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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与“表现现实”的传统文学路径不同的是，在网络文学中，现实世界退居幕后，已经不再是
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玄幻、穿越类网文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网络文学

对世界的再创造要求其理想读者抛弃现实世界经验和观念的束缚，接受全新的世界设定，沉浸

式地进入网络文学文本当中，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作者创造文本后交

由读者解读与评判，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读者可以对作品实时评价，作者也可以即

时接纳读者的设想与建议，改变自己原本构思的故事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文学成为作者

与读者群想象的狂欢，成为不同主体合作完成的作品。

对于“流量”与“变现”的需求，使得当下网络文学“粉丝向”严重，大行其道的“爽文”正是“粉
丝向”发展的产物。这类“爽文”直白地表达人类的欲望，建立起一个没有根基的乌托邦。“金手
指”泛滥、“套路化”严重，而这类“爽文”，又永远可以戳中人们的“爽点”，而拥有永恒的读者。

不过，无论何种文学类别，其“流量”大小永远不能成为评价它的唯一标准。对于网络文学
而言，它既是商业的助力，也是资本的镣铐。因此，如何在商业性与文学性的拉锯之下寻找相

对的平衡，如何在网络文学中表现现实问题、呈现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与取向，正需要网络文

学摆脱流量的束缚，建立其自身的主体性。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学也确实产生了挣脱镣铐的

文学佳作。

邵燕君等人在《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经典文集》中，从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遴选了五位

经典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其判断标准来看，是否“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
向”、是否“形成了具有显著作家个性的文学风格”、是否“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
性’的文学表征”等，仍然深受传统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

然而，网络文学不同话语主体的交锋对文学圈内的评审标准发起了挑战。参与者的普泛化

必然导致更多元、更健康的话语语境的形成，也就是说，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必须兼顾文学

内部与大众传媒等多个向度。邵燕君等人提出的这套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

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但是，网络文学的快速生长性决定了其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一场文学之间的角力》）

材料二：

网络文学的诞生及成长源于文学与网络的双向互动。从文学角度看，网络文学是文学以文

化内容和文化行为的方式进入网络，最终使得传统文学基本的表现形式和价值追求被“引渡”到
网络中；从网络角度看，互联网作为媒介工具和文化场被引入文学领域，网络所具有的虚拟

性、交互性、快捷性、消遣性等特征，赋予文学极具差异化语境的能量。网络文学的根本特

质，既不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中，也不是科技意义上的“技术性”和市场意义上的“消费
性”，而在文学和互联网结合并发生融合反应后产生的“网络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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