基

的故事,于1996年10月初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

续剧,被视为穿越小说的鼻祖。穿越小说走红网络

是在2006年,金子《梦回大清》激起了广大读者与

写手对穿越小说极大的热情。这部小说讲述的是

一个现代女子因为一场意外,穿越时空来到几百年

前的康熙王朝,阴差阳错进入皇宫,展开旷世奇恋。

2007年,穿越小说发展到顶峰,最令人瞩目的事件

是《木槿花四月锦绣》、《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

生》、《迷途》、《末世朱颜》被腾讯读书、晋江原创网、
红袖添香等五大网站100万读者评为“穿越四大奇

书”,并由作家出版社以12%的版税、各10万册的

首印量签约出版,此举引起出版界一片哗然,这一

年赢得了“穿越年”的称号。根据一家较有影响的

TXT阅读论坛的穿越小说读者调查,一星期后收

到有效问卷180份。结果显示,穿越小说读者的男

女比例为2︰43,其中90%是大学生和白领,他们

几乎每天上网[4]。网络穿越小说是深受女性读者

欢迎的类型小说,大多有一个言情内核,主人公清

一色是现代年轻女性,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穿越来

到大多是古代的另一时空,或是古中国,或是古埃

及,甚至某个臆想出来的朝代。她们机缘巧合进入

后宫或豪门为后为妃为奴,而与众多异性之间错综

复杂的恋情往往是这段古今对话的奇异人生的核

心。穿越小说的想象如同女性的白日梦,用奇思妙

想来表达现代女性对庸常人生的抗拒。
盗墓小说的兴起几乎与穿越小说同时,2006

年,天下霸唱《鬼吹灯》风靡网络,在百度“年度搜索

风云榜”上,位列2006年十大网络小说之首,破网

成书后,发行近百万册。《鬼吹灯》系列共8部计

200万字,描述了三位“摸金校尉”(盗墓者)一系列

的诡异离奇故事,他们利用风水秘术,寻找那些失

落于大山大川之中的宝藏。南派三叔《盗墓笔记》
讲述一位长沙土夫子(盗墓贼)的后人在先人笔记

中发现了一些秘密,然后纠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

高手前去寻宝。此外,通吃小墨墨《活祭》、飞天《盗
墓之王》、百步《天眼》等也都是点击率颇高的盗墓

小说。盗墓小说作者常常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探

险小说,因为主人公每走入一座墓葬就是踏上了一

次吉凶莫测的探险之旅,而墓葬中的地下世界则是

与现实社会完全不同的鬼蜮世界,有各种神秘、离
奇的物件,僵尸、鬼怪、神器、闻所未闻的珍禽异兽

与奇花异草。这些都来源于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
天下霸唱说:“原因很简单,一是新奇,读者没有接

触过;二是悬念,读者猜不到情节。如果小说都像

国产电视剧就很没意思了,大家一看开头就能猜到

结局,无法提起读者的兴趣。如果作品缺少了想象

力,就难以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也就难说是好

作品了。”[5]这可谓是盗墓小说创作的真谛。

  二、时空:观念的革命

这三种网络类型小说均以想象力取胜,大多在

一个转换或臆造的时空中展开,这样就得以尽可能

地摆脱现实场景的束缚。这三种类型的时空想象

各有自己的基础、方式与规则,与现代科技观念的

革新、传统文学资源、西方文学的触发以及现实生

活的精神需求等有着内在的关联。
首先,网络新类型小说中的时空想象与现代时

空观念的发展有关,关于平行宇宙理论的提出与争

论是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平行宇宙,也叫平行世

界或多重宇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年轻的博

士研究生休·埃维雷特三世(HughEverettIII)在



1954年提出的一个大胆设想:在我们的宇宙之外,
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宇宙,而这些宇宙是宇宙的

可能状态的一种反应,这些宇宙的基本物理常数可

能和我们所认知的宇宙相同,也可能不同。至今,
这个理论仍然作为一种尚未被证实的理论而困扰

着科学界,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可以利用这个理

论证明平行宇宙的存在,人类就可以实现时间旅

行,可以实现三维、四维甚至多维空间的旅行。尽

管科学界至今仍未能对这一理论进行论证,但文学

的想象早已摆脱了现实技术的羁绊,在文学的世界

中,跨时空的旅行被写手们轻松实践。
其次,这种想象还有传统文学的基础。中国古

代文学中不乏对外部世界的想象。远古神话与民

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等都流

露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改变自然的渴望。
六朝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世外仙境的描绘,如
《幽明录》所记载刘晨、阮肇入山遇仙的经历,《述异

记》“烂柯”的故事,《博物志》“浮槎”的传说等,这些

都可视为当今网络类型小说想象力勃发的传统资

源[6]。事实上,这三类小说不仅在时空想象上有传

统文学的基础,其小说题材更有传统文学的深厚底

蕴与传承,玄幻小说中包含着中国古典志怪和神魔

小说的质素,而穿越小说中的言情主题自然承袭着

古典言情小说的深厚传统,就连盗墓小说也可追溯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利用民间道教的信仰,编
造出来的变形的掘墓故事”[7]。

再次,西方奇幻、悬念小说的大量译介也是触

发网络小说想象力的因素之一。托尔金的《魔戒》
系列虽然早在1960年代就已诞生,却是21世纪初

伴随着同名电影的引进传播到中国的。此外,广受

中国读者欢迎的奇幻题材还有《哈利·波特》、《龙
枪编年史》、《克莱恩魔法传》、《刺客任务》等,日本

的《银河英雄传》等奇幻小说的译介也是如此。《小
兵传奇》的作者玄雨就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了《银
河英雄传》的影响,并将其奉为自己灵感的源泉[8]。

最后,网络类型小说中超凡的想象力还与人们

摆脱现实生活束缚的强烈渴望有关。想象不仅是

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表达自己的重要方

式,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承担着重要的心理代偿

功能。于是,现实生活中的壮志未酬者,能够在虚

拟的时空中成就一番伟业,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失意

者,能够跨越时空去收获一段浪漫美满的爱情;现
实生活单调乏味者,能够在臆造的时空中去遭遇一

串串的惊险与意外。现实生活有限,而想象的世界

无限;现实世界越苍白,想象的时空越多姿多彩。

在网络小说新类型中,时空转换的方式也有各

自的特点。第一,从转换的路径上看,一般是从当

下叙事时空转换到异时空中去,大多数的穿越小

说、玄幻小说以及盗墓小说都采用这种转换路径;
另一部分作品的转换是在当下叙事时空遭遇异时

空的不速之客,不少传统创作使用了这样的方式,
像李碧华《秦俑》、《胭脂扣》就是遵循这样的时空转

换路径的;当然,还有一些是任意来去于不同时空

的,盗墓小说大多如此,有个别穿越小说也采用了

这样的套路,如《拐个皇帝回现代改造》。第二,从
转换时人物的状态看,有在意识清醒状态下的穿

越,这种情况在玄幻与盗墓小说中更常见一些;而
在穿越小说中最常见的桥段是主人公在无意识状

态中完成穿越。至于转换的方式,有时是由于一场

突如其来的车祸、溺水、掉下悬崖、重病导致的昏

迷;有时是观看一块灵异的玉佩或一幅来历不凡的

古画。待主人公苏醒过来时,就会惊奇地发现自己

已经身处异时异地了。
时空转换中的时空也分为两种:一是真实存在

过的时空;一是完全虚构的时空,即所谓架空历

史[9]。二者在小说叙事中各有自己的特点与规则。
一般说来,时空转换中如果涉及转换到古代去的叙

事,大都遵循不得改变历史的原则,这是为了避免

陷入所谓的“外祖母悖论”,即假设你回到过去,见
到了幼年的外祖母并且杀死了她,你就不会存在,
那么你如何回到过去并杀死自己的外祖母呢? 因

此我们看到大量的穿越小说中会有这样的描述:洞
悉历史的女主人公到了古代,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

“历史人物”陷入悲剧之中而不能说破真相,出手相

救。如所谓“清穿”(即现代人穿越到清朝)中被反

复书写的“二废太子”、“九王夺嫡”等历史事件,往
往就发生在对历史了然于心的女主人公面前,即便

她正与其中的某一位皇子在谈着一场惊天动地、刻
骨铭心的恋爱,她也必须恪守不能改变历史的原

则,不能拯救自己的心上人。虽然大的历史进程不

能打破,小的突破还是允许的。比如,在穿越小说

中,常常会有现代人将某些在现代才可能存在的知

识、技术或技艺带到古代去。如《绾青丝》中的卡

门,到了古代后,凭着一系列的现代新鲜玩意儿征

服了身边所有的人。她的卡通绒毛玩具、旗袍、吉
他、火锅,还有她的现代管理理念,为她带来了事业

的成功。《木槿花西月锦绣》中的女主角运用现代

的知识,建立起富甲一方的事业。
无论玄幻还是盗墓、穿越,都有可能让笔下人

物转换到另一个完全臆想出来的时空中去,甚至所



有的故事完全在一个臆想的时空中展开,如《飘渺

之旅》中的主人公李强,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

异人传送到了离地球数亿光年之外的拉德星球,开
始了他不平凡的“飘渺之旅”;《江山美人志》的故事

发生在虚拟中的拉亚大陆东部的堂河帝国,《搜神

记》和《蛮荒记》都发生在大荒时期;在盗墓小说中,
这个架空的世界通常就是所谓亡灵的世界;而在穿

越小说中则以一个历史上根本不曾出现过的朝代

的面目出现。这样的时空完全摆脱了历史与现实

的束缚,奇幻、荒诞、诡谲,甚至不受现实科学逻辑

的约束,《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提出了“第二世界”
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幻想的世界,充满了各种

具有超能力的人物、虚构的生物,但这个世界的生

存法则与运作规律仍带有现实世界的影子,善与

恶、情与理、保守与进步仍旧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

二元对立关系,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追求仍旧是这

个世界难以摆脱的原欲。

  三、想象:现实的重构

想象力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表现,文学本身就

是想象的产物。在现代传统创作数量急剧膨胀的

当下,人们却惊奇地发现,在传统方式的创作领域,
想象的因素弱化和淡化了。于是,“中国当代文学

是否失去了想象力”就成为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热

点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市场化

时代,而文学想象力萎缩或丧失了,面对文学想象

力的危机,不仅要找出病根,更要有针对性地开出

药方。有人认为,当代文学想象力萎缩的病因是多

方面的:“首先,当代小说叙事仍停留在模拟现实的

阶段,而在写作技法上则耽于学习西方;其次,当代

小说的题材狭窄,多滞留于写实的层面,未能处理

好写实与想象的关系问题;第三,当代作家缺乏理

论自觉意识、反思意识和问题意识。”[10]另一种观

点认为文学想象力萎缩的原因与大规模的“复制”
和互文“拼贴”这一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有关[11]。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人提出,要“从民间中寻找

想象的动力和资源”[12];还有人指出:“要使创作成

功地穿越客观现实的真实幕墙,进入人物潜在的精

神空间,作家就必须摆脱日常生活秩序的制约,重
构一种人性深处的生存状态,一种更为潜在、也更

为丰茂的生命情态。”[13]

与传统文学创作想象力匮乏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网络文学中的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想象力的极

度张扬。靠想象写作还是靠经验写作,在某种程度

上已经成为网络作家和传统作家写作姿态的分野

了,但这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从历史观念看,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与传统

文学创作是有关联的,都体现出从必然的历史走向

偶然的历史的观念流变。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观

点,历史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相互补充和相互

作用的范畴,即偶然、必然和逻辑。但主流的历史

观念却只偏重于“必然与逻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

有其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变化发

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发生的、确定不移的走向。
必然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的地位,规定

着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这种必然的历史观念

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是努力建构历史发展的因

果关系,将原本处于杂乱无序的历史事件通过叙述

整合到历史叙事的逻辑链条上来,删繁就简,将无

助于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枝枝蔓蔓都忽略掉。如

“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就是严格遵

循这种历史观念创作出来的。虽然偶然性和事物

发展过程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但偶然性的后面常

常隐藏着必然性,科学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复杂的偶

然现象来揭露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必然性。
近年传统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不少新历史小说,

体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念,其
中之一就是以历史的偶然替代了历史的必然,更多

地以一些偶发事件甚至无法解释的意外来导向历

史的结局,其结果或是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得到了

重构,或是历史事件发展的逻辑链条干脆被切断,
历史回归到杂乱无序的原生状态。新历史小说中

个人化历史的叙事由此展开。网络新类型小说中

的历史叙事大多采用这样一种历史视角,许多历史

事件的因果关系被写手们重新书写,让更多的偶然

在历史的演进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偶然如同潜藏

于历史之中的上帝之手,拨弄着历史中人的命运,
使历史看起来更诡谲斑斓、摇曳生姿。

另一个鲜明的现实烙印是商品观念。今天,市
场化、商品化等观念早已逾越了经济的范畴渗透到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影随形地进入文化乃至无

意识层面。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

带上了这样的印记。盗墓小说的主人公一次次冒

着不可预知的危险进入墓葬,除了对未知世界不可

遏制的好奇心,无不与求财之心有关,盗取地宫中

深藏的稀世珍宝是他们以身犯险的最大驱动力。
不管是《鬼吹灯》中的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杨,
还是《盗墓笔记》中的吴邪、吴三省等都是觊觎古墓

中文物的盗墓贼,他们面对地宫中的宝物时常常会

情不自禁地为它估一个价,面对文物,他们最直接



的反应是文物的经济价值而非文化或艺术价值。
穿越小说中商品观念的渗透更有意思,在一部

分讲述现代女性穿越到古代为妃为奴甚至为妓的

小说中,居然会让这些满脑子市场经济观念的现代

女性在古代经起商来。如叶微铃《穿越庆历商路》
里现代银行职员碧菲穿越时空来到宋朝,不仅开办

了玻璃厂,还开办了第一家全国性银行,发行了第

一代全国性纸币,原来,历史上记载的北宋第一次

出现的名为交子的纸币竟是由她发行的。又如那

那《何处金屋可藏娇》女主角陈娇穿越为西汉的陈

阿娇,从长门宫逃出后,从事商业,她不仅将现代的

复式记账法带到了西汉,还在这个记账法中引入了

阿拉伯数字“0”,甚至引入了“股份、技术入股”等现

代商业概念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再离奇

的想象也脱离不了一定的现实基础,想象,与其说

是对现实的背离,不如说是现实的重构,是网络写

手们在小说中运用非凡的想象力重构了一种现实。
这三类小说有时也会彼此交错融合,玄幻不排

斥穿越主题,盗墓常常会有玄幻成分,有些文学或

综合性网站读书频道在作品分类上会出现几类作

品的名目彼此混杂的情况。特别是这三者又常常

会与武侠小说融合,因为这三者小说类型中常会带

有某些武侠的元素,如作品的主要人物身上会具有

某种侠义精神,或与某些武侠人物原型重合。这些

作品中人物身上表现出的侠义精神跟网络武侠小

说中侠义精神的发展大致同步,都超越了传统武侠

中替天行道、重义轻生和港台新武侠时期“侠之大

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观,而更多体现出突破传统、
张扬个性的精神内涵,其“江湖图景”更多地体现为

“后现代的现代追求”[14],体现的是“后江湖景观与

侠的当代性超越”[15],这在本质上与写手与读者所

热衷的网络的自由精神也是相契合的。因此,不管

是想象的“江湖”世界还是臆造的异时空,不管描绘

得如何光怪陆离、匪夷所思,就精神内核来说,所折

射的仍旧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世界。
重构的现实与既有的现实之间的核心区别,表

现为时空对比中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成为网络新

类型小说中最具有文化意味又最具戏剧性的矛盾

冲突。以穿越为例,现代女性穿越时空和古人谈一

场风花雪月的恋爱,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

情,按照传统伦常观念来看,更是不可思议。而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恋爱故事中,从社会地位来看,
往往都是男尊女卑,男主人公不是帝王,就是皇室

贵胄,至少也是富家公子。但随着恋情的发展,男
女主人公的位置往往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男主人公

逐渐放下自己高傲的身段,俯首于女主人公身畔,
真正使他们折服的不是女主人公的美貌、贤淑等传

统女性的美德,恰恰是这些女性身上的现代风范,
或天真洒脱,或桀骜不驯,或冒失粗疏。她们连古

代女子最起码的礼节都学不周全,更遑论三从四德

了。这里所显示的文化冲突是双重的,既包含历时

状态下女性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包含共时

状态下爱情观念上的性别差异。这种文化冲突也

可以表现为其他方面,如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的冲

突、现代文明与原始蒙昧的冲突等。这些冲突既成

为小说情节的重要推动力,也折射着现实的光芒。

  四、想象的迷途:背对现实的写作

作为网络小说的新类型,玄幻、穿越和盗墓小

说的创作,为中国文学想象力的全面复苏进行了有

益的尝试,对传统方式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但这些创作实践也还存在一些认识的迷误。
首先,我们在肯定想象力高扬的同时,也不得

不面对一个事实:这些网络写手几乎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逃避现实。比如玄幻小说,尽管张颐武对它基

本肯定,但也认为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像,一种

‘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

构”,没有“沉重感”,缺乏“对于中国的反思和追

问”[16]。尽管有时我们能在他们高蹈的想象中看

到现实的影子,但那毕竟不是他们主动的姿态。他

们选择的是背对现实,走向异域或过去。穿越小说

大多写主人公穿越到古代之后,凭借自己现代知识

的优越性,取得政治、经济、爱情等各个领域的成

功,并享受成功之后的幸福生活。但即便拥有这些

知识,她们在现代的生活却是困顿焦虑、捉襟见肘。
在这样一个欲望膨胀而又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不由自主地为物质欲望所驱策,而当现实欲望

无法实现,于是采取背对现实的方式,让自己所有

的欲望在转换或臆造的时空中得到实现和满足。
其次,以女性为主体的穿越小说中常常流露出

女性观念的迷乱。一方面,写手们笔下的女主人公

大多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颇有才华,穿越到异时

空之后,运用现代知识与才干赢得全面胜利。无论

是朝野的明争,还是后宫的暗斗,她们都能在施展

才华的同时,保留率真豁达、敢爱敢恨的个性。在

她们的身上表现出女性独立的现代追求,这种追求

与现代的性别观念是合拍的。但另一方面,小说中

的现代女性到了古代之后又无不陷入情感的漩涡,
她们赢得胜利虽与她们个人的聪明才干有关,但最

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旧是有权势的男子对她们的青



睐与追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胜利仍

旧是依靠征服男人的心而获得的。而且,这些作品

中用大量的篇幅来渲染和铺叙后宫的争斗、妻妾之

间的争风吃醋,尽管从故事发展来说有一定的合理

性,并能有效地吸引大众眼球,但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主人公身上应有的现代意识的光辉,甚至使主

人公从一个独立新女性蜕变为依附性甚强的传统

小女人,折损了作品的思想性。
最后,值得重视的是关于玄幻小说和盗墓小说

“装神弄鬼”的争议。最早批评玄幻小说“装神弄

鬼”的是陶东风,他以2005年度“新浪网”评选出的

“最佳玄幻文学”前三名《诛仙》、《小兵传奇》和《坏
蛋是怎么炼成的》为例,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已进入

装神弄鬼的时代”,“装神弄鬼作为一种掩盖艺术才

华之枯竭的雕虫小技,只有在想像力严重贫乏或受

到严重控制的情况下才会大量出现”,进一步认为

这里存在着“价值迷乱”,反映了犬儒主义思想在当

下社会的盛行[17]。陶东风所批评的“装神弄鬼”现
象在此后的盗墓小说中愈演愈烈。为了营造作品

的奇幻、恐怖情境,盗墓小说发展了玄幻小说中的

灵异玄奇想象,又融合中国传统的鬼文化、风水文

化元素,使作品增加了更多惊竦悬疑的色彩。如

《鬼吹灯》中大量出现的鬼墓中的尸变、尸煞、尸洞

等现象,这些无法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的奇异描

述,无疑增添了作品诡异、恐怖的色彩,但显然有悖

于科学精神,有堕入迷信的歧途之虞。
以上这些文化观念上的局限性,既是这些网络

新类型小说饱受质疑乃至诟病之处,也是这些类型

化小说亟待突破的瓶颈。
作为近年来网络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类型,玄

幻、穿越和盗墓小说无疑是最能体现网络文学特色

的小说类型,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想象力的无限升

腾,这给新世纪文坛带来一种新鲜、神秘、奇特的质

素,也给偏向于写实的传统方式的文学创作以巨大

的冲击。但这三类网络小说的想象方式与空间又

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想象中所体现的

文化观念上的矛盾与局限仍与现实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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