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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中国网络小说——玄幻小说 

A Brief Analysis of Chinese Cyber Novels – Fantasy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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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the 21st century, the fantasy el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been 

increasing, 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yber literature. The imagination is 

no longer restricted by the logic of reality, but in the form of fantasy, it has 

expanded an extremely free imaginative space. Chinese cyber fantasy novels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new era of cyber literature.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fantasy novels only became popular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prominence of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fantasy novel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values, outlook on life, and world view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definition of fantasy novels, the origin of 

fantasy novels,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fantasy nove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ntasy novels. 

Key Words: Chinese Cyber Novels; Martial Arts Novels; Entertainment; Myth; Hero 

 

摘要： 

21世纪以来，文学艺术中的幻想因素，几乎是与日俱增，尤其是网络文学的

迅猛兴盛，想象力几乎不再受现实逻辑制约，而是以玄幻的形式，拓展出无比

自由的想象空间。中国网络玄幻小说（以下玄幻小说）是新时代网络文学的产

物，又不妨说只因为时代特征的影响，社会问题的凸显，传统文学的边缘化，

玄幻小说才盛行。近十几年发展快速，玄幻小说对年轻一代价值观、人生观、

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极为深刻。本论中笔者将探讨玄幻小说的定义、玄幻小说的

探源、玄幻小说发展概况、玄幻小说的特征。 

关键词： 

中国网络玄幻小说；武侠小说；娱乐性；神话；英雄 

 

 

21世纪以来，文学艺术中的幻想因素，几乎是与日俱增，尤其是网络文学的迅

猛兴盛，想象力几乎不再受现实逻辑制约，而是以玄幻的形式，拓展出无比自

由的想象空间。中国网络玄幻小说（以下玄幻小说）是新时代网络文学的产物

，又不妨说只因为时代特征的影响，社会问题的凸显，传统文学的边缘化，玄

幻小说才盛行。近十几年发展快速，玄幻小说对年轻一代价值观、人生观、世

界观的形成影响极为深刻。 

玄幻小说的趣味除了与其他通俗文学相似的内容外，出乎寻常的臆想和强大

的兼容性是它区别于其他通俗文学形式的突出特点；这也形成了玄幻小说在创

造自身趣味上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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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中笔者将探讨玄幻小说的定义、玄幻小说的探源、玄幻小说发展概况、

玄幻小说的特征。 

一、什么是玄幻小说？ 

“玄幻小说”这个名词作为一种正式的名谓，大约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后期。“玄幻”这个词一般都认为来自香港通俗小说家黄易的《月魔》。“玄

”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形容道的微妙无形

，后多形容非常奥妙，不易理解。许慎《说文》中这样解释：“玄，幽远也”

；“‘幻’就是虚幻、不真实，突出其和现实世界的差异。”1 

人们常常把玄幻中所建构的世界也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在玄幻这个世界没

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中不仅不受自然界规律、社会世界理性法则和日常生

活规则的制约，而且恰好是完全颠倒了自然界和社会世界的规范，它被称为架

空世界。从诞生至今，对“玄幻小说”学界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主

要的观点有： 

“‘玄幻小说’一词，据我所知自出中国香港。我所见到的最早的玄幻小说

，是1988年香港“聚贤馆”出版的黄易的《月魔》……赵善琛先生在序言中写

道: 

‘一个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的崭新品种宣告诞生了，这个小说种我们称

之为‘玄幻’小说’。这是‘玄幻小说’一词首次亮相，并有了明确的定义”
2；范伯群、孔庆东在《通俗文学十五讲》中的第十二讲亦科亦幻的科幻小说中

也提到了“黄易发明了一种‘玄幻小说’”3 

“玄幻小说是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一种故事类文本，它往往脱胎于或借鉴于

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神话小说、传奇小说、西方魔幻小说，其间借助于大量

缺乏现实的、自然的和传统文化的立足点而自行编造的仙佛魔鬼、巫师超人等

内容来讲述超现实空中具有超现实超自然能力和情感的主角们的传奇经历，以

随意性很大的曲折离奇的编造情节为推进故事的主要方式的一种纯娱乐故事文

本。”4 

“所谓‘玄幻小说’，又称‘奇幻文学’，它的架构或取自武侠小说，或引

入西式魔幻题材，佐之以修仙、道术、鬼怪、魔法、幻想和神话等超自然元素

，不受现实的科学逻辑约束，是武侠小说或科幻小说的变种。”5 

 

“玄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以玄学为基础，以形而上的观念思维为主导，进

行超自然力量演绎的一种小说题材。与科幻、奇幻、武侠等幻想性质浓厚的类

型小说关系密切”6  

“凡是区别于现实的，具有某种寓言性质、游戏性质的小说，即为玄幻小说

”7 

 
1
 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由“玄幻小说”引发的一点联想》-

当代文坛-2006第5期-第8页. 
2
 叶永烈：《奇幻热、玄幻热与科幻文学》-中华读书报-2005-7(27)第14页. 
3
 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74页. 
4
 余芳、徐筱虹：《关于玄幻小说的特点和定义》-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10)-

第102页. 
5
 戴婧婷、荣郁：《玄幻小说：80后的速食读本》-中国新闻周刊-2006(1)-第74页. 
6
 百度百科.玄幻小说[EB/OL].:百度百科,2023-3-2: 
7
 黄孝阳.漫谈中国玄幻[G]//2006中国玄幻小说年选·序.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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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家媒体谈论的‘玄幻文学’是特指最近几年来先在网络上流行、后

来被纸媒体认可的一种新文学类型。”8 

“我们最后给玄幻小说开出这样一个关键词的清单：商业目的浓厚、以网络

为依托、融合东西方各种奇幻元素、日渐本土化、创作主体想象力的完全发挥

、却反科学逻辑。”9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上面所列的定义分别注意到了玄幻小说的一些

重要特征：网络载体的、幻想性、超现实性、超自然性、不受现实科学逻辑的

约束等。目前中国玄幻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严肃文学之间存在着

裂痕，我们应该正确的，多角度结合去重新定义玄幻小说，这对修复通俗文学

、民间文学、严肃文学、以及玄幻类文学研究有积极的影响。 

 

二、玄幻小说探源 

从某种程度上讲，玄幻小说之前的非现实主义小说包括国内外的神话、奇幻

小说、武侠小说都是玄幻小说的源头，它们丰富的想象为玄幻小说提供了创作

思维方式和索材资源，文学领域外异媒介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武侠小说是玄幻小说的前身，甚或广义层面可以将玄幻归入武侠。准确来讲

，玄幻小说是属于网络时代的武侠小说，一方面继承武侠小说的发展脉络，一

方面接受来自国外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影响融合而成。玄幻小说与武侠小说的

发展和文体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因此，要理清玄幻小说的发展脉络以及

其构成的内在机理，必须先介绍武侠小说的文体演变。 

武侠小说的“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

以武犯禁。”，一直到西汉《史记.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较为精细地

勾勒出来——

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敢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却不自我夸耀。武侠小

说的“武”就是武器、招式与对战，“侠”则是形而上的价值追求；武与侠结

合，其魅力在于超越，武超越的是人身体的局限，侠超越的是社会秋绪。 

中国武侠小说从古至今经历了三大演变，就是古代武侠小说、旧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古代武侠小说是指从先秦两汉至清代末年的武侠小说，主要

经历了五个阶段，其特点就先从受“志怪小说”的神奇、夸张等浪漫主义创作

手法的影响、吸收了一些荒诞、幻化等消极的东西；然后形成一个流派，其创

作的主题大都是以歌颂侠客义士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等侠义行为为主，其艺术

技巧以政事、爱情为主要线索，其人物塑造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再写

出唐朝人和事；以通俗市语为主，内容具有强烈的市民意识；最后出现了一批

长篇通俗的武侠小说，而短篇武侠小说提出了“情侠类”小说的名称，同时出

现了以“剑侠”命名小说专著。 

武侠小说所谓“旧派”和“新派”，此说最早应是梁羽生在1956年10月5日

的《新晚报》上发表的《谈新派武侠小说》中提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

的特点，且提到当时出版界已有“新派、旧派”之说，并扼要说明了“新派武

侠”与“旧派武侠”之别。 

 
8
 陶东风：《中国文学已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由“玄幻小说”引发的一点联想》-当代文坛-

2006(5)-第8页. 
9
 张赟：《无意义的意义之躯——对当代玄幻小说 审美无意义的刍思》-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9(5)-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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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旧派武侠小说大致从清代末年开始，随着政治局势急速变化，一部分知

识分子开始利用被赞扬的武侠小说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舆论

的酝酿，正式揭开了武侠小说新的繁荣序幕。它与古代武侠小说不同于：一、

描写侠客义士个人的恩怨行为及奇特的遭遇；二、描写武林各派之间的争斗或

因争强好胜而侠士之间展开的打斗为小说的主要线索；三、追求曲折奇幻的故

事情节、制造困惑人的悬念为主要艺术特征；四、写多个义侠人物和多个斩邪

除恶的故事；五、援爱人侠，援情人事。 

新派武侠小说是在中国旧派武侠小说基础上在香港和台湾兴起的，其开山始

祖是梁羽生和金庸。新旧派武侠小说根本上的区别是在于它们的观念、表现手

法及艺术风格的不同。新派主要的特点有：一、思想观念的变化；二、注重侠

士们独立人格的刻画；三、武侠小说与爱情小说的结合；四、以突出主要人物

和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故事情节，做为主要线索；五、武侠小说与推理小说的

紧密结合。总而言之，新派武侠小说与古代和旧派武侠小说相比，较为突出的

特点，就是将艺术性、娱乐性和哲理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使读者不但具有享受

感，还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10  

从武侠到玄幻，武侠小说是变革，而不是进化或者升级；就在这个变革不一

定朝着所谓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是在时代语境、大众心理、文学载体等多种因

素作用下结合而成，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进入玄幻时代。 

武侠小说的武没落，但在于刀剑相斗的武术想象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

；而玄幻小说的武是抽象化兼超越性的力量，抽象化是指玄幻小说中不论是功

法的修炼，还是比斗场景，超越性指向玄幻小说主角对力量的极度渴求。侠的

衰微揭示时代观念的巨变,“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

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诉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

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
11，玄幻小说的核心是个体，也就是主角自身，它也离不开拯救，但拯救的对

象不是他人，而是自我。武侠小说和玄幻小说都是媒介文学，这是两者的共同

之处；武侠小说依托报刊杂志，玄幻小说依托网络；而在消费经济及网络媒介

的时代，商品性、娱乐性的特征较之武侠小说更为深刻且无处不在，对玄幻小

说自身的影响也更为深切。 

三、玄幻小说发展概况 

1996年随着西方魔法类经典《哈利波特》、《魔戒》系列等作品被引入中国

并产生热烈讨论，改编自这些小说的系列电影在大陆的热映，国内掀起了一阵

“魔幻” 

、“奇幻”的浪潮。这股浪潮激发了中国人阅读和创作类似作品的热情，中国

玄幻小说由此诞生了。 

20世纪8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的家庭。中国网络小说的元年、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的起点，一般追溯到1997年小说网站“榕树下”的建立，并将199

8年台湾写手蔡智恒（网名痞子蔡）在BBS上连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认定为

第一部网络小说，随后一大批写手涌现而出，诸如安妮宝贝、萧鼎等，其作品

风格各有特色，引起广泛关注，至今网络小说发展以趋于完善。2000年10月由

 
10
 曹亦冰：《论中国武侠小说从古至今的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03(1)-第74-92页.  

11
 陈平原：《小说的类型研究——兼谈作为一种类型的武侠小说》-上海文学-1991(5)-第74页.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Volume 5, Issue 4, October, 2024 

 

170 
 

 

小书亭、石头书城、书情小筑等个人书站组建了网络书站的幻剑书盟，这些网

站迅速发展成为目前的主流玄幻文学网站。2002年5月，“起点中文网”成立，

起点中文网长期致力于挖掘与扶持网络文学作家，为读者提供优质且丰富的网

络文学作品。 

传统的纸媒玄幻小说作家中当以黄易、龙人、莫仁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并不

是首发于网上，而是在出版为实体书之后被上传到个人网站或免费空间上，供

众多读者阅读和点击，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同时，罗森在台湾鲜网上连载他的

玄幻小说《风姿物语》，虽然当时没有为大陆读者所见，但仍被部分读者称做

“玄幻小说的始祖”12。  

上述所提出的阶段，也就是1997年至2002年是中国玄幻小说的萌芽时期，这

个时期网络文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能够在线创作的主要是一些文学青年，

他们通常具备一定的文学基础，写作多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此阶段的网络文

学质量总体上保持稳定，作者们虽然拥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创作追求，但由于

创作环境相对自由，作品往往缺乏精细打磨，呈现出较为随意的风格。因此，

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虽然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高质量的

作品相对较少。 

网络书站的合并风潮过后，虽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型书站仍在运作，但绝

大部分的读者和点击量都流向了“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17K小说

网”这三家大型网站。从2003年始，各大网站的玄幻小说都表现出其包涵的文

本题材的丰富性。 

此期，玄幻小说不满足于只对西方魔幻小说进行模仿，在广泛学习中国古代

神话、西方魔幻小说与电影、日式动漫、网络游戏与电玩以及香港无厘头剧的

基础上，展现出自己的本土特色，产生了一些类型化的小说，例如老猪的《紫

川》中通过对人族与魔族之间战争的描述，在插科打诨中探讨了人性和种族问

题，塑造了紫川秀这个既讨喜又带有悲剧色彩的痞子英雄形象 。 

萧鼎的《诛仙》“较好地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它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

的某些艺术手法，如全知视角，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摇曳多姿的情节等，但又有

所突破，如采用了蒙太奇手法等。”
13它在玄幻的外衣下包裹蕴含着一个至情至性的传统爱情故事。在玄幻小说领

域，老猪的《紫川》，玄雨的《小兵传奇》、萧鼎的《诛仙》三本连同《飘渺

之旅》被称为“网络四大奇书”，横扫各大网络小说网站。 

此后玄幻小说形成了两个阵营。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吞土豆、辰东、

梦入神机五人并称“中原五白”。“中原五白”之白有两层含义，一是当时五位作

者都大体能够分在玄幻领域，而玄幻至于网文的地位，在当时可以称为中原，

是网文的最核心，五位不仅皆有几部经典小说在握，同时坚持创作，保持着稳

定的写作能力，有着超高的人气和作品阅读量；二是五位主要写或者当时正在

写“小白文”，主要指作品文笔通俗，情节流畅，读者的阅读体验以“爽”为主。

“中原五白”的小说创作具有典型的网络文学特征，以营造阅读爽点，满足读者

欲望为主要追求，所以更符合网络文学商业化特征，更受读者的欢迎。 

 
12
 微风推文：《说说大神罗森经典神作<风姿物语>为什么被称为玄幻小说始祖》-搜狐-2024-

03-03-https://www.sohu.com/a/761418627_121698175 
13
 胡燕：《奇诡荒诞至情至性—评价玄幻武侠小说<诛仙>》-当代文坛-2006(5)-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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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腻、愤怒的香蕉、烽火戏诸侯、烟雨江南被称为“四大文青”。首先我们要

明白什么是文青，文青本来是指喜欢文化艺术的青年人，可后来文青在网上却

变得。四位的文笔功底绝对是网文最顶尖的；他们挖掘人、思索社会问题以及

探讨生命意义，他们的创作往往带有哲学思考和反思，让读者在阅读时也能感

受到思想的冲击；他们不满足于市场化需求，而是坚持自我表达，守护文学情

怀；他们的故事常常具有非线性叙述，能够牢牢吸引读者注意力，同时保持深

刻的内核；创作文字富有韵味，讲究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前后者，一个代表着

以文学性为主，一个探寻商业写作的无限可能，一个眷恋纯文学的温情，在网

络世界坚守文学情怀。 

2003年到2013年期间玄幻小说进入快速发展期。它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并

被确立，它已经不同于黄易所创造的“玄幻系列”，而是在广义上取代了以往

单纯指向的“玄理”、“奇幻”、“科幻”类的文体。从内容上包括和取代了

所有的幻想小说类别,写作模式被固定下来，其文类特点也被网络写手和网络传

播媒介所接受。由于它的阅读无限制，加上读者和写手版权意识的单薄，功利

心的趋势下出现了很大一批人物情节设定相似，甚至作品名相似的一类作品。 

2015年至今玄幻小说进入知识产权时代，大量的经典网文作品被购买版权，

改编为动漫、影视剧、游戏等文化产业，开启网文“知识产权”时代。大量的资

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网文的价值挖掘，作为知识产权产业链的玄幻小说

，它大源头进入文本再生产时期，改编为影视剧、动漫、游戏，以全新的面貌

再次引发全网的消费狂欢。 

玄幻小说从最初的萌芽发展至如今知识产权时代，始终独占网络文学诸多文

类的顶峰，保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自己的品性与网络时代的诸多

特征彼此契合，更在于有诸多写手不断拓展文本内容的书写边界，同时为读者

提供源源不断的文本更新，在数量以及质量上满足读者的阅读期望，与读者构

建良好阅读关系，适应并利用网络世界的规则。 

四、玄幻小说的特征 

由于所处的后现代文化背景，玄幻小说的审美特征在其形成过程中天然的受

到不少非文学要素的影响。这就让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转型等

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化给玄幻小说带来了“超文本”式

的跳跃思维及交互性体验；消费主义思潮又使文学艺术“降格”为可供娱乐的

消费品；狂野的想象力催生了玄幻小说的各种新题材，却又将其束缚在这个怪

圈中。玄幻小说带着后现代社会消费品的种种特点向我们走来，我们在考察审

美特征的时候需要多加关注非文学元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 新媒介传播下的交互性特点 

文学在经历了口传、印刷等传播形式后终于拥有了新的伙伴，即网络这种全

新的传播媒介。文学自此跑步进入了“网络时代”。虽然文学借助新的媒介进

行传播，但就其描写人、反映人的本质来说，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尽管网络

文学是作者耽于幻想的产物，描绘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有很大出入，但依旧带着

现实的影子，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反映，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思考。同时有一个

伴随而来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传播介质的改变使“交流”或曰“互动”成为

了焦点，给创作、发表、接受的整个过程带来了不小的改变。文学通过网络传

播，阅读活动的顺利进行不仅对网络作品的创作和人的主观阅读意愿提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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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它还必然要求一套标准化设备，即可以联网或者具有存储功能的电脑或手

机。这样才能达到读者与作者“交互”的目的。 

在网络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电脑和手机都算是稀罕物件，普及率并不高。

因此《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告别薇安》等代表作品虽然首先通过网络传播

并赢得赞誉，但它们的印刷品阅读率依然大大强于在线阅读率。读者的阅读习

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依旧青睐纸本。时代的发展给文学的网络传

播的普及带来了福音。电脑和手机愈来愈廉价，人们通过网络直接阅读网络文

学作品的成本直线下降，响应人数剧增。 

网络及相关设备的普及使网络文学创作和阅读的门槛都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

低，设备对网络文学传播的制约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下，只要你有兴趣、有时

间，随时都可以参与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

狗”
14。个人网站尤其是之后博客、微博的出现，是网络时代人们的个性书写得到

了空前的开发和解放。这些发展都在客观上促进了网络文学的普及，使网络文

学真正地深入生活、深入人心。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纸面文学相比，有许多新的特

征。第一，作者的匿名性。由于首先发布于网络而不是付诸于出版物，作者在

参与读者的意见之后，可以随时增删和修改。第二，读者与作者的身份互换。

网络作品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书评区，供读者间相互讨论。在这里读者变为了作

者，对于作品提出修改意见。作者也会不时地参与或者引导讨论，在交流过程

中，会根据与读者的讨论结果，调整故事走向，作者变为了读者。第三，网络

语言的运用。由于网络语言的高度流行化和意义高度精炼化，网络作者们越来

越喜欢利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表达观点抒发情感，另有一番趣味。第四，创作

风格随意。绝大多数网络作家并不是科班出身，很少受到传统创作规矩的束缚

，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股野蛮之风。 

新的传播方式带来了网络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网络文学中出现了“超文本

写作”、“接龙写作”、“集体协作”等全新的创作方式。在整个写作过程中

，读者和作者更是频繁的换位，显示出网络创作的交互性。 

“超文本写作”是首先发生于中国国外的一种创作方式。在这种写作方式下

，文本被附加了许多链接，随意点击这些链接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内容，文本

因此具有了相当的随机性，读者也在阅读中通过点击，获得不同的文本，得到

了参与创作的快感。由于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这种创作方式没有流行于国内

的作者间。“接龙写作”是作者给出开头和相关背景介绍，要求他人补全余下

内容的一种创作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多人参与，由于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要做

到使整个故事既符合逻辑又有良好可读性，还是很有难度的，因此对于参与者

的文学修养要求较高，普及开来也有很大难度，属于一种实验式的创作方式。

“集体协作”或者说“协同写作”是这三种方式中被运用得最多的一种创作方

式，指多人参加同一部作品的写作。 

 
14
  "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  "

是一句互联网上的常用语，因为《纽约客》1993年7月5日刊登的一则由彼得·施泰纳创作的漫

画标题而变得流行。这则漫画中有两条狗：一条坐在计算机前的一张椅子上，与坐在地板上的

另一条狗说出了漫画的标题：“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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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传播方式及新的阅读设备，让网络文学在接受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传

统的印刷品质量大、体积大、携带不便，而现在只要一张小小的手机内存卡就

能存储海量的文字资料，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随着阅读软件的发展和完善，

网络小说的随身阅读更是极为便利，其提供的书签、批注等功能更使电子阅读

在易用性方面发生了飞跃。这种飞跃也使得读者在等车、步行、排队等众多情

况下，电子阅读也能顺利展开。 

网络时代的电子阅读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网民的单次阅读持续

时间短、阅读内容少，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网络文学作为一个信息获取想

象空间的渠道，而不是一个能引发思考的引子。因此，这也就注定了最畅销的

网络文学必然是些能满足大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心理满足和达到获取信息、知

识的目的的网络文学作品，而不是能引起大家深入思考的那些。网络文学之所

以只适合网络阅读，是因为网络的自由平等的特质要求以它为根基的网络文学

在发展中必须充分考虑网民的要求，满足网民的合理要求。网络文学创作中的

交互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脱离了这个特征的网络文学就再也不能称之为网络

文学。 

网络的出现确实给作者与读者间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读者与作

者的互动，使得网络文学的创作和接受都带有双方合理的影子。 

• 消费主义思潮中玄幻小说的娱乐性 

在现实社会中，随着日常生活的进一步审美化，艺术离我们越来越近，然而

其中最严肃的那部分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果用几个词表示其休闲内容的话

，该提出的是娱乐、时尚和狂欢，而这些也正是消费主义思潮中，玄幻小说所

着力为读者提供的内容。 

消费主义是西方工业化后期兴起的思想浪潮。伴随着消费主义而来的还有资

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各种工业品被生产出来填充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在消费主

义的刺激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作

为精英文化的文学也愈来愈分化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徘徊，在娱乐与休闲日盛的

大趋势中，更是出现了网络文学这一支最近十多年来才兴起的新军。 

消费主义引起的文学内部的变化还不止于此，消费主义盛行来的文化工业的

繁荣才是引起文学内部变化的更大推手。大众的诉求由原先的从文学中生发人

性、找寻真理转为在文学中寻找放松、娱乐、休闲的机会。文学从一个人人虔

敬的偶像转变为一个人人都能消费、都想消费的符号。文学领域所分化出的网

络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其最初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

释放欲望，舒缓压力的需求，满足大众在“赛博广场”上的游荡和狂欢行为。 

在消费时代里，人们被要求进行过度消费，这就促成了身边物品的快速更换

，“恋物癖”似乎在也没有市场了。人类对于物品的依赖和亲近关系随着数量

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物品更换而损耗殆尽。在物品的来来去去中，人们的

消费在某种意义上说趋向符号化，“人们在消费中的满足感，就有赖于拥有或

消费被社会约束的、合法的（所以稀有或被限制）文化商品。”
15由此人们的消费越来越有某种“俱乐部”式的集群化的势头。在评价一个人

时，更多地借助观察他的消费对象，因此“你就是你所消费的”。这也解释了

 
1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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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玄幻小说的读者会成为朋友，甚至有人因为读同一本玄幻小说而恋爱、

结婚。 

在消费时代，人们追求强烈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因此时尚备受瞩目。玄幻

小说的风靡正是时尚在文学领域的表现。 

人们以阅读和参与玄幻小说创作为时尚，玄幻小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和演

进的。然而时尚有其鲜明的区分度，就如迈克. 

费瑟斯通批评流行音乐一样，“‘流行’本身是双向的：一旦青少年将这个市场

向下传递给了更小的少年乐迷或儿童流行爵士乐爱好者，向上传递给了成年人

和中年人，青少年自己就不再对斯蒂瓦（Rod 

Stewart）或甲壳虫乐队感兴趣了。”
16时尚一旦由一个小众圈子传播开来，出于警觉和与其他圈外人士作区分的目

的，原有的时尚很快就销声匿迹、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时尚开始流行

。 

玄幻小说的创作也带有类似时尚在传播中所具有的特点。一个新的题材的出

现，某种文学惯例的跟从者和拥护者。大热之后，大量的模仿之作也必然导致

了审美疲劳。至此，人们合力确立了一个文学惯例，紧接着又合理将它摧毁，

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可供模仿和复制的目标，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也

说明了为何玄幻小说的题材会出现得这么快、这么多，从西方玄幻到东方仙侠

再到网游题材等。时尚深藏着模仿和分化两种相反的趋势，它越是大众化、越

是被扩张，就越导致了它自己的毁灭，将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玄幻小说的新类型

等待人们去建立和摧毁。 

玄幻小说其题材风格各异，各有特点，却更像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很难说

它具有怎样的独特风格。费瑟斯通也认为“消费文化将使生活方式不再需要任

何内在的一致性”
17，玄幻小说的这种杂糅起来的无风格的特征使得我们很难将其分类。 

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网络编辑纷纷强调一个爽字，感官享受被提高到无以附

加的地步，因为不让读者爽，就意味着没有订阅，没有人给作者报酬。爽字代

表着流畅的行文、高潮迭起的同时节奏还要快，场景的变换和目标的变换使人

目不暇接。消费社会中，网络文学很大程度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不切

实际的幻想和日益膨胀的欲望。读者滚动鼠标在满屏幕的文字中找寻自己的hig

h点，读者和作者双方都借此完成了代入，在大段大段的文字中倾泻自己的欲望

。网络文学寄托了新一代年轻人对生活的改造理想，既然在现实社会里无法达

成心愿，那便在游戏、在想象里进行。在这种意义上说，网络文学中的许多作

品都可以视作是逃避现实之作，是现实和理想的妥协。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以娱乐为目的，‘快餐式’为特征的‘三消’ 

（消遣、消闲、消费）文化”
18，其中的暴力和身体书写有着极大的分量。这个特点在玄幻小说的创作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 

 
16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第135页. 

17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第175页. 

18
 傳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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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幻小说中的暴力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即小说人物的语言暴力和行文内容的

暴力。小说人物的语言暴力还可以细分为两种。第一种，粗口脏话。作品通过

小说人物之口骂出脏话，其中又分两种。一种是现实里的脏话，并无新鲜。另

一种则是网络风传所流行的话语的直接引用或者化用。第二种体现是行文语言

及内容上的暴力。 

玄幻小说在追求轻松愉快、放飞自由心灵，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后，读者并

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脱，甚至更加孤独寂寞。网络小说在提供了一个

虚拟世界供读者舒缓压力和逃避现实的同时，又留下了一个需要逃离虚拟困境

的精神废墟。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应该考虑怎样才能更有意义的活着。

玄幻小说想要有更大的发展，那么对人生意义的放逐及对人性思考的缺失等写

作上的缺憾是不能不加以弥补的。 

• 玄幻小说的类型化特点 

玄幻小说自发端开始，类型化就是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它类型化不仅确立了

其发展初期的基本规范和写作流程，也促成了数量增多，使其迅速壮大。在最

热门的玄幻小说写作模式中，经常包含这样几个因素，即神话、英雄、成长与

游历。 

一、神话 

每个民族的神话都是对于初民的原始生活及原始心理的反映，是其童年生活

的写照，也是各国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玄幻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从神话里吸

取了很多养分。玄幻小说对于神话的回归，更像是出自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叛逆

。人们在疯狂的物质追求中希望将精神由世俗世界转移到想象中的神国，现代

都市人想要从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脱身的愿望得到满足。在后现代社会中

，人的本真被摧毁，人的生活经历碎片化，人类生的意义被质疑，人们希望通

过回归神话这种怀旧式的行为，来抵抗这个异化了的社会。 

玄幻小说想做的并不仅是重述神话，它还借由神话及民间传说的外壳表达了

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内容。在神话中，神秘而强大的神灵拥有着人类远不能及的

力量和智慧，受到了人的尊崇和膜拜，神人的关系是神灵与信众的关系。玄幻

小说中，神的地位受到了普遍挑战，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居于神国，人对于神

不再是只能顶礼膜拜，处处可见人类对于神灵的反抗，作品中叙述人类修炼成

神的情节，现代都市人对于权威的厌恶和恶意都集中发泄在了神灵身上。人神

关系的改变反映了人类想要得到生活的自主权，对于异化的拒绝，是对于人生

命运的抗争。现代人的努力强化了一直以来人定胜天的理念，坚定了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才是第一位的信念。如烟雨江南在17K小说网的《罪恶之城》中的李

察.阿克蒙德对于世界规则的解析，耗尽心力，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强大，也是

要弄清楚世界之秘。 

二、英雄 

英雄向来都是故事中热烈歌颂的。在玄幻小说中，传统高大全式的英雄并不

太多。玄幻小说中，刻画最多的英雄形象无疑是一些另类英雄，他们没有传统

里的英雄那么热血和古道热肠，没有那么力敌八方、光明正大。正相反大多数

情况下，玄幻小说中所认同的英雄甚至显得有些猥琐和卑鄙。 

在英雄绝迹的年代，人们呼唤英雄。然而大家所期待的英雄再也不是脚踏五

彩祥云，容不得丝毫黑暗的热血英雄，人们能够忍受黑暗、猥琐、暴力等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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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显现在英雄人物身上。英雄的形象从传统上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道德楷模

，变化为不择手段，最后获得绝大利益的成功者。 

人们对于英雄的认识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源于现代社会只以成败论

英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家认可赢者通吃的法条，因此英雄弘扬自由正

义的面貌中也散出阵阵黑气。 

玄幻小说所刻画的英雄，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多为草根出身，从一介平

民成长为霸主般的存在。作者这样刻画，还是为了满足现代人心中那种自恋情

结，使普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强烈的代入感，体会一把由普通人占到巅峰的

感觉。现代人心中充满了对失败和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所以在现实社会中难以

满足他们虚幻的膨胀感的时候，只能将这些忧虑寄托于小说中，由小说的草根

英雄来代替他们取得成功、完成心愿。草根英雄的形象也正符合现代人注重人

格平等的精神要求，因而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英雄定

义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平凡、和普通人更接近。 

玄幻小说中这些另类英雄的产生，是和现代人英雄观的改变密不可分的。注

重实际的现代人将成功和英雄等价，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成功的渴望。小人物迅

速成为英雄，不仅努力却能取得成功是人类惰性的明证，同时也证实了商业社

会的浮燥性。 

三、成长与游历 

玄幻小说中，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涉及到成长与游历这一主题。主人公经过

惊险的游历得到成长，经历一段成长过后，出于探索新世界和外界推动力的原

因，他们又离开家进行游历，就此成长与游历二者不断往复，构成了一个循环

。小说中有关成长与游历的话语得到不断加强，是和8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轨迹

密切相关的。 

80后一代正是在这样一种一天一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时代的物质充

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满足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希望取得事

业的成功和社会的认可，陷入到了对于人生价值的苦苦追求中。商业社会的冷

酷让他们看到了人情冷漠，可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又逼得他们不得不与厌倦了

的事情发生联系，渴望被理解和认同的感觉空前强烈。玄幻小说的出现使得他

们找到了一个认同感能够被满足的地方。作者以主人公传奇般的崛起让读者在

书中人物成长的同时，在强烈的代入感下得到了满足，甚至那些最阴暗、最血

腥、最暴力的部分也在小说中得到了现实。六道连载于逐浪小说网的《坏蛋是

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谢文东由原本身文弱、听话但被人欺负的好学生成长

为心狼手辣、满手血腥的黑道大哥；煮剑焚酒的《黑道学生》中讲述的是天门

九哥在海州不小心杀了高官子弟的儿子，被逼无奈之下跑到南吴逃难，并且在

南吴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故事。 

成长与游历主题反映了现代年轻人对于实现梦想，幻想拥有超能力去经历冒

险、改变世界的愿望。现实世界中实现不了这些愿望，他们便转而指向虚拟世

界，玄幻小说为当下年轻人提供了梦寐以求的狂欢盛宴。 

类型化在玄幻小说的发展初期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玄

幻小说的不断发展，这种类型化越来越制约了玄幻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小说变

成了瞎说。要彻底摆脱这种窘相，网络写手们还是要加紧自身写作水平的提升

，不是一味的模仿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而是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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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幻小说第一部作品，是萧鼎在2003年出版《诛仙》，出版于被称作网络小

说发展元年的2005年，引起极大的反响，胡燕在2006年发表的评价《玄幻小说

诛仙》中认为“《诛仙》良好的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

小说的艺术手法，譬如全知视角，生动的人生形象与摇曳多姿的情节等，但同

时又不同于传统小说，加入很多传统小说所不具备例如蒙太奇手法等。”

19在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武功境界和道德境界是不可分离的，德行也是武

之精髓，原本道家、佛家的修炼便是跳出红尘的清修，成仙之后更是无欲无求

的心境，可是《诛仙》中却把凡尘世俗的大千世界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这些修

行之人身上，修行的高低和道德的层次不再相辅相成，但又在人性、良知上表

现了一种坚持，因而使人物拥有了一种大善大恶而又并不颓败的人格力量，这

正符合了青年读者群的价值期待和心理情感的时代中心意识。它具有开放的结

构以及无限延伸的空间，以张小凡为中心人物，但并没有中心事件，在描写一

系列事件过程中穿插若干个扑朔迷离的小故事，形成网络式的格局，而传统武

侠小说大多以夺宝报仇为中心。 

从武侠小说到玄幻小说，一方面是武侠小说自寻出路，寻求转型与突破；另

一方面则是时代语境的推波助澜。 

结论 

 玄幻小说流行是时代特性决定的，在物质化主导的当下社会中，人精神层次

的欲望使玄幻小说成为大众情绪的载体，玄幻小说的现象意义大于它的文学价

值，跨界的特性决定玄幻文学研究要从更广的视野出发，结合社会现象，理性

客观的对玄幻小说进行评判。 

 玄幻小说既不同于精英文学，又不同与传统通俗文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

杂烩，同时又有着传统通俗小说那种游戏化、媚俗化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消

费文学形式。玄幻小说的兴起绝不是一个偶然，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这些背景包括网络的蓬勃发展、经济利益的刺激和受众的追捧等。当然最主要

的原因还是受众的因素，所以必须加强对玄幻小说受众的研究，以指导其继续

发展。 

 玄幻小说现在主要还是以一种文学现象、市场现象出现在研究者的面前。而

不是一种传播现象。这导致没有传播理论的支持，玄幻小说的传播缺乏理论性

的指导，认真研究受众的个体特征、社会文化特性。只有把握玄幻小说手中的

结构特征、行为特征和文化特征，了解受众对玄幻小说的使用需求，才能使玄

幻小说的文化价值、市场价值得到体现，是玄幻小说可以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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