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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网络文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多为“长篇

巨制”，动辄近百万字的作品乃市场常态。而近年，短篇

网文在以知乎、豆瓣为代表的平台走红，取得了不错的

关注度，诸如知乎盐选说书已成为各大短视频的高热内

容、豆瓣连载小说《九义人》成功影视化。短篇小说常

被认为是“历史剧变和转型时期的‘宠儿’”，它坚守以

“启蒙”为宗旨的精英品格，在关注社会、启迪信念的

同时兼具审美价值 [1]，带有浓烈的精英文学色彩。短篇

小说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兴起，也暗示着网络文学正逐渐

向着“精英化”靠近。1

一、短篇网文发展的跌宕起伏

关于网络文学的篇幅定义，学界说法不一，大致

上，学者们认为：短篇约 10 万字以下，中篇介于 20 万至

60 万字间，长篇则超过 60 万字，特别长的超过 100 万字

可称超长篇。总的来说，短篇网文的字数界定较为灵活，

通常在数千字至十万字之间。对短篇网文篇幅的认定大

体浮动数千字到十万字之间。用这一标准来回溯网络文

学的发展，被誉为网文开山之作的痞子蔡《第一次的亲

密接触》（64760 字）也能归为短篇类别。可以说，中国

短篇网文的起源史和网络文学的发端史是密不可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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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孕育的。

“在网络文学发展之初，网络中、短篇小说明显多

于长篇小说。”[2] 最初时期，网络文学更多是被更具传统

文学品质的精短作品占据主流 [3]，诸如《第一次的亲密

接触》《告别薇安》《七月与安生》（安妮宝贝）；《迷失

在网络中的爱情》（李寻欢）等。2000 年，“榕树下”举

办“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评比

活动，32 篇获奖作品仅有《秦盈》（雷立刚）和《烂醉如

泥》（潘能军）两部长篇小说。

三届“贝塔斯曼杯”后，网络文学对长篇的偏爱开

始显露。2004 年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赛明确规定：

“作品题材为长篇小说（字数要求：3 万字以上，无上

限）”，并在此基础上，此后数届奖项评选设置多个题材

赛道 [4]。再往后便是动辄 100 万字以上的超长篇小说，且

占比不小。仅据起点中文网截至 2016 年 10 月 21 日的完

本情况，100 万字以上的作品总数便高达 4304 部，占完

本总数的 25.37%[5]。这也反映出网络文学已迎来长篇或

超长篇小说的主场时代，短篇小说退居次位，零散地出

现在贴吧、新浪博客等网络论坛、社交平台上。

要论及短篇小说在网络文学再次兴起的节点，邵燕

君、庄庸则归结于 2013 年：爱丽丝·门罗以“当代短篇

小说大师”的创作成就获诺贝尔文学奖，带动了短篇小

说热潮 [6]。与此同时，短篇网络小说的商业价值也逐渐

浮现。2014 年，张嘉佳创作于微博的短篇小说集《从你

的全世界路过》出版，随后被收购影视版权，纸质书与

同名电影都交出了不错的业绩答卷。

部分主流网络文学平台诸如起点中文网、磨铁中文

网、锦文小说网等专为短篇小说开设专栏、举办征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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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贡献出多部短篇网文精品 [7]。部分公共社交平台

如知乎、豆瓣也发挥早年短篇网络小说的积累优势，跨

界进军网文。或许是网络文学初期作品由精英群体创作、

带有浓厚的精英色彩的珠玉在前，亦可能是出于短篇小

说“更纯粹、更艺术”[8] 特征的考虑，在评论界眼中，

短篇网络小说发展欣欣向荣，被寄予成为提升网文文学

质量的“先锋实验田”[9]。

二、知乎盐选短篇网文的类型

根据知乎官方发布的《2022 知乎盐故事阅读报告》

《知乎 2022| 盐选会员年度榜单》，结合“盐选会员”APP

不同方面的评判指标选出的小说类型，在目前知乎短篇

网文里，言情题材占绝对主流，富有反转色彩的现实情

感、悬疑推理、脑洞故事也颇为受众喜爱。这些类型小

说在满足大众阅读喜好的同时，在主题立意、内容文采

等方面也体现出精英化的写作实力与社会关怀。

言情故事作为女频经典，常深思女性生存现状，如

《引银瓶》揭示古代女性困境。此类短文不仅描绘两性

关系，更融入重男轻女、婚姻冷暴力等女性主义热点，

兼具情节与思想深度，宣传女性自强。

悬疑推理是知乎短篇重要分支，追求恐怖与真实。

通过死亡预警、规则怪谈等元素满足猎奇需求，刑侦

题材则触及社会阴暗面，如《极恶真相》与“黑楼五部

曲”，基于真实情感与社会规则，避免脱节。这些作品旨

在让读者窥见世界另一面，反思人性，扬善抑恶，提高

认知并净化道德，引领读者达成更深刻的认识与道德提

升，是作品所期望达成的目的。

知乎短篇网文中，科幻虽小众但精品频出，如硬科

幻《猫毛上的宇宙》、软科幻《知识海洋》，及探讨科幻

人伦的《最后一个地球人》《脱壳》。这些作品摒弃“读

者本位”，不迎合爆点或幽默，而是回归科技想象、科幻

景观描述或科技伦理探讨，展现科幻现实主义或未来主

义。在专注作品本身的前提下，科幻小说或是最具“纯

文学”气息的类型小说，引领读者深入科技与人性的交

织世界。

三、知乎盐选短篇网文的特点

当前最具代表性的短篇网文聚集地便是知乎平台的

盐选故事。以小说《宫墙柳》的出圈为标志，知乎上以

问答模式为特点的短篇小说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有学

者将其称之为“问答小说”[10]。

知乎短篇网文之“短”在于篇幅与句式。文字精

准高效，五千字内融情节反转，篇幅两万至五万字，适

应现代阅读习惯。因篇幅限，更注重情节构建，多虚构

现实题材。句式上，聚焦角色对话、行为、心理叙事，

细节点到为止，追求语言轻快简洁，迅速吸引读者，

引领情绪，强化小说教化作用，营造快捷且具深度的

阅读体验。

知乎网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答”，基于其社区问答功

能，创作多在情境命题环境中产生，如马伯庸的《长安

十二时辰》雏形源于特定提问。这些命题鼓励创新思考，

引导故事反套路发展，吸引更多思考与好奇的读者，扩

大作品影响力。同时，知乎目标受众中高知人群占比高，

为短文高质量、精英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创作起点和受

众反馈机制，促进了作品创新与深度阅读体验，增强了

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问答式的创作还导致了知乎的短篇网文的第三个特

点：创作视角多以第一人称展开。提问和回答的交流方

式自然地鼓励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让读者以为是亲身经

历而产生继续阅读的欲望。知乎小说注重高共情和高代

入感，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作者能够更直接地触动读者

的情感神经，最大化读者在“沉浸式阅读”过程中的情

感共鸣。

四、网文短篇小说精英化和发展趋势的思考

随着写作体系的完善、写作质量的提升、写作价值

的升华，网络文学开始趋向体系化、阶层化，内部也正

进行着“精英再造”，并在不断固化这种精英秩序。且这

一领域的文学精英化并不像“五四”时期、“新时期”第

一个十年一样去否定其工具性、实用性和功利性来捍卫

文学的自主性 [11]，而是表现为价值重建，以及对话语权

的争夺。短篇小说作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多次

成为思想——艺术突破的尖兵”[12]，对网络文学精英化

的趋向也必定有所映射，而知乎盐选故事作为当下短篇

网络小说的聚集地，起到窥见网络文学精英化发展的窗

口作用。

知乎盐选中热度较高的短篇小说均是在满足读者

阅读爽感基础上，升华了作品立意与格局，有意识地加

入价值观的启迪、社会现实的揭露等精英视角。作品的

“爽感”通常来源于精心设计的情节、角色经历以及故

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它可以是主角逆袭、复仇、克服

困难等情节带来的成就感，也可以是角色间友情、爱情

等情感触发的共鸣。

女频言情故事和现实情感故事常为女性的社会地位、

独立价值与自由发声，如《第一名法则》；悬疑推理故

事为现实里的隐匿的不公、难以实现的正义而发声，如

“黑楼五部曲”；奇幻玄幻传达正义感；脑洞故事观察人



41

艺术人文与社科前沿 | 第2卷/第7期
Frontiers of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性；科幻故事预见未来。以上述作品为代表的短篇网文

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娱乐化，而是带上了五四文学“为

人生”的色彩，扎根于广大受众面的精神需求与社会文

化，向现实主义靠拢。深厚的现实底蕴灌养着它逐渐摆

脱内容低俗、偏执等通俗文学的弊病，走向社会价值的

书写与传播，带上了传统文学中个体精英对普罗大众的

启蒙引领的色彩。

除了立意上追求深度，知乎盐选的短篇网文在内容

上也追求不断创新。尽管如前述类型分析所示，各类故

事内部仍面临同质化与模式化现象的显著挑战，但总体

而言，故事类型更迭迅速，更新依然保持可观的速度，

从原有的“霸总文”“修仙文”“克苏鲁”，到如今风靡平

台的“囤货文”、“算命文”、“无限流”，越来越多故事正

尝试题材跨界或是元素累加，以求得到令人惊奇的化学

反应与阅读体验。敢为“文”先、不断突破创作边界无

疑也彰显着网络文学的先锋性，在虚构叙述的场域掌握

更多话语权，对其后虚构文学作品的发展走向产生莫大

影响。

而在创作者场域，越来越多更具有纯文学气息或关

照现实理念的作家活跃在网络上。他们“兼容娱乐性写

作，进入文化反思阶段，形成独立的文学‘品格’和写

作‘人格’”[13]，在网文创作过程中加入对现实世界的

思考，使网络小说兼具娱乐价值与教育意义。此立场与

“龙的天空”论坛“文以载道”派观点契合，强调网络

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传递：网络小说和作者应该有

社会责任感，传递正确的道德观 [14]。另一方面，短篇网

文的兴起，也意味着当下创作者已迈进更高阶写作，能

力方面向“精英”标准靠齐。毕飞宇指出，短篇难写，

但短篇网文作家提升故事节奏把控力，以小见大，避免

长篇网文弊病，实现从“草根”到更具文学性、规范化

的“精英”写作转变，展现网络文学的发展与成熟。

如今，网络文学已成为实际的主流文学，面向的

是以“城镇化中的市民、中产阶级化的公民、草根化的

网民”构成的中国文艺新核心和服务受众 [15]，从单纯的

“小白”爽文到富有考量的作品，从“游戏世间”的态

度到承担起“使命感”“责任感”，在艺术价值、意义价

值方面真正从文学史的边缘走向中心，逐渐接过社会精

神重要支柱的接力棒。

结语

通过分析知乎盐选短篇小说，可见网络文学正逐渐

褪去低龄爽感与长篇惯性，深刻关照社会现实，向更文

学化、精英化发展。网络文学精品源自通俗作品与大众

市场，走出了一条与传统文学精英化不同的广阔道路。

当前，如何引导网络文学与精英化相融，处理好大众性

与精英文学意识形态要求的关系，成为作家、文学网站、

官方组织及读者需考虑的问题。这不仅是网络文学提质

升级、长远发展的关键，也是在“文学边缘化”观点盛

行的今天，文学寻求突破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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