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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微文学正成长为一种全民文学样式———

网网网络络络草草草根根根与与与名名名人人人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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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诗歌
顾名思义，微诗歌要比一般

的诗歌更简短，是最为精炼的诗
歌。由于字数有限，微诗歌创作难
度更高，且需要语言极度精炼，其
篇幅短小却可以更快速敏锐地表
达自己的态度。

微剧本
从形式上，“微剧本”是用不

多于 5 条的微博、500 字的上限
创作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内容
上，“微剧本”题材十分广泛，涉及
科幻玄幻、浪漫爱情、儿童话题等
各个方面。

微表情
美剧《别对我说谎》掀起了研

究“微表情”的风潮。“微表情”是
心理学专业术语，指不到五分之
一秒的表情，通常却含有丰富的

信息。网友“蓝色帆船”总结出剧
中对微表情的解释：“单肩耸动、
撇嘴表示对所说的话极不自信，
眉毛倾斜代表着悲伤，眼眉向上
抬表示发问的人知道问题的答
案……”

微支付
两分钱一章的网络小说、8

分钱一本的电子版《剑桥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三五毛钱一篇

的学术论文，这些互联网上的小
金额支付，又被称为“微支付”。
网友不经意间付出的几分、几
毛钱看似微弱，但聚集起来的
能量惊人。网络“大神”甚至可
以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在网
络疯传的一张真假难辨的“网
络写手富豪榜”中，名为“我吃
西红柿”的网络写手凭借着与
网站的分账，获得 2 2 0 万元报
酬。

被“微”的

还有这些

仲夏二月是广东一家外资企业
的文员，她在微小说中讲述的故事
几乎都发生在自己身边。比如广东
台山人喜欢生吃螃蟹，就被仲夏二
月演绎成一个悬疑故事，“因为生吃
螃蟹，可以想象螃蟹身上的寄生虫
并没有死掉，它们都在肚子里旅行，
于是我就写了一个这些虫子如何在
一个女人身上捣乱的恐怖故事。”

像仲夏二月这样的草根作者首
先加入了微小说创作的洪流之中。
与传统文学创作相比，微小说不需
太严谨的写作模式，甚至不需太高
的文字水平，这也就给众多草根作

者提供了参与和展示自己的舞台。
微博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微小说生成
器，只要你输入几个关键词，就可以
生成一篇微小说。

继草根作者之后，不少名人也
加入战团，六六、高晓松、方文山都
尝试着写了自己的微小说。

“闭关”15 年的武侠小说家温
瑞安重出江湖，通过网易微博发表
其最新作品《侠道相逢》。用 163 个
字写小说，温瑞安形容这种写法就
像打“咏春”，在窄巷里面辗转腾挪，
比起长拳来更加精悍。

面对刚刚兴起的“微写作”，有

人满怀憧憬地猜测，这其中会不会
蕴藏着创造新时代文学经典的可
能？但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这也许
只是新媒体环境下的一场文字游
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更是
批评道，微写作大大降低了书写活
动的公共意义，表现出强烈的自娱
自乐、自说自话倾向。文学界还有这
样的担忧：微写作成了“被文学”。如
果这种影响反作用于传统文学，我
们的文学会不会被矮化、零散化，乃
至使文学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一个

“微”时代，再也无法形成逻辑完整、
结构宏大的叙事。

微写作引发争议：有人追捧，有人担心“被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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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3 月发生的日本大地
震余波未了，搜狐网推出了第一
本由网友撰写的“微博体”地震
书———《大头条：“ 3·11”日本大地
震搜狐微博全纪录》。

2011 年下半年，一本名为《爸
爸爱喜禾》的微博书开始火了。据
该书作者蔡春猪介绍，两岁的儿
子喜禾被医院诊断为自闭症，蔡
春猪敲击着键盘，把对儿子的爱，
儿子患上自闭症后自己的伤心、

难过和无奈，以幽默和调侃的方
式在微博上传递出去。

2011 年以来，微博创作从线
上走到线下，进入传统出版的领
域，除《大头条》、《爸爸爱喜禾》之
外，还有《微博改变一切》、《发财
说史》等。美食家蔡澜有《蔡澜微
博妙答》一书，余华推出数字图书

《余华@》，《有权懦弱》则收录了
封新城、蒋方舟、冯唐、邹静之、姚
晨等 15 个人的微博话语。

不过，大多数曾被寄予厚望的
微博书遭遇了当年博客书一样的命
运，它们在图书市场上的遭遇并不
如想象中的那么好。微博的特殊性
造成了它与传统出版之间的交融困
难。业内人士说：“相对于《鬼吹灯》、

《明朝那些事儿》来说，博客、微博在
传统出版业中的处境更加尴尬，至
少前者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而后者
的碎片化性质让它和传统出版的距
离更远。”

微博书接地气：极个别的火了，大部分“见光死”

2011 年 5 月 16 日深夜，投资人
王功权在微博上宣布私奔，为爱放
弃一切：“各位亲友，各位同事，我放
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一时
间，微博上模仿私奔体的无数，“我
和人民币私奔了”、“我和老婆私奔
了”成为网友调侃的一大流行语。

在小悦悦事件之后，一种“北大
校长撑腰体”的微博在网络上迅速
走红，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的言
论仅一天时间就被转发了数万次，
多所高校也迅速编创出不同版本的

“撑腰体”。

而 2011 年冬天最火的竟然是
“秋裤体”。艺人陈坤发了条微博：
“有一种思念叫：望穿秋水！有一种
寒冷叫：忘穿秋裤！”在 4 天时间内，
有近 5000 人给他留言、15000 人转
发，“秋裤体”很快走红网络。比如台
词版：“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
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
道我穿了秋裤。”

面对微博新文体的层出不
穷，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的交锋。在
上海举办的一场青年论坛上，南
方某大学的学生代表当场建议将

“有木有”、“伤不起”等“咆哮体”元
素运用于大学政治和历史课教学
中，不过这个提法令不少同龄人也
感到无法接受。更有一些学者呼
吁：“语言文字不能被过度娱乐。”

语言文字专家郝铭鉴认为，
这些网络语体的流行，其实就是
找到了一个“框”，把不同的表达内
容放进去，产生一种语言游戏的效
果。当代中国人对语言除了表情达
意的基本需求外，还有了“附加值”
的需求，也就是某种娱乐效果，它
可以为生活增加一点色彩。

微博新文体：私奔、撑腰加秋裤，大家一起来造句

现象：2011 年，“微小说”、“微剧本”、“微诗歌”、“微故事”、“微影评”层出不穷，有人因此预言，微文学
正在成长为一种全民文学样式，成为受人关注的独特文化现象。

现象：微写作火了，便有嗅觉灵敏的出版社推波助澜，索性将热门微博结集成书，使“微写作”
开始进军传统出版领域，接了“地气”。

现象：自微博大热之后，就成为各种网络新文体的发源地，2011 年利用网络新流行语填空造
句的风潮越来越盛，如“咆哮体”、“丹丹体”、“嘉措体”、“梨花体”、“私奔体”、“撑腰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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