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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博客的文学书写 

聂　茂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博客为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提台了崭新的平台，名作家开设博客的内在动因与门户网站追求影响力、知名度和人
气不谋而合，其个人话语通过博客在网络公共领域得到最大程度的肯定，博主在博客之中的言论趋于自由状态，个人话语与

公共话语实现一种类似等价关系。普通人乐意于享受这种作为主角“被观赏”“支配话语”的角色，并通过“链接”等与其他

博主形成有效互动，形成自己的博客关系圈。名作家博客的生存样态和精神书写成为消费时代文化镜像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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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名人博客最早始于 ２００５年 ９月。当余
华、张海迪、陈染、吴小莉、闾丘露薇、徐静蕾、郭敬

明、韩寒、潘石屹、王石等众多名作家、艺人、名导

演、媒体大腕忽然齐聚一堂的时候，社会的关注度

可想而知。然而，一年多后，名人开博热情大减，一

些早期开过博客的名人纷纷关闭了博客。原因固

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名人们没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包括心理承受力）来应对泥沙俱下的

网民。尽管如此，一批真正热爱网络的名人并没有

受此影响，他们继续打理自己的博客，乐此不疲。

本人很早就关注名人博客这个现象，并在２００６
年发表过《名人博客的传播特征》等文章，得到《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全文转载。随后，我一

方面继续从整体上予以关注，另一方面把关注的视

点缩小，即更多聚焦到名作家博客的研究和分析

上，对名作家博客的广泛性、代表性和权威性进行

深入的探讨，目前正在撰写《文学场域中的名作家

博客》和《名作家博客１００》两本专著。当然，我所
关注的名作家是按照中国作家协会或文学批评的

传统分类方式，即主要分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

报告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网络作家六大类别，

着重考虑三个层面：一是作家在文坛的影响力；二

是作家及其博客在社会的美誉度；三是博客作家本

人对网络的重视，即博客内容更新的频率。这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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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近年来在名作家博客方面的研究重点。作为这

个研究重点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主要从网络的力量

与文学的变迁出发，认真分析博客文学的生存样

态，并从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消费心理等维度对

名作家博客的精神书写和文学影像进行阐释，以求

教于方家。

　　一　网络的力量与文学的变迁

网络无处不在，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

伴随网络而来的博客书写使文学的发展变得空前

的复杂和难以把握。

众所周知，网络媒介被称为“第四媒介”，因为

它不同于电视、报纸、电波等等，这意味着它对传统

媒介是一种补充、拓展和丰富。按照麦克卢汉的说

法，网络不仅延伸了话语，而且延伸了人的眼睛、耳

朵、大脑、手、脚等等［１］，人们了解世界、看新闻、购

物、学习等均可以通过网络实现，这不得不说是媒

介的一次飞跃，更是传播学上的一次革命。与此同

时，网络媒介也被称为“第二世界”，也就是虚拟世

界，这个虚拟世界最大限度地参考了现实世界的规

则，并且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着它的法则。起初网络

的作用仅仅是方便现实中的一些行为，比如视频会

议、线上讨论、网络购物，是为现实社会的种种需要

服务的。通过电脑这种信息终端，它兼具传统媒介

的即时性、生动性、准确性和便捷性，同时，它将信

息和知识以海量的方式送到受众面前，以链接为手

段形成数据库，把传播内容以类似“细菌繁殖”式的

速度和数量呈现。这种传播方式不是单一的、呆板

的，也不是电视或者报刊传播内容的固定不变，因

为文字一旦发表在报刊，节目一旦录制上了电视，

它所蕴含的信息就“固化”了。当信息不是以单一

的方式和内容出现于受众时，受众就拥有了对传播

内容说“不”的权力，也就是拥有了对信息的参与权

和选择权，这种权力是主动的，而非传统媒介的被

动式选择。网络媒介让受众享有的不仅仅是想什

么的内容，也赋予了受众怎样想的权力，这一权利

让受众拥有足够的能量去影响媒介。同时，网络媒

介让受众可以参与到信息的发布，受众开始制造公

共话题，在此情形下，传统的大众传播界定变得模

糊，传播不再是单向度的由媒介到受众，而变成了

一种“媒介———受众”与“受众———媒介”的双向度

过程。因此，从话语方式、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

语结构到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渠道等等都有

了很大的改变，网络媒介对传统大众传播进行的不

只是革新，更是一种后现代的“颠覆”和“肢解”。虽

然，网络世界作为虚拟的第二世界，但它的意义却

是实实在在的，它改变了信息更迭的速度，其许多

法则和理念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法则，并深深影响着

现实社会，成为当下或者说时尚的前沿，不再仅仅

是由现实而网络，很多人的思维已经转变为由网络

而现实。可以这样说，传统当中话语总是从少数人

流向多数人，而网络时代的话语呈现的发散模式则

让话语实现从少数人向多数人、从多数人到更多人

乃至全体大众的迅速扩散。

只有充分意识到网络的力量，以及网络时代话

语模式的革命，网络时代的作家创作和文学发展才

不再单单是作家个人的创作实践。诚然，由于网络

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很多从传统模式走出来的作家

并不习惯它，也不在乎它，在他们那里创作仍旧是

个人事件，他们将自己关闭起来，保持创作的“独立

性”。而更多的作家则接通“天线”，打开一扇新的

窗口，直接面对民众，让民众知道自己所想、所知和

所为，甚至有作家直接让受众参与到自己的创作当

中，进行即时创作和共同创作，如蒋子丹的长篇小

说《囚界无边》就是在读者的参与下完成的。作家

在第一时间将作品呈现给读者，并同时听取读者的

意见和建议，在及时沟通的前提下进行创作，这种

创作方式的出现最早是以 ＢＢＳ这种最简单最普遍
又十分重要的网络模式展开。这里，我不得不提到

几个重要的中文网站，这些网络的创办者都是文学

场域中最早吃螃蟹的人。例如，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 ２５
日，美籍华人朱威廉创作的一个个人主页，“榕树

下”由此诞生。该网站坚持“文学是大众的文学”，

倡导“生活·感受·随想”，使文学通过网络这一快

捷的载体真正变成了大众的文学，使许多爱好文学

的人好梦成真。１９９８年晋江电信所创办一个小
ＢＢＳ，后有了“晋江文学城”和“晋江原创网”，也就
是“晋江文学”；１９９９年３月，“天涯社区”创办，以
其开放、包容、充满人文关怀的特色受到了全球华

人网民的推崇；１９９９年 ８月，“红袖添香”网站创
办，后来成为全球领先的女性文学数字版权运营商

之一，中文女性阅读第一品牌。２００１年，几个热爱
武侠文学的伙伴创建“潇湘书院”，今天它是重要的

中文原创文学载体。２００３年 ５月“起点原创文学
协会”创办，也就是今天的“起点中文”，它还在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开创了在线收费阅读即电子出版的新
模式，彻底改变了原创中文网络文学的局面。它们

像“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样，为中国文学输送了一大

批新生代力量。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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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网主要的运作模式几乎和后来的博客一样，都

可以看做为作者在网站中开辟自己的“部落格”

“个人空间”，创作自己的“文学日志”，供读者欣赏

和评论，只不过它们是以专业论坛的形式网络读者

受众汇聚于此，而实际上，博客的最早出现之时和

这些中文网站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但是，博客

中的个人日志与专业中文网站中的个人创作毕竟

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恰恰催生了博客文学的

发展与繁荣。

　　二　博客文学的生存样态

博客（ＢＬＯＧ）的兴起已经有十几年历史，它是
一种个人性质的网页（非网站），这种个人网页依托

于大型的博客网而存在，由博客网站提供模板、数

据存储，但是，网页经营、设计、书写权归网民博主

所有，博主可以在博客网站通过注册相关信息以完

成个人网页的创建，然后再在网页上发布与更新信

息。具体来说，博客又译为网络日志、部落格或部

落阁等，是一种通常由个人管理、不定期张贴新的

文章的网站。博客上的文章通常根据张贴时间，以

倒序方式由新到旧排列。许多博客专注在特定的

书上提供评论或新闻，其他则被作为比较个人的日

记。一个典型的博客结合了文字、图像、其他博客

或网站的链接及其它与主题相关的媒体，能够让读

者以互动的方式留下意见，是许多博客的重要要

素。大部分的博客内容以文字为主，但也有一些博

客专注在艺术、摄影、视频、音乐、播客等各种主题。

博客是社会媒体网络的一部分。较专业的博客网

站有“中国博客网”（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开通）等，
传统的门户网站以及各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站

也兼有博客专区，并且博客主人和受众众多，比如

新浪博客、搜狐博客、网易博客、百度博客、天涯博

客等等，在这其中，尤以新浪博客明星效应最大、社

会影响最广。

像信息时代的很多文化产物一样，博客最早出

现在西方，它可追溯到１９９３年。这一年的６月：世
界上最古老的博客原型——— ＮＣＳＡ的“Ｗｈａｔ＇ｓＮｅｗ
Ｐａｇｅ”网页诞生，它主要是罗列 Ｗｅｂ上新兴的网站
索引，这个页面从 １９９３年 ６月开始，一直更新到
１９９６年６月为止。到１９９４年１月，ＪｕｓｔｉｎＨａｌｌ开办
了“Ｊｕｓｔｉｎ＇ｓ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Ｊｕｓｔｉｎ的个人网页），不久
里面开始收集各种地下秘密的链接，这个重要的个

人网站可以算是最早的博客网站之一。对于中国

民众来说，在网络上发表博客的构想始于１９９８年，
两年之后开始真正兴起。２０００年博客也正式开始

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但是，当时只有一些博客专

业网站，博客并没有收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也没

有受到各大门户网站的关注，所以，博客在初进入

中国的那些年业绩平平，主要由一些新创立的专业

博客网站参与，形式主要为论坛模式，效力却不及

论坛，因话语平台单薄，个人日志消失在芸芸网络

话语中，威力未得显现。然而，正如阿基米德所说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这句话用在网

络时代的话语传播领域再合适不过，一块石头可以

搅动大海，一只蝴蝶可以引起一场风暴，网络时代

就有这种特征。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人，一些普通

又不普通的文字改变了博客的命运，一个“小人物”

撬起了博客的命运，而今天再回头看，一个“小人

物”制造的是“大事件”，后来，这“小人物”也成了

“不大不小的人物。”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９日，一个叫木子美的南方女人
在她的博客上，以惊人的勇气和冷漠的邪气写下这

样一段与众不同的文字，题目就叫《以自杀对抗他

杀》：“一天平均发五小时呆，想一次自杀。这样想

会上瘾的。只要没有真的自杀，就还能过下去。我

不敢啊，胆小啊。只要一天没有自杀念头，就会怀

疑幸福。没理由啊，我怎么能够，无痛无痒。平均

一天发五小时呆，想一次自杀。”［２］这段文字不长，

却像一头野兽，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欲望施虐的时

代。这些文字便成了木子美《遗情书》自我暴露之

怪异的开端，它仿若一朵恶之花，顿时吸引了大众

的眼球。木子美审丑的文字和勾人的欲望一发不

可收拾。是年８月，当木子美那一篇又一篇如《金
瓶梅》一般暴露的文字娓娓讲述她与一位鼓手全方

位的“性爱”时，她的文字火了，她的名字火了，作为

载体的博客也火了。如今，再翻看木子美那些通篇

充斥着“插入”和“尖叫”的文字时，其“三俗”之气

无处不在，将之与《金瓶梅》类比，真是高看了她。

《金瓶梅》成了经典，“性爱”也成了高雅文学，木子

美与鼓手的性爱怎能比得上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

小姐？当然，或者也不好说，若干年后，人们的审美

和思考可能不同，《遗情书》或者也能成为《金瓶

梅》第二。但是，就当下而论，我不能否定木子的

“巨大贡献”，至少可以说，她“自杀式”的书写造就

了博客的巨大辉煌，她以“低俗文字”撕开无数网民

的“偷窥欲”或者说“色情欲”，向整个世界展示了

博客传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并由此开启了博客文

学的时代大门。木子美的“隐私文学”疯传整个社

会，人人皆知木子美，人人皆知鼓手，更多中国民众

因此了解到博客，并懂得如何运用博客。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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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木子美让“网络巨人”意识到了博客巨大的社

会传播力和影响力，以及背后潜藏的巨大商业价

值，２００５年，原本并不看好博客业务的国内各大门
户网站，终于按耐不住，纷纷增设博客频道，由此开

启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博客文学新时代。

网络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数字技术快速更

迭，新的创意层出不穷，慢一拍可能就步步都慢。

所以，新浪等门户网站均具有创新意识，一如新浪

等门户网站借鉴众多中文原创网站后来也开设了

中文原创频道一样，它们应势之需，及时开设了博

客频道，博客文学也找到了发挥威力的平台。很难

想象，如果新浪等门户网站没有介入博客，博客及

其博客文学的命运将会怎样。博客不同于中文原

创网，各重要中文原创网拥有自己成功的运作模

式，众多文学爱好者和众多读者都愿意聚集，依托

它们的平台，制造影响力，并由此形成图书出版，继

而可以成为文学新星，也就是说中文原创网有造星

功能，而一般人的博客则不容易形成热点，同时一

般的博客网也很难招来名人进驻，所以，影响力不

足。门户网站介入则不同，以门户网站为平台，依

托于门户网站的超强实力和巨大的受众，更多人开

始关注博客，同时，更多的名人也开始聚焦博客。

博客也成为一种新的话语传播形式出现，博客的内

容一般包括博主自有文字、图片和视频代表博主言

论和观点，同时，博客通过互联网络或者转发相关

信息以表明博主所关注的信息以及赞同或者反对

的观点，通过更新保持其话语及时性，通过博文存

储列表保持其话语的持久性。进入博客的受众同

样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即通过评论来实现他们对博

主所发布信息的观点和看法，但是，博客领地中博

主的个人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通过删减和回复评

论），主要呈现为由信源主体向客体的单向传播，因

此，个人话语通过博客在网络公共领域得到最大程

度得被肯定，博主在博客之中的言论趋于自由状

态，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实现一种类似等价关系。

普通人乐意于享受这种作为主角“被观赏”“支配

话语”的角色，并通过“链接”等与其他博主形成有

效互动，形成自己的博客关系圈。而更多的人或受

众则基于“猎奇心理”，或者是偷窥欲或者是欣赏欲

而去访问他人的博客，于是，一时间博客成了一种

时尚，一种文化潮流。后来，新浪等门户网站又审

时度势，大张旗鼓地推出“名人博客”，更进一步提

升了博客作为话语传播平台的地位，这些名人当中

有很多是著名作家。从前一直处在纸质书本本后

的作家们，现在一个一个走到台前，意气风发地“出

现”在网上，书写自己的日志，接受大众的评论，实

现读者和作者的及时交流与沟通，读者不再是一个

人面对作家，而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集体阅读”“海

量围观”，作家原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实现的话语

影响力变成了日常的、持久的、广泛的网络话语影

响，与此同时，作家也必须直面网络语言或少数网

民们所带来的“暴力”“谣言”和“攻击”等风险。

　　三　名作家博客的精神书写

应该看到，很少有名作家愿意把自己未经发表

的文学作品直接拿到博客中“晾晒”，大部分名作家

创建博客不是用来进行文学创作或展示自己作品

的。在网上逛一圈就会发现，凡是直接在网络发表

文学创作的基本都是非名作家或一般的文学爱好

者。当然，专业中文网站除外，它们有正规的运营

机制，对发表在其上的文学作品负责，于是，也就有

了签约的网络作家或驻站作家。而博客不同，博客

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不管你是

不是有名，也不管你是不是作家。即便是名作家，

也很少有人直接将博客文章制作成出版物，当然，

韩寒等人例外，问题是并非每个作家都是韩寒，并

非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如韩寒的作品（随笔漫谈），正

因为是韩寒，所以很多不是作品的文字也成了作

品，美其名曰“杂文”。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文学

作品的知识产权是作家独一无二的隐形资本，它恰

恰不适合在博客空间直接发布，于是，我们在很多

名作家博客上看到这样的郑重声明：“本博客所有

文章版权归属所有，不得私自转载和采用，如
有需要，请联系邮箱。”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说起来像个悖论：博客原本就是展示个人隐

私的地方，但是，作家们偏偏又不能放心在这个上

面展示自己最隐私（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品，那么，

新浪等门户网站为何要开辟名作家博客专区？名

作家开博客的动因何在？受众能从名作家博客之

中得到什么呢？

门户网站开辟名作家博客，自然是为了影响

力、知名度和人气，而名作家开博客的动因主要也

是为了影响力、知名度和人气，这是商业时代的价

值特色，二者神交已久，真是一拍即合，相辅相成。

新浪为名作家提供了平台，名作家为新浪赚够了人

气，提升了品牌，扩大了影响。如前所述，名作家博

客的内容很多并非作家们文学创作的首次传播形

式，但是，名作家博客文字毕竟也是作家们的文字

创作，总体上能够彰显作家们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特

色。语言是文学的生命，语言也是作家们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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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二法宝，只要是作家的语言，就必然有作家的

创作，可以说，除了小说（以写小说为主），散文、诗

歌、报告文学、杂文、评论和国学等文字均能在作家

博客中找到蛛丝马迹，甚至还有一些文字真的是作

品的第一次传播。退一步讲，以小说为例，即便不

是第一次传播，而是转帖，或者传统出版后的数字

化发表，在作家博客上也方便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整

体性阅读。比如，你可以在余华的博客中阅读到他

的《兄弟》，而这不需要你花钱买书。

尤其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名作家创作的隐秘

性，名作家生活的神秘性，名作家们的轶闻趣事，等

等，无一不是读者十分乐意了解的。有了博客这样

的个人空间，名作家借此从幕后走向台前，卸下面

罩，展示“真我”。博客记录了他们生活和工作，志

趣和爱好，人格和性格，乃至吃喝拉撒和狐朋狗友

等方方面面。基于原始的“偷窥欲”和“认知欲”，

受众去“围观”和阅读，由此可以了解作家的丰富个

人世界，知道作家更多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从莫

言先生的博客中知道莫言先生原来也喜欢书法，并

乐此不疲，将提携人的打油诗也贴出来，供人一笑。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名作家开辟博客，很多只是“玩

票”性质，凑凑热闹，尝尝新鲜而已，但是，由于名作

家本身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访问量依然很高。最

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叶永烈，当他在以女儿名字命名

的博客上发文，观看者廖廖。而当他在以自己名字

命名的博客上发文，围观者极多。我们再以金庸先

生的新浪博客为例，它只有一篇文章，具体说是一

个简单的《声明》。这篇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７日的声明
主要是讲有人盗用他的大名在博客上发文，而他自

己其实是不会电脑，虽然在学习电脑，但至少这一

二年内不会在博客上发文，云云。［３］很显然，这样的

声明似乎是“不是文章的文章”，受众欢天喜地以为

可以见到金庸先生的“真迹”，但进去之后可能会失

望，当然，还不至于完全失望，因为，此文章配有一

张图片，表明这是金庸先生亲笔题写的文字。我们

由于得知，金庸先生根本就不玩网络，即便是这篇

“声明”，也是由新浪管理员发到博客中间。另外，

这篇文章上还有一篇奇怪“消息”，内容是“金庸大

师独家做客新浪 征集广大网友提问”。就是这样

的一句话博客，却也有一百多万的点击量。不管有

没有文章，新浪要的是金庸先生的名头，有了这个

名头就可以制造影响力，就可以获得聚宝盆。从中

我们不难发现，经过门户网站认证的名作家博客实

际上更是一个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是名作家本人

的精神栖息地和信息发布的平台。一些名作家常

常会用博客记录自己参加了什么活动，见到了什么

人，或者出版了什么书籍，等等。在这一点上，郭敬

明和郑洁渊等人做得尤其出色，他们把博客当成了

理想的广告发布地。郭敬明的博客中到处可见《小

时代》的广告，郑洁渊的博客中贴满了他出版的各

类图书和杂志，而余华甚至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帮哈

金先生做起了图书广告。除了以发布信息来制造

舆论外，博客更多时候是名作家用文字制造舆论影

响大众的“意见领袖”，他们类似于作家的官方网

站，比如韩寒博客，他的“杂文”真够杂，但是，现在

他的博客竟有近 ６亿的阅读量，且每一秒都在增
加。事实上，这种舆论影响力是名作家开设博客进

行精神书写的内在动力，甚至，这样的动力对于所

有博客开设者来说都适合。要知道，在微博没有诞

生之前，很多的社会热点或新闻舆论都是博客制

造，特别是名人博客，即便现在有了微博，名人博客

仍旧是制造社会热点的集散地。

　　四　名作家博客的文学影像

毋庸置疑，名人是各大门户网站博客专区的金

字招牌，名作家亦是，但是，名作家博客毕竟是名作

家开设和打理的，不同的作家对博客的态度并不相

同，并非每个作家特别是名作家都开设博客，开博

客的名作家也并非每个人都认真对待和精心打理。

以新浪博客为例，它是最早最专业开设名人博客的

门户网站，但是，进驻其中的名作家数量并没有想

象的那么多，更不用提开博后“玩”了没过多久，便

随即关闭博客的名作家。

在中国，网络从诞生到现在也就是３０多年的
事情。真正流行是最近１５年的事情，博客流行也
就是１０年内的事情，然而，作家一直都在，没有网
络和博客，作家还是作家。纵观名作家博客群，可

以发现成名越早、名气越大的作家一般越是不屑于

打理博客，越是不“认真”对待博客。有些牛气的作

家完全拒绝开设博客，比如王安忆、韩少功等。也

有一些牛气的作家只是玩票，博客内容甚少，打理

时间甚短，更新时间甚慢，比如余华、莫言、贾平凹

等。缘何如此，其实不难理解：这些作家成名甚早，

名气甚大，作品影响甚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忽略

博客的影响力，他们的身份同时也可能使得他们抵

触网络文字，因为，他们源于传统、坚持传统的文学

创作理念，不仅对纸张有所偏爱，而且也认为网络

是个鱼龙混珠的地方，网络文学出不了真正的好作

品。他们不愿意与网络写手平均对话，共置一堂。

此外，也不排除一些作家不会用电脑、不想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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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金庸他就不碰电脑，彭见明、阎真等人也不碰

电脑，都是坚持手写。当然，阎真和王跃文也合开

了一家所谓的“阎王工作室”，但开张之初，就在

“特别声明”上清楚地写着：“本博客为湖南作家阎

真和王跃文之私人空间，亦官方博客。文字未经授

权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如使用请支付相关费

用。”［４］实际上其中的文字并非阎真上传，他们只是

授权于他人经营博客。名作家开设博客让别人代

为经营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南帆的博客，公告为：

“本博客由福建师大一位年轻教师代为管理，所有

来访朋友的留言或纸条南帆都不能及时浏览回复，

特此公告并致歉。本博客所有文章版权归作者所

有，若需转载，请在博客上留言，得到许可方可使

用，谢谢。”［５］

作为一种文化影像，很多成名已久的作家其志

趣和心思均不在博客，同时，也不在乎博客超乎想

象的影响力，他们不仅无意经营，相反，还尽量远离

这是非之地。不过，他们想远离，但一些博客还是

想尽办法来沾他们的“光彩”，比如陈忠实就是其中

的受害者。陈忠实的博客实际上也是经其授权由

新浪网发的，结果就有了陈忠实新浪博客。实际

上，其博客又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博客，因为，其中

仅有两篇文章，一篇是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６日下午３点
发表的《告别路遥》，仅此一篇就引起轩然大波。于

是，又有了另一篇文章，即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午
２点发表的《声明》，声明如下：“新浪网发表的纪念
路遥的文章是我１５年前的旧作，我自己从未开过
博客，但新浪网登的我同意在网上发表。大家不要

把纪念路遥的一篇文章搞得太复杂。陈忠实委托

新浪网谨发此短文。”［６］牛气的作家就是不一样，他

们不需要牛气冲天的博客为他们搭桥或铺路。他

们在文学上已经了有广阔的金光大道，有无博客对

他们来说都一样，如果受众因为作家名头响而点击

进其博客，可能就会有些许失望，甚至有受骗的感

觉。而很多时候，博客并不能拥有持久的吸引力，

基于网络话语开放式的书写特征和泥沙俱下的众

声喧哗，名作家们的一些文字常常导致意想不到的

歪解，给创作者以较大的心理负担，甚至造成精神

伤害，因此，名作家关闭博客或者删除博客文章的

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余秋雨、刘震云、池莉、陈染，

等等。

与早期成名的名作家相比，青年一代的实力派

作家，特别是伴随网络时代到来而逐渐成名的作

家，他们精力充沛，思想先进，比较重视博客话语的

影响力，也喜欢博客的自由书写，因此乐于开设博

客，并且很好地经营博客，即经营时间长，更新速度

快，写作文章的态度更认真。

诚然，作家年龄和名气大小并非是决定名作家

博客经营状况的唯一因素，作家术业有专攻的领域

也和博客经营状况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诗歌的短、

平、快与博客的即时化与碎片化相适应，诗人们大多

愿意在博客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杂文、散文、小小说

和评论类文本，也容易在博客上得到“发表”。而博

客平台与中长篇小说性质冲突较为严重，没有谁愿

意将自己的原创小说拿到博客中进行首次传播，因

此，相对而言，小说家对博客的兴趣不是很大，经营

也不够认真。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早已成名的作

家群中，也体现在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家身上，比如

８０后作家笛安，其博客已经很早不再更新打理了。
很多小说家即便很好地经营着博客，也甚少直接上

传自己的小说文本，而是以散文、随笔或游记类文字

居多，原因就在于博客的个人日志特性与散文、随笔

较为契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散文家、评论家、文

化名人的博客都被塞得满满，就连很多小说家也在

进行个性化的随笔创作。当然，名作家的博客并非

全是创作，很多根本不是原创文本，像新闻类文字，

也常常见之于名作家博客中。基于博客作为话语传

播平台的独特性，名作家更愿意在其中发布各类信

息，或者进行各种“宣传”，这种博客化文字成为消费

时代比较典型的文化镜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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