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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手机等数字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书写、电脑程
序创作、赛博朋客小说、多媒体和超文本文学实验等纷纷在文坛浮现。
面对数掌媒介下的文学转型.我们如何正确利用新媒介的技术特性来提升文学性，进而在数字化语境中
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丰富文学的魅力，而不是让技术牵着走，使炙手可热的技术手段成为遏制文学生
命力的借口，更不是让文学传统在数字技术的狂飙突进中花果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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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友权，湖北卜堰市人，77级大学生，文学博士。
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人
文前沿》主编，《中国文化品牌年度报告》蓝皮书土编，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6年晋升教授，2000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
出版个人学术著作12种，主编大学教材10部，主编理论研究丛书网套，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为全国
模范教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和中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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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网络文学的历史认证取决于它能否走进人类审美的艺术殿堂，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承担一份艺术
责任，而这种内质的涵养是需要在数字化时代技术霸权的铁壁合围中疏瀹和铸就的。
因为自诞生之日起，网络文学就面临科技与人文的宿命式追问：在它所依附的高科技大树上，结出的
究竟是人文审美的丰硕果实，还是会使人类的艺术传统和精神赓续在技术的狂飙突进中花果飘零？
在炙手可热的科学势力的边缘，走进网络的文学是否仍带着古老的传统与价值朝着人类审美精神的圣
地驰骋，还是在科学技术的场域中让文学本体的精神取向经历一次技术理性的“格式化”？
网络文学的意义承担在于它是否拥有一种坚挺的精神，无以回避的人文底色将是它的逻各斯原点。
尽管较之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添加了技术含量和游戏色彩，技术装置更大限度地制约了文学的“出
场”，文学存在被交付给了电子技术的硬件和软件。
然而，媒介和载体变了，文学的创作手段和传播方式变了，甚至文本的构成形态和作品的功能模式也
变了，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价值命意没有变，文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没有变，文学
寄寓人文精神、承载人道情怀、表征人性希冀的价值本体没有变也不会变。
人类把文学送进网络，不是要在此演绎工具理性，而是在一个新的场域里寻求“诗意地栖居”方式，
运用技术手段来建构价值理性，实现如哈桑所说的“让我们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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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应岳麓书社“博导文丛”之约，从近几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遴选的一个同题文集。
所收录的22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
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在内的17家专业学术期刊。
全书分三部分。
上篇讨论的是“数字传媒下的文论转型”，试图在一个纵向的“史’’的维度上，辨析数字媒介出现
后带给当代文艺的历史性变革；中篇“网络文学的本体论”探讨了备受关注的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
问题，在学理逻辑上坚守的是一个横向的“论”的思辨维度；下篇“网络视域的诗学反思”，挑选
的8篇文章集中解读的是数字技术媒体带给文艺学的理论新课题和学科创生空间，力求在“史”与“
论”融汇点上找到“比特世界”的学理症结和诗学增长点。
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学术立场则是我一直以来对于“高科技与高人文”并行不悖的思考与期待，或者
说，是对新媒体文艺精神根脉中人文蕴含的考量，也表达了我对技术浸淫下艺术精神价值重建的焦虑
与警醒。
我从1999年开始关注网络文学，至今已整整十年。
十年来，我国的网民从62万猛增到3个多亿，联网计算机从不足30万台发展到现在的过亿台，手机使用
者也已超过总人口的50％。
技术传媒的风起云涌为我选择的这一学术沃土提供了充盈的滋养和丰富的话语空间。
记得是2000年，我在做了近半年的网络调研后，完成了网络文学的第一篇研究报告《互联网上的文学
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后在网上广为传播并被
许多人引用，这无疑增强了我走进这一新领域的信心。
2001年，我有幸获得了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中的第一个网络文学研究课题，2002年又获得了国家社科
基金的网络文学研究项目，这对我又是一种新的激励。
十年中，已主持完成了同一领域的2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个教育部项目，3个省级项目。
先后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数字化语境中的
文艺学》、《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网络文学概论》、《网络文学发展史》等著作，主编了“网
络文学教授论丛”、“文艺学前沿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等，陆续发表了网络文学、数字
媒介文学论文70余篇。
2007年，拙著《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在我看来，评审专
家把这个文学界的政府最高奖授给这部小书，其意义更在于主流学术对一个新领域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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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博导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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