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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文学是指那些在题材选择、故事场
景、人物设定、审美趣味等方面有着比较定
型的类型化倾向的、读者对其有着固定的阅读
期待的文学样式，长期以来类型文学在读者中
具有广泛影响力。纵观国内外文学发展史，尽
管注重娱乐化和流行性，类型文学还是留下了
不少经典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
底两万里》，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等，这些作品虽然产生在不同文化中，却在相
互交融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网络文学类型方阵形成

类型文学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它的产
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一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的精神诉求多向
度，审美趣味多元化，受众有想象力渴求；
二是大众写作的反复尝试与读写互动产生动
力；三是题材选择的丰富性与写作方式的开
放性；四是要求作者具备完整的知识谱系和
文化传承意识；五是商业文化相对发达。类
型文学一般具有较大的文本构架，需要较长
的创作跨度，无论是报章连载还是在线写
作，如果缺少粉丝的追捧，作者要保持良好
的创作心态不是一件易事。而在线写作在这
方面显示出了优势，其互动性不仅给作者带
来了信心，也为作者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土
壤。经过长期创作实践，网络文学探索形成
了特有的类型化方略，首先是遵循传统类型
小说的基本法则，如体现主流价值观、实现
人性关怀、表达家国情怀和爱恨情仇等人类
情感原型等，其次是达成了读写之间的“无
缝对接”，在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元，更贴
近读者需求，适应市场诉求。

20 年来，中国网络文学以类型化为主要
创作形态，在不同领域进行创作实践，目前
的类型，大致分为玄幻、奇幻、仙侠、架
空、穿越、武侠、游戏、竞技、都市、言
情、军事、历史、科幻、抗战、童话、明星
等60多个大的类型，它们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为近百种小的类型，其内容与形式各具特
色。同时，类型之间的相互借鉴和混用已成
为常态，也就是说类型文学在网络上形成了

自己的生态系统，类似于文学流派的各种
“流”与“文”（如洪荒流、无限流、民国
流、技术流，种田文、重生文、抗战文、总
裁文、兵王文、轻小说等），都拥有自己的固
定粉丝群。

硬核技术流渐热

类型化倾向是文学的一种常态，在网络
文学领域这一常态经历了由小众到大众再到
分众的过程。可以这样说，网络类型文学的
迅速发展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谱系，为中国
文学开创新的空间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其创
作门槛相对较低，给广大写作爱好者提供了
话语舞台，经过大浪淘沙，一批“80 后”、

“90后”有实力的作者脱颖而出，为创作队伍
提供了新生力量。

在中国移动阅读成为网络阅读的首选方
式之后，分众化阅读模式渐趋明朗，受众对
类型小说有了更高的心理期盼。很长一段时
间，网络小说背负着“胡编乱造”的坏名
声，但近年来一批有追求的作者开始关注作
品的“真实性”。10年前，技术流小说甫一出
现，读者欢欣鼓舞的看热闹，如今却是在看
门道，齐橙描写工业改革的小说 《工业霸
主》《材料帝国》提升了这一类型的门槛，此
后不仅现实类出现了技术流，幻想类作品亦
然，爱潜水的乌贼的异界大陆小说 《奥术神
座》 以物理科学为基础，开创了在异世界崛
起的新思路，方想的科幻小说 《卡徒》 则描

写了一个以卡片为核心的流派林立、利益纷
争的联邦社会。

最近“硬核技术流”这一名词在网上成
为热词。先是彩虹之门继 《重生之超级战
舰》 之后的科幻力作《地球纪元》受到读者追
捧，随之医学题材小说《大医凌然》和都市题材
小说《天工》也在网上引起热议。所谓“硬核技
术流”，是指客观、冷静地观察描写生活，揭示
生活的本质，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幻想题材，
都以追寻事物的客观真实为目的。《大医凌
然》 描述的是纯粹的医学世界，很多细节连
医学专家都难以挑出毛病。《天工》讲述顶尖
文物修复师苏进重生在一个新的世界，运用
绝技修复破损文物的故事。

女频文也同时出现了“硬核”的概念，
如会做菜的猫的现代都市小说 《美食供应
商》 和米兰的古代美食题材小说 《司宫令》
从不同角度切入美食世界，都有各自十分巧
妙、严谨的设定。会做菜的猫自己经营过餐
厅，小说中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而是通过
蛋炒饭、清汤面、凤尾虾、东坡肘子等一道
道美食将全书连缀起来，美食才是真正的主
角。《司宫令》以南宋美食典籍《中馈录》作
者浦江吴氏为原型，力求做到每一道美食皆
有出处，在古代美食类型文中有了较大的突
破。丁墨和玖月晞的推理言情小说 《他来
了，请闭眼》《亲爱的阿基米德》，森林鹿的
古代都市小说 《唐朝定居指南》 等作品都是
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含量的类型小说。不难看
出，类似的创作倾向正是网络类型文学向传

统文学的致敬。

类型文学经典化追求出现

类型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明显
的裂变，集大成者往往会背离原有的类型原
则成为新类型的开创者，或跨越类型融入新
的艺术创作领域，用脱胎换骨来形容这种裂
变并不为过，这种变化在网络上俗称“开脑
洞”，这无疑是对类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深
入发掘和外延拓展，如《家电人生》《天道图
书馆》《放开那个女巫》《从前有座灵剑山》

《大王饶命》《我有特殊沟通技巧》 等作品，
虽然作者神格不高，但作品清新脱俗自成一
体，为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吹来了新风，证明
类型文学创作永无止境。从有形中来到无形
中去，从商业中来到精神中去，是类型文学
经典化的必然之路。

跨类型创作尽管风险很大，却挡不住网
络作家实践的步伐，唐家三少以玄幻小说著
称，在创作十多部幻想题材作品之后，推出
了《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拥抱谎言
拥抱你》两部现实题材作品。历史小说大神月
关从《回明》出发，经过《醉枕江山》《步步
生莲》，再到 《逍遥游》《龙王觉醒》 和 《大
宋北斗司》，一改当年的历史文写实套路，作
品中加入大量幻想元素。更俗同样剑走偏锋，
从古代军事文《山河英雄志》《枭臣》起步，到重
生文《重生之钢铁大亨》、玄幻文《大荒蛮神》再
到现实题材作品《大地产商》，一直在不断变换
中寻找自己的创作之路。作为一种探索，尝
试不同类型的写作，或许是一个作家的使命。

网络文学的出现为类型文学迅速提速，
并使类型文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网
络上类型之间的相互借鉴和混用已成为常
态，也就是说类型文学的系统已经在网络上
形成，它的内在流动十分迅捷，但也存在同
质化的问题，大量跟风是网络类型文学的一
大弊端。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的类型文学创
作还处在粗放型阶段，理论研究也相对滞
后，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网
络类型文学有待深入研究。

不久前，俞胜的散文集 《蒲公英的种
子》 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散文集
汇集了作家近20年来创作的篇章，正如苏轼
所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蒲公英的种子》不仅记录了俞胜人生旅程中
的20载，更见证了如他一般青年一代生活时
代的投影。

就创作而言，有的作家擅长写“小”，有
的作家擅长写“大”，而这里所说的“小”和

“大”，并不是指格局的大小，而是落笔和着
眼点的“大”与“小”。就俞胜的散文创作来
说，多篇写“小”——以小见大，正如其在
后记中提到的，他第一次发表在报刊上的文
章是《校园里的塑像》，这一篇写的是中华奥
运第一人刘长春教授，在面对伪满洲国的阴
谋时，发声“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
只代表中国，绝不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在刘长春的身上，
他感触到何为浩然正气？何为理性崇高？因
而在文中说出了“这是最令我崇敬的人，人
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与执着的信念”，作
家感受到刘长春教授身上质朴的爱国正气，
并因此联想到“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
砸不破的铜豌豆精神”。而在《秋是一点一点
来的》 一文中作者又感慨“若是有一天你感

叹，这么大岁数了，自己这辈子怕是要一事
无成了，你要为年轻时的碌碌无为和虚度年
华而羞愧呢。”从中不难发现，作者是个有着
敏锐洞察力和文字亲和力的创作者，正是他
的这种细腻和从微小处着眼，让其能够轻松
发现庸常生活中那些时常被人们忽视的细节
与点滴，作家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人、事或
者物上，生发出人生哲学，耐人寻味。

俞胜的散文创作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
的一种把握以及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俞胜
也曾坦言，若是非要将自己的创作分门别类
的话，那自己的创作应该属于“为人生”一
派。纵览俞胜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
其多篇散文的行文中间充满了温热的人性美
好：在 《蒲公英的种子》 一文作家巧用蒲公

英的生命特性来借喻人们在“野蛮生长”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离情别怨与人生有时的无可
奈何。可以说，俞胜以其个人化的文学方
式，记录了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人的一种
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也给读者提供了一次
思考人生、反观生活、认识世界的契机。而
在创作上，俞胜不喜欢那种逃避时代、无病
呻吟式的写作或矫情，可以说他的文字在记
录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
下这个纷繁庞杂的社会与时代。

俞胜的散文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意
美，他灵活化用各类古诗古词，几乎每篇散
文中都有几句应景而生的诗词，在 《故乡的
柳》 一文的结尾处“此夜，我又‘曲中闻折
柳’了，想起故乡的柳，想起柳边的姐姐来

……”经过这番“化用”使看起来比较普通
的文字多了几分意境，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
的游子之思越发醇厚、越发浓郁。

整部散文集汇集了作者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的人生思考：思考历史、思考人生、思
考未来，也正是有了这种人生况味的诸般思
考，使得作家面对生活时，不免有一种处变
不惊的从容和优雅。

著 名 作 家 刘
庆 邦 是 文 坛 常 青
树 ， 年 近 七 十 而
笔 耕 不 辍 。 他 三
十 多 万 字 的 长 篇
小 说 新 著 《 家
长》 甫 一 问 世 ，
便 赢 得 了 广 泛 关
注 。 这 部 作 品 写
了 一 个 名 叫 王 国
慧 的 母 亲 ， 为 了
儿 子 何 新 成 的 成
才 费 尽 心 思 ， 但
她 只 将 注 意 力 放
在 儿 子 的 荣 誉 和
成 绩 上 ， 而 对 儿
子 的 内 心 却 很 少
注 意 。 儿 子 缺 少
良 好 的 家 庭 环
境 ， 出 现 早 恋 倾
向 时 ， 又 不 能 从
父 母 那 里 得 到 很
好 的 引 导 ， 最 终
出现了精神障碍。

以 王 国 慧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家 长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存
在 ， 他 们 望 子 成
龙 ， 可 对 孩 子 成
长 过 程 中 所 出 现
的 心 灵 问 题 ， 解
决 方 法 往 往 失 之
简 单 。 孩 子 如 同
小 树 ， 能 否 健 康
成 长 跟 周 围 的 土
壤 密 切 相 关 。 何
新 成 从 一 个 优 秀
的 学 生 一 步 步 下
滑 ， 直 至 出 现 精
神 问 题 ， 大 家 都
是 一 个 无 恶 意 的
共 谋 。 也 许 ， 教
育 只 是 这 部 书 的
一 个 隐 喻 ， 作 家 真 正 关 注 的 是 人
格 完 善 ， 以 及 与 之 相 关 的 道 德 法
则等问题。

从农村到城市一路走来，何新成
生性善良，又敏感、脆弱。从照顾赵
老虎到何怀礼虐猫，再到与周丽娟的
朦胧恋情，何新成始终怀有一颗璞玉
一般的童心。对赤子之心的抚摸，对
真实天性的体恤，是许多优秀小说的
共同的内核。这个内核洞悉人性，观
照世相，不啻是一缕救赎的亮光。从
这个角度说，《家长》 中的何新成是
一种向善，也是一种呼唤，呼唤真与
美的魂兮归来。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以何新成
上学为主线贯穿整个故事，是一幅

《清明上河图》 式的生活画卷，也是
当下众生的心灵史，笔法老道，寓意深
刻。好的小说往往是指涉灵魂的。作
家遵循心灵的契约，把《家长》中的每
一个人物都放置在既定的场域，让他
们或喜或悲，或歌或哭，一个动作几
句对话就能让读者明了人物的内心。
这部书看似家常，但功力深厚，思想内
涵深沉厚重，且有一种宽广的悲悯情
怀。对内心的深层挖掘，对存在的终
极追问，使小说有了一种灵魂之深。
这一点使这部书远高于其他小说。

《家长》 是贴着人物写作的典
范。小说从王国慧母亲走亲戚写起，
直至麻玉华离开何新成结束，每一个
细节都极为真实生动，塑造了王国
慧、何新成、何怀礼和麻玉华等一系
列人物典型。作家有一种化平庸为神
奇的能力，许多本来十分平常的小事
儿，一旦到了他的笔下，都变得有趣
并且耐读。有时，我分明觉得人物已
然从字里行间站了起来，一颦一笑都
如在眼前。作家做过农民、矿工和记
者，生活的经历给了他无尽的财富。
书中的人物对话，既接地气，又有生
活的元气，且有明显的地域色彩。通
过这些对话，我们可以想见人物的音
容笑貌，触摸人物的性格。另外，作
家也有很强的幽默感，不少地方都写
得令人莞尔。

我有20年的教书经历，《家长》带
给我的不仅是一种共鸣，还有一种震
撼。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家长》视作
一面镜子，通过它来观照家长和学生，
观照像我这样的教师，以及生活中更
多的层面。《家长》写出了真实无欺的
教育现场，有美好的青春，有脆弱的心
灵，还有生存的局限。我们都是世界
的孩子，未来的路上，我们会一直成长
并且前行。如果我们能洞悉世风之
变，且能守住自己的内心，那便是我们
阅读《家长》的又一收获了。

司马迁在 《史记·封禅书》 中说：“黄帝
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在天神、地
神、人神三神之中，重中之重的是人神，亦
即祖神。古人在修建灵渠的时候，之所以把
灵渠的拦江大坝构筑成一个大写的“人”，
就是按照天、地、人的象征理念来规范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灵渠就是中华民族人神
文化的象征，它书写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
关于天、地、人的关系。“天人合一”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形成和维护巩固中国多
民族“和合”一体大家庭的象征。

灵渠，是一个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
故事；而我的长篇小说 《灵渠》就是要讲述
这样一个中国故事的文本。

古灵渠是沟通珠江和长江，南海和东海
的渠道，同时又是一条沟通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渠道，它不但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
化的沟通与交流，同时还实现了中华文明与
域外文明的沟通与交流。《灵渠》 作为一部
文学作品，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
号，它象征中华文化的沟通、交流是无限
的。这种沟通交流必将冲破一切封闭与隔绝
的障碍，这种封闭与隔绝的障碍包括文化之
间的，种族之间的，地域之间的，人与人之
间的。沟通、交流，与之对立的是封闭、隔
绝，这是一种“相离相合，相生相克”的对
立与统一的矛盾。这种关系，贯穿了 《灵
渠》 全书，因为封闭、隔绝的存在，才有沟

通、交流的渴望与追求，这是 《灵渠》 全书
人物和情节设置的基础。。

《灵渠》 运用“天人合一”“阴阳合一”
的理念，制作了两把钥匙和两把剑，这两把
钥匙和剑，是打开封闭与隔绝之门的象征。
钥匙象征智慧，剑则象征勇敢，这两者象征
沟通、交流需要智慧和勇敢。

古灵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与勇者的
象征，《灵渠》 则把这种象征性通过具体的
形象展现出来。史禄、西瓯君、苍梧君等在
古灵渠的选址、大坝设计与构筑、南北二渠
的开凿上，无不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超人智
慧；他们为了实现岭南与中原的沟通与交
流，用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在
天、地之间掘出一条大写的“人”字渠道
来 。 灵 渠 两 岸 ， 与 渠 道 一 同 推 进 的 “ 坟
头”；湘江岸边一棵棵刻写着中原人灵魂的

“鬼柳”，都是渴望沟通、交流的象征。这些
象征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
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的。

要实现沟通与交流，还需要有一颗诚挚
的心。《灵渠》 在尾声中，借伏波将军、湘
江才子蒋海龙与“飞来石”几经周折终于实
现了互相之间的神秘而奇异对话，象征“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

两个世界之间要实现沟通、交流，还要
有一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桥梁”。在 《灵
渠》 中，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时隐时现的“桥
梁”效应，使人物和故事情节，在奇幻的叙
事境界中，亦显得合情合理。《灵渠》 中的
相离子，是个肩负向岭南传播中原文化的半
人半仙半侠的人物。他的恩师鬼谷子把他作
为一枚棋子，从秦岭投放到五岭边缘之地的
九嶷山，要他实现中原与岭南的沟通与交
流。相离子就是一座“桥梁”的象征。在

《灵渠》 中，竹梆、耶若茗花、雒鸟等都曾
作为一种心灵的“桥梁”出现过。

“象征主义”主张通过暗示性的象征语
言，把可见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沟通起来，
使之融为一体的艺术追求，这和中国古代的

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有某种
相似之处。《灵渠》 就是希望通过象征手
法，展现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通过沟通
与交流，实现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的
融合。

《灵渠》 在运用象征手法上，立足于为
沟通与交流服务，在语言运用上，力求明晰
而准确。《灵渠》 的叙事努力采用一种画面
式的，有质感的语言，使人在阅读时感同身
受，即使在使用深奥难懂的古文时，也尽量
阐释得明白易懂。

这就是《灵渠》讲述的一个古老而又年轻
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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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聚焦

《灵渠》之灵
黄继树

诗意人生与不羁情怀
——简评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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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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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文学在网络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类似于文学流派的
各种“流”与“文”，都拥有自己的固定粉丝群。

●所谓“硬核技术流”，是指客观、冷静地观察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
本质，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幻想题材，都以追寻事物的客观真实为目的。

●从有形中来到无形中去，从商业中来到精神中去，是类型文学
经典化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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