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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庹政 2018 年创作的长篇商业小说《商藏》，在人物、情节、价值观等方面，相较网络上其它

类似的商业小说，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升，但与文学经典相比，尚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作为现实题材

作品的《商藏》，以近乎写实的手法，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化，塑造了主人公叶山河等性格鲜明的人

物形象，展示出现实题材作品的独特魅力；但作为类型小说，其同样具有类型小说的先天不足，很难

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佳作。《商藏》的创作，为研究网络时代现实题材类型小说的创作局

限和未来发展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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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ared with other similar business novels on the Internet, Secret of Business Success, a long 
business novel written by Tuo Zheng in 2018, has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and promotion in characters, plots, 
values, etc.,  but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compared with the literary classics.  As a realistic works, Secret of Business 
Succes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and portrays characters with distinct personalities like the protagonist 
Ye Shanhe in a near-realistic way, which helps to show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realistic works. However, as a 
genre novel, it also has inherent weakness like others, so it is difficult to be regarded as a good realist works. The 
creation of Secret of Business Success provides a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cre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novels with the realistic theme in the network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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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是对传统文学创作

的一次极大冲击。绝大部分网络小说，都是以类

型比如玄幻、军事、历史等进行划分和创作的，

这有利于读者和作者有效快捷地建立联系。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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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在网络小说中比较小众，但这几年随着

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热播，各级部门的重视和扶

持，现实题材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网络作家的青睐，

随之也出现了不少有份量、高品质的现实题材网

络小说，庹政的《商藏》就是其中之一。2019 年

8 月，《商藏》获第三届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

“年度最风光文旅作品”荣誉；2019 年 6 月，《商

藏》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工作会议上被选为

当代网络文学创作工程项目；2019 年 5 月，在杭

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周上，《商藏》跻

身 2018 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年榜前十。本文试

图通过对这部热门作品的解读，分析网络类型小

说中现实题材创作中存在的局限，比如，作为类

型小说的先天不足、画地为牢、过度迎合读者、

缺少意义构建等等；同时，通过对其相较于其他

网络小说中一些新元素的分析，借此提示现实题

材网络类型小说创作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比如出

现经典作品、出现反类型化作品等。

一 网络小说与类型小说

进入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互联网的出现， 网
络小说创作风起云涌；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蔚

为大观。据中国作协 2019 年 5 月在杭州网络文学

周发布的《2018 年网络文学蓝皮书》统计，现在

网络小说有读者 4.3 亿人，注册作者 1500 万人，

作品 1600 万部。实际上，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一种

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甚至有一种说法，网络小

说是与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剧并列为四大

文化现象之一。

针对网络小说，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分野的看

法，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比，只

是发行传播方式不同，绝大部分作品水平都在及

格线下，甚至可以称为文字垃圾；另一种观点认为，

这是一次写作革命，它的历史重要性，完全可以

比拟 400 年前启蒙时代印刷对写作的冲击，完全

可以比拟小说的崛起 [1]。

凑巧的是，庹政在进行网络小说创作同时，也

进行网络小说创作的教学与研究。他对网络小说

曾经下个一个定义：“以论坛，网站，手机 APP
为平台，以年轻人为创作和阅读主体，以玄幻，

穿越题材为主要内容，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

字数多在百万以上，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具有

故事性强，口语化，及时互动，更新快等特点的

一种文学形式。”[2]

庹政从媒介、对象、内容和目的四个方面对网

络小说进行了归纳和定义，笔者认为是比较准确

的。但从这四个方面来衡量《商藏》，可以看得出来，

其与时下流行的网络小说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

如：内容是现实题材；文字功夫很好，不是常见

的“小白文”的口语化；作者是 70 后，这部小说

的读者也都是有一定年龄和阅历的；等等。所以，

除了媒介和目的相同外，《商藏》的内容和对象

不同于一般的网络小说，我个人更愿意把它归在

类型小说上来进行研究。

所谓类型小说是指那些在题材选择、结构方

式、人物造型、审美风格等方面有着比较定型的

类型化倾向的、读者对其有着固定的阅读期待的

小说样式。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认为，“类型”

在文学批评中指文学的种类、范型以及现在常说

的“文学形式”，类型文学则是指文学类型化倾

向的固定形式。文学类型化倾向应该是文学的一

种常态。我们或许要问，文学不是最强调独创性

的吗，怎么类型化倾向又是它的一种常态呢？事

实上，文学仅仅有独创性是不行的，如果每一部

作品与以往的作品毫无共通之处，是完全的独创、

完全的创新，这就势必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读

者无法在已有的阅读经验和审美经验基础上来接

受这个作品。不论是创作，还是阅读欣赏，都离

不开人类经验的积累和展开。作家的创作如果与

前人的创作没有共同之处，读者就无法基于其现

有的经验进行阅读欣赏。因此，当文学创作过程

中有一种新的因素被人们接纳并受到人们的欢迎

时，这种新的因素就会产生一种吸引力，作者会

被这种吸引力所吸引，自然地吸纳这种新因素，

而读者则会在阅读中认同这种新的因素，形成固

定的审美经验。正是由于存在着文学类型化倾向，

审美经验才有可能获得不断的积累和提高。

其实，类型小说在我国古已有之，比如古代的

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

等等。我们现在谈论的类型小说，主要还是指现代

以来的类型小说。因为只有进入到现代化社会，类

型小说才会发展得更加充分。现代化社会的市场经

济和市民阶层，是通俗文学发展兴盛的两大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小说才有了更完整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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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的发展，而网络的出现，更是从物质和技术

手段上为类型小说创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邵燕君曾经对于这种现象——网络文明下类

型小说的繁荣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中国

的网络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特例，但并不特

殊，其繁荣与中国的文化体制有关。在欧美成熟

的文学发展体系中，有版权限制，有成熟的作家

队伍，文学生产带来的大部分利润在旧媒介之下

也可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旧体制可以

延续到网络时代。而中国的文学发展恰恰没有相

关的旧体制延续，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作家、读

者分享机制，我们的类型小说处于一个空缺的状

态，然后网络进来了。就像是传统印刷文明当中

的一个蛋糕，一下子落到网络文学的盘子里了。

因为没有媒介的阻隔，其基本上像野草一样生长

着。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契机。用李敬泽的话来说，

是一个“补课式反弹”[3]。

实际上，中国的网络小说很注重分类。以起点

中文网为例，它的首页就鲜明地把网络小说分为

玄幻、武侠、军事、都市等门类，而网络作家们，

也总是和乐于把自己归为某种类型的作家，比如

军事小说写手、历史写手等。这样分类，方便读

者第一时间按照自己的阅读习惯找到自己喜欢的

作品，也方便网络作家找到自己的目标读者。所

以我们不管把网络小说看成商业小说、流行小说，

还是大众文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99% 网络

小说都是类型小说，在下面的论述中，这两个概

念可以暂时等同。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最早以传统作家身份介

入网络文学的上海作家陈村感慨，若把网络文学

局限于类型小说，会伤害到网络文学。“你把不

少属于网络文学的东西踢出去了，只剩下那种‘言

情武侠的、卖钱的、看连载的’才算网络文学，

这样网络文学以后是要倒霉的，因为你把文学越

做越瘦了。”[4] 他一再说，文学本应是百花齐放的。

二 作为现实题材作品之《商藏》的价

值与意义

这两三年，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文学作品，现

实题材都出现了不少有影响力，甚至是“现象级”

的作品，比如《战狼》《人民的名义》等等，从

中央到地方相关部门，对于现实题材，都出台了

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力推精品力作。庹政的《商藏》，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作的一部现实题材作品。

显然，庹政创作《商藏》不是纯粹为了迎合这

股潮流，据他自己介绍，这部小说他酝酿了很久，

光是资料就积累了几十万字。对于一个成熟的作

家来说，这种创作储备也很正常。庹政的另一部

现实题材小说《百合心》，也是做了 19 年资料准

备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的。

我们说现实题材，经常会跟一个概念混淆在一

起，那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并非一个简单的

概念，其有偏严与偏宽的两种思路的理解。偏严的，

在内涵与方法上都持守现实主义的原本要旨，即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

客观性与典型性；偏宽的，则主要强调富含人文

主义内核的社会性、真实性与向上性统一的基本

精神。

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密切。现实题材说

的是一种题材类型，现实主义指的是一种写作方

法，但因为面对和处理的同样都是现实，现实主

义应该是现实题材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

说，好的现实题材的写作应该运用现实主义的手

法，或者最好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这便使二者

之间有了无法割舍的种种联系。

《商藏》要写的是改革开放 40 年，这是一个

典型环境，所以它的主人公一定是这 40 年里凸显

出来的、带有改革开放时代特有气质的人物。

《商藏》2018 年 5 月开始在咪咕阅读连载，

至 2019 年结束，共计 150 万字，先后取得包括入

选中国作协 2018 年度网络小说排行榜在内的很多

荣誉，影响不小，成绩斐然。

虽然贴着类型小说的标签，但《商藏》与大

部分网络上连载的现实题材小说有很大区别——

后者通过嫁接重生文或者穿越文，随意扭曲现实，

缺少生活逻辑。

《商藏》讲述了主人公叶山河从大学毕业分

配到工厂后，工厂破产，其被推入社会滚摸爬打，

历经商海浮沉，如何从小生意人一步步成为商业

大佬的过程。小说以西川为背景（暗指四川），

时间跨度近 30 年，勾连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诸

多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国企改革、汶川地震、反

腐打黑等；主人公叶山河从初出大学的新手，到

从事过校服厂、地产公司、广告公司、餐饮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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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公司、纺织公司等很多行业工作的商场干将，

历尽沧桑。

《商藏》选择写实的方式，部分原因可能是小

说本身就有较强的自传性，前半部尤其如此。作

者自己也说过，前半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就是他

以前的商海经历，后半部则是他对一个商人的期

待。他强调自己有“一种记录时代的使命感”[5]，

他要将《商藏》写成一部西川商业史诗，一部折

射这个时代的浮世绘。读者从《商藏》的后半部

也看得出来，作者选取的重大项目和人物一一对

应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和人物，正如作者所说，

“如果要写这四十年商业活动，有一个行业是绕

不过去的，那就是房地产行业；如果要写西川（四

川）和蜀都（成都），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

那就是市委书记。” [5] 所以作者在连载的过程中，

每每有读者参与讨论，一一挑明作者企图遮掩的

真人真事、苦心布置的暗喻，预见整个事件的发展，

同时也为主人公担忧。从这个意义上所，这是很

成功的一种现实题材的现实主义写作。

《商藏》的成功还在于对于主人公，或者说对

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思想的发掘。写实性的文学技术、自传性和现实

主义目标，似乎都暗示了作为网络文学的《商藏》

是一部有着现实主义欲求的作品；而现实主义的

欲求呈现为文本的关键，在于能够为现实赋予可

理解的总体形式。其表现在《商藏》中，在于作

品对叶山河的商场生涯的描写，时刻处于“上升”

状态。这在诸如官场、职场、玄幻、军事等网络

小说中，被归纳为“升级流”写作。叶山河从最

初开办校服厂，到宾馆工作，到广告公司、书吧、

炒股、装修公司，到并购纺织厂、介入过街商场、

争夺云山国际，他的事业一步一步上升，财富数

额和量级不断增长。对此，我们可以拿他在宾馆

工作那一段经历来详加剖析。

叶山河刚刚到盛大房产打工，因为一篇报告受

到董事长赏识，亲自点名让他跟着总经理去下属

宾馆工作，担任总经理助理之职。在宾馆，他从

总经理助理开始，先后做过业务主管、公关经理、

歌舞厅经理、副总经理，受过四任总经理领导，

内部跟十多位宾馆中层干部既竞争又合作，对外

紧跟大势推出宾馆各项服务，自己也从一名新手

渐渐成为宾馆管理层的中坚力量和主要管理者，

最后内部承包了客户部和歌舞厅，赚到了他人生

中第一桶金。25 岁那年，即 1995 年，他成为了一

位百万富翁。

叶山河宾馆3年的工作过程，就是一个时刻“上

升”的状态，无论是他个人的管理能力、社会经验，

还是对宾馆内部话语权争夺，叶山河都攻城拔寨、

节节胜利，这也成为作品叙事的主要内容。所有

这些“上升”，体现了叶山河的精神状态——欲

望和进取。这里说的欲望和进取，类似于西方所

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叶山

河的底层奋斗，并展现为底层奋斗叙事的“上升”

模式。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叶山河的商场奋斗生

涯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此时恰是中国经济的“上

升期”，是“发展主义”盛行之时，叶山河在商

场的奋斗“上升”历程与时代潮流相暗合。

同时，“上升”的还有叶山河关于世界的认知、

关于商业的思考。其商业理念的树立，跟改革开

放 40 年来，整个商业秩序和商业道德从野蛮生长

状态回归到理性健康状态这一过程息息相关。

对于《商藏》这部小说，我们很难以一种简

单的通俗小说的标准去分析，尽管作家是在写一

个通俗的主角成长故事，但其中蕴藏着一种理想

主义的激情；同时，作者又坚守着一份建立在历

史考据基础上的文学化再现现实的理想，其希望

小说最终能够展示远比现实更为“真实”的东西，

带给读者超越一般经验的极致体验。

在文学欠发达而人口又如此之多的中国，文

学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它告诉大众去了解、审视、

表达生活，并学会与生活相处，进而尊重生命、

理想。显然，在小说类型中，现实题材类型小说

更合适完成这个任务。象《商藏》这种以人的一

生为坐标，直视面前这个丰富的时代，回应了许

多不同历史时期新旧问题的类型小说，远比那些

装神弄鬼的玄幻之作，更能够引导那些渴望上升

的读者，影响这个社会和时代。

三 作为类型小说之《商藏》的天生不足

称赞《商藏》成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商藏》

的不足，看到其作为类型小说创作上的局限，比

如其套路式的小说结构。

从小说结构看，《商藏》不是按照主人公从出

场开始就一步步升级的编年体顺序来布局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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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是双线法，先写一段主人公现阶段的大事

件，再去回叙一段主人公成长时期的浮沉顿挫经

历。类似的结构，我们可以从经典小说《教父》，

从庹政的另外一部社会小说《大哥》中看到。这

也说明，庹政对于这种结构是驾轻就熟、非常喜

欢的，而且是洞悉其中优劣并有意为之的。

庹政多次说到，如果只写一个主人公基层奋

斗阶段，是不好看的。他曾经举例说，官场小说

的乡镇科室奋斗，因为局面不大，事情琐碎，矛

盾冲突不激烈，场景不够华丽等，很难吸引读者。

他和其他类型作家们，为了克服这个尴尬，经常

采用一些技巧，做一些特殊的设定，比如把主人

公设定成领导的秘书，这样主人公虽然还是刚刚

进入官场的新手，级别很低，但因为秘书身份的

原因，可以介入很多足够刺激的大事件，这样就

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期待。

在《商藏》中，作者为了避免主人公刚刚进入

商场就陷入那种“块块钱”“小摊摊”的奋斗场景，

有意把这一部分经历只是作为主线的辅助和补充，

作品一开头就直接把叶山河面临的重大项目时的

思想和行动作为第一叙事对象，一开篇就把读者

带入到一个宏大商业项目场景中去，第一时间就

抓住了读者。

当然，基层奋斗那一部分也是必须要写的。这

一部分的写作，因为能够揭示主人公成长的历史

和蜕变的原因，作为前戏，其能够增加小说的厚

重感和历史感，完成对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整体

展示，完成作者史诗抒写的野心。这种结构方式，

固然能使我们看到类型小说作家的苦心，但同时

这种刻意的补充，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凸显了类型

小说的先天不足、贫血虚弱。因为其带上了某种

欲求和功利，整个创作就显得有些做作和扭曲。

对比传统文学中现实题材的《九三年》《战争

与和平》《人间喜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

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些作品不会刻意迎

合读者，不会夸张地使用某种技巧，其叙事带着

小说自有的节奏和韵律，娓娓道来，从容自信。

从这个角度上说，现实题材的大作品写作技巧的

使用是不露痕迹的，比如在《战争与和平》这样

的恐龙级现实主义杰作前面，所有的技法似乎都

不值一提。

在《商藏》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努力，不过

作为类型小说，它在集中反映某个群体的生态的

同时，只是凸显了局部，而整体上有所缺失；其

强调了某类情感和欲求，但放弃了对整个人类情

感和命运的深刻挖掘。这种缺陷显示了作者“史诗”

式写作的失败，即小说无力赋予时代完整的形式，

也无法总体化我们的现实。

同时，《商藏》试图采集那些现实中的热点、

矛盾、症结和危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和人物，编织而成，以实现对现实的具体映照，

其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其欲说还休的展

示、隔靴搔痒的阐述、缺乏深度的议论，显示出

这种作品缺乏现实题材小说应该具备的深度。换

言之，其仅仅只是就现实问题作了一个简单的文

本化呈现。因此，尽管小说的市场反响不错，但

不得不承认，其无力现实主义地把握和思考当代

社会。

著名小说理论家巴赫金认为，小说应该是时

代的充分而全面的反映，小说中应体现为一个

时代所有的社会意识的声音，小说应是杂语的

小宇宙 [7]。类型小说恰恰相反，画地为牢似的写

作使其对社会人生切入和观察注定是片面的、单

一的，很难上升到整体性的高度。类型小说的创

作方法有其明显的先天不足。很多类型小说作家，

在其作品中传播的往往是一些世俗哲学、心灵鸡

汤。比如在官场小说中，作者热衷于描写如何处

理上下级关系、如何巧妙运用权力、如何完美地

获得升迁等等，其基本不涉及政治价值与理想的

探讨。在这类小说中，官场已无政治性可言，惟

有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无处不在。庹政本人曾经

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官场小说，还被誉为“新官

场小说第一人”，对官场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他了然于心，他甚至还写了一篇题为《官场小说

批判》的文章，对这类现象进行了反省。

不少类型小说作家试图强行赋予类型小说（包

括官场、军事、商业、职场小说等）以价值视点，

但总体来说，都不太成功。庹政的《商藏》，在

这方面也作了很多努力，比如提升主人公的商业

理念、赋予他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等等，

但同时，其小说又无时无刻不按照商业小说的运

转逻辑展开叙事，遍布小说的是有意无意的商场

经验之谈，是沾沾自喜的自夸和得意洋洋的总结。

小说中，叙事者不断通过描写商场中勾心斗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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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枝末节，教导读者在商场中如何算计，如何左

右逢源，如何研究、讨好甲方，如何盘剥乙方，

如何与官员交往，如何从不同的权力人物手中获

取灰色资源，如何成为商场胜者，等等。因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藏》并不能称作是现实

主义作品，只能算是写实主义作品。正是凭借着

将“自传性”的经历巧妙地转化为读者信任的素材，

将现实主义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教导读者了解资本

运转机制、习得赚钱秘诀，其才得以被成功地提

炼成为一种可感知、可传递、可学习、可模仿的“技

艺”与“知识”。这也是《商藏》吸引读者的秘

密所在。

当然，不是说《商藏》写得不够好、不能这样写，

而是因为其作为现实题材的审美预设或者说期待

视野，与中国最当下的文学现场之间存在着某些

错位。形成这种现象有诸多原因，但类型小说本

身的局限，毫无疑问是一道加在现实题材创作上

的镣铐。从事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家，需要发挥更

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戴着镣铐跳出美丽的舞蹈。

在网络小说快速推进的 20 年里，现实题材创

作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精

品力作比例不高，部分作品主题、题材、类型同

质化、套路化严重，表现现实生活浮光掠影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了网络小说写作的创新，

使得其在类型与价值表达上出现了分离，读者阅

读这样的作品，往往只见类型不见价值，这是现

实题材网络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除了大环境影响和一些审查方面的原因，进

行现实题材创作的网络小说作者中有很大部分人

没有实实在在地扎根在所需要耕耘的土壤中吸取

养分，他们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所有的认知和

感受都来自于百度，创作的方向更多是捕捉时下

的热点。他们关注热搜和排行榜，甚至赤裸地追

风和模仿。某本书一火，往往就会出现一窝蜂的

同类型的作品。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作者缺乏原

创力导致的结果；而缺乏原创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的创作没有得到生活的滋养。这些作者

信奉“更新是王道”，在以字数和订阅数的多少

来决定收入多少的模式下，他们屈服于每日必须

码多少字的规矩。大家都在电脑面前坐上 10 个小

时，去比拼字数，而放弃了对生活的深入体验。

这样，网络小说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也扼杀

了作者的创造力。

网络小说往往从追求“爽”开始，把创作重点

放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这些技术层面，而忽

略了作品中的思想情感酝酿提炼这些更深层次的

东西，这样，文学所应该代表的生活本质及人生

意义在一些作品中消失殆尽也就不奇怪了，这也

导致这种类型的创作很难出现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经典作品。

四 网络类型小说创作的可能性变化

通过对目前类型小说中现实题材创作的局限

性剖析，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的作者能够深入生活，

提升自身素养，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拓展出足够

宽阔的历史视野，网络类型小说中也有可能出现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

（一）涌现更多具有经典性的作品

现实题材本身并不妨碍类型小说中出现经典

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这是现

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

映生活，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与方法，这就使现

实主义本身，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又具有着相当

的开放性。归根到底，现实主义创作并不排斥所

谓的类型小说。

当代文学中《红岩》《红日》《红旗谱》《创

业史》《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

海雪原》等现实主义经典小说，其内容和写作手

法是各不相同的，现实主义本身是发展的、没有

固定模式。现实主义创作的关键是作品要有现实

主义精神。

比如热播的《欢乐颂》，“在这部讲述中国城

市市场经济浪潮的《欢乐颂》中，那些挣扎于传

统社会秩序、现代资本逻辑中的年轻姑娘，恰恰

成为 50 年前《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精神传人，

她们选择着自己的道路，也选择着中国的道路。”[8]

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精神，其都跟传统一脉相承，

堪称经典。类型小说经典标准的确立不能一味攀

附传统定义，而是必须强调自身的属性———相

对于传统经典的“精英性”，类型小说的经典具

有“通俗性”和“大众性”[9] 特点。这表现在，

它是时代先进思想的传播者，是类型文学技巧的

集大成者，作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和反类型的

创新动力，能够获得当世读者的广泛接受和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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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模仿追随。类型小说的经典是没有“追认”

一说的，这正是它的“大众性”所决定的———

经典的认证者不是权威机构而是大众读者，读者

不仅是经典的接受者、传播者、评价确认者，同

时也是参与创作者。

实际上，网络文学 20 年来已经出现了不少堪

称经典的作品，但是相比海量的网络小说，这个

占比还是相当低，我们期待更多的类型作家能不

断提升自己，以创作经典为已任。

当下的网络类型小说创作中也有一些令人欣

喜的现象，比如格局视野的提升、细节处的求真，

道具、元素的巧妙利用等等，这些在《商藏》中

也可以看到。

《商藏》格局视野没的说，作者的野心很大，

小说以蜀都（成都）为驻地，纵横数万里，跨度

上百年，涉及纽约、香港、北京、东京、上海等

地，写了民国商业竞争、美国次货危机、深圳海

南开发热潮等事件，有“史诗”气魄，其对于一

些人和事也能够客观公正、全面地进行剖析，具

有一定的历史视野，其对于一些商业理念和价值

观也能够从比较高的角度进行阐述和弘扬。同时，

在宏大叙事之中，《商藏》对于蜀都（成都）的

一些地方性细节比如美食、历史传说、民俗歌谣

等的植入也比较恰当。这种建立在历史考据基础

上的文学化再现，给作品增色不少。这种宏观视

野与下层视角相结合的写作，使得《商藏》多少

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基础。

我们还注意到现实题材网络类型小说中的一

些新的潮流，比如“硬核”写作，实际上就是以

前的考据写作，其更加注重情节的真实性。这是

一种新写实主义，表现出对以前网络小说创作中

假大空现象的反思。

这些都说明，类型小说中现实题材的创作者正

在觉醒，他们已经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反省，他

们中一些人的作品已经具备成为经典的可能。

（二）出现更多反类型化作品

类型文学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类型化倾向以一

定的形式固定下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类型文

学就是搭建起一个固定的舞台，作家要在程式化

的表演中展现文学的独创性。所幸的是，文学不

仅仅存在着文学类型化倾向，而且还存在着创新

性倾向，而创新性是反类型化的，创新性倾向避

免了因为类型化而导致的文学千人一面之弊端。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在类型化和反类型化

的相互抗衡、相互争夺中发展的。即使是在类型

小说占绝大多数的网络文学中，也出现了一些反

类型的精品甚至经典，如今何在的《悟空传》，

它就是中国网络文学反类型的典型代表，其给读

者带来了极为新鲜的审美感受。

总的来说，现阶段现实题材网络类型小说的创

作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相比传统写作，网络小

说的创作更加开放、便捷。如果能够在类型与价

值上做更好的结合，更加注重从现实出发，植根

于社会进行书写，努力去发掘生活本身的真实和

美感，其创作肯定能够突破局限、得到提升，一

批具有经典意味的精品佳作也会因此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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