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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众所周知，近年来网络
文学写作生机勃勃、势不可
挡已成不争的事实，没有人
可以估量和限定其未来发
展的无限广度与深度。但目
前无论是当代文学界、新闻
界还是研究界对于网络文
学的关注，都远远不够甚至
是严重缺席的。有人对其根
本不屑一顾，有人对其一竿
子打倒全盘否定，有人对其
冷嘲热讽甚至恶言谩骂，但
都缺乏从具体网络作品文
本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和评估，这是一种非常可怕
的失语和忽略。

事实上，网络文学的兴
盛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在经过上个世纪 8 0年代黄
金时期的繁荣后，当代中国
文学创作骤然降温。而90年
代商业化浪潮的汹涌而至，
更是稀释了传统文学的精
神贵族血液，精英写作由此
呈现出一种全线后退的颓
落之势，网络文学恰恰是在
这一情境中应运而生的。网
络文学以全民书写的方式，
模糊了文学原有的边界，不
仅宣告了一种新书写方式的
诞生和新阅读形态的形成，更
在自身展开过程中彰显了一
些令人欣喜的崭新元素。一方
面，网络文学往往依靠富有悬
疑色彩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
丰富奇特的想象力以及新潮
拉风的语言表达方式取胜，以
平民化、通俗化、日常性的审
美要求，在传播途径和吸引
大众方面显示出蓬勃强旺
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新型读
者通过便捷直观的电子屏幕
的“看”，达到了接受丰富多元
的信息、释放被压抑的情绪、
实现自我认知与精神享受的
目的。面对这一客观现实，我
们认为以积极的、切实有效的
方式，关注并推动对网络文学
的正确引导和研究尤为重要。
山东文学、齐鲁晚报和网易共
同主办的“中国首届网络文学
大奖赛”，通过文学期刊、主流
传媒、门户网站的强强联合，
以前瞻性的文化建设意识与
思路，高扬博大、开放、兼收
并蓄的文学姿态，建构网络
文学新坐标，引领时代创作
新风潮，切实推动了网络文
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积极推动社会

关注网络文学

力避小圈子评奖

带来的偏狭
本届网络文学大奖赛的特

点与亮点是独树一帜的，具体说
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联合
众多媒体举多方之力，建构波及
面广、覆盖率大的竞赛平台。与
近年来一些网站举办本站网络
文学大奖赛、参赛面较窄有所不
同，此次大赛面向全国范围内所
有尚未在任何纸媒上发表过、也
未改编成影视剧的现代体式网
络文学作品，个人投稿、团队集
体参加或网站携麾下作者统一
介入均可。大赛不仅获得了数以
万计网络写作者的积极响应，也
获得了众多媒体的大力支持。大
赛共收到参赛稿件53000多件，
小说、诗歌、散文各类体式都有，
足以证明此次大赛的覆盖力和
号召力。

第二，建立一种写作者、读
者、评论者三方良性互动的创作
模式，以营造网络大赛健康有序
的竞赛氛围。一方面作者连续推
出自己的作品，一方面评论者及
时跟进点评和分析，对开放性的
作品提出修改建议，进而参与到
新文本的再生成过程中；读者也
可以针对评论者的点评和分析
提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评论者
再根据读者反映的问题给出具
有针对性的答复，力求在意识形
态的规约、社会心理的展开以及
个体精神的张扬之间，寻找更为

复杂、更为深入的纠结点与互动
性。为及时跟进对网络文学作品
的评介和引导，大赛组织了一支
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
东理工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为
主体的文学评论家队伍，全面展
开对网络文学作品的批评论析，
既有针对具体文本进行点评或
解读的，也有针对某一网络文学
现象展开讨论的，更有针对网上
点击量较大的某篇作品展开的
观点争鸣。这种以写作者带动评
论家、评论家带动写作者的方
式，呈现出一种健康有序螺旋式
上升的良性互动形态。

第三，及时将优秀的参赛作
品推荐到传统纸质媒体二次展
出，以鼓励参赛者在创作中精益
求精不断推出水平更高的作品。
在长达半年的参赛时间内，《山
东文学》和《齐鲁晚报》的编辑从
初评委微博点评过的稿件中筛
选出优秀作品，推荐到这两家报

刊所设的专栏上刊发。刊发的这
些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与好评，《齐鲁晚报》上刊发的长
篇小说连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广
泛关注，《山东文学》上刊发的组
诗被最具权威性的《诗选刊》选
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第四，本次大赛的评选环节
设计合理，评选过程透明公开，
评选机制严密有序。我们的全部
评选过程设置了三个环节。第一
个环节是由七位初选编辑在所
有参赛作品中海选，将初选出的
作品推荐给14位初评委进行点
评和分析，初评委从中再评选推
荐出入围作品；第二个环节是初评
委集中起来讨论交流，从入围作品
中评选出进入终评的作品；第三个
环节是13位终评委经过认真审读，
投票评选出最终的获奖作品。13位
终评委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资深
评论家，有的是著名作家，有的
是网络写作高手，以力避小圈子
评奖带来的偏狭。

本次大赛开展以来，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
评 。许 多 读 者 在 网 上 挂 帖
说，早就应该举办这种具有
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网络大
赛，尤其应该大力提倡随时
跟进、好处说好、孬处说孬
的评论，这样可以正确引导
网络文学创作；许多参赛作
者在看了初评委对自己作
品的点评后留言说，感谢评
委的分析和批评，让他知道
了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明确
了今后写作的努力方向；许
多资深评论家也纷纷发来
短信和邮件，对大赛给予了
高度评价。

资深茅奖评委雷达先
生欣然接受了大赛组委会
的邀请，出任本届大赛的终
评委。他认为只有通过正确
的引导，才能建立起网络文
学健康有序的发展平台，此
次大赛对此做出了可贵的
探索和努力；北京大学教授
陈晓明(本届大赛的终评委)
说，网络文学不但受到了广
大作者、读者的追捧，更逐
步被社会所接受、被主流所
包容。针对目前网络文学所
存在的诸多问题——— 如小
说反映现实题材的较少、以
魔幻玄幻题材居多，有些作
品渲染色情、崇尚暴力、艺
术手法比较粗糙等，的确需
要切实有力的批评。本次大
赛中，初评委的许多点评都
建立在认真阅读作品的基
础之上，分析作品的优点时
有理有据实事求是，指出缺
陷时尖锐坦诚毫不留情，他
看了后很是为之高兴；海南
师范大学的房福贤教授(本
届大赛的终评委)在网上与
我通信说，“生于草根、普及
至大众、至今已经形成产业
的网络文学早已气象万千，
几乎所有中国传统文学中
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公
案小说、鬼怪小说等各式题
材和话本、传奇、演义、笔记
等都能在网络文学里找到
影子，对其置之不理是错误
而愚蠢的，评论家和研究者
理应给予积极引导。此次网
络文学大赛正是一件针对
实际、积极有益、功德无量
的好事，必将产生广泛深远
的影响。”

国内资深评委

肯定大赛作用

建构网络文学新坐标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最终奖项即将揭晓
□ 李掖平

11月底，由山东文学、齐鲁晚报、网

易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

赛投稿和选登工作结束，本月5日大赛

的初评作品已经公布。近期大赛的最

终奖项也将揭晓。历经半年多的本次

大赛共收到53000余件文章，硕果累累，

佳品不断。

6日本次大赛的评委会主席、省作协

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对本

次大赛的意义及成果进行了全

面、详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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