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網路文學 
主講人：痞子蔡 

 
一、網路文學之定義 

1.題材內容是網路？ 

2.發表管道是網路？ 

 
 
二、網路文學與傳統文學之差異 

1..發表管道之差異？ 

2.作品內容之差異？ 

3.中文小說與英文小說之差異？ 

4.寫手與作家之差異？ 
 
 
三、網路文學之特色 

1.寫手與作家寫作風格之差異？ 

2.鍵盤與稿紙之差異？ 

 

 
四、網路文學發展之歷程 

1.BBS 出現連線小說版 

2.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熱潮 

3.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出版 

4.網路小說出版市場高峰 

5.BBS 個人版興起、BLOG 興起 

 
 
五、如何看待網路文學？ 

1.是否出現經典文本的角度？ 

2.是否出現新型態文體的角度？ 

3.社區或公園籃球場之價值。 

 
 
六、網路文學之隱憂 

1.書寫與敲打之間。 

2.市場之逢迎與現實之考量。 

 



 
七、網路文學之未來 

1.未來網路之長相？ 

2.未來文學之長相？ 

 

 
八、結語 

1.寫作？創作？ 

2.創作者的自覺。 

 

九、附錄論文資料 

 

網路小說之寫作 

成功大學  蔡智恆 

 
中文摘要：本文指出傳統定義網路小說的謬誤，提供一種較完整的網路小說定義，並敘述網路小

說的誕生起源及之後的發展歷程。網路小說的誕生與 BBS 息息相關，而網路小說的發

展除了隨 BBS 的演進而變化外，亦受《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與 BLOG 興起之影響。本文

亦闡述網路小說的寫作特色，包括文字更口語化、作者讀者共同參與寫作過程及幾乎

無創作動機。最後說明網路小說寫作的優勢與隱憂，因為網路世界無遠弗屆，讓網路

小說創作者的視野開闊且創作者彼此間容易激盪，使作品更豐富多元，是網路小說寫

作的優勢；但懶於思考及盲目追求流行，是網路小說寫作的隱憂。唯有寫作者靜下心、

不追逐流行、避免商業利益，並利用網路小說寫作的優勢發揮網路小說寫作的特色，

才能寫出好的網路小說。 

關鍵詞： 網路小說 寫作 BBS BLOG 網路小說發展歷程 

一、何謂「網路小說」 

  自從 90 年代初 BBS（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System，電子佈告欄）出現於各大專院校時，

剛開始只是如其名稱所言，取代傳統張貼佈告之功能，並附加提供使用者即時聊天或互通訊息之

功能。隨後由於 BBS 功能加強、使用者日漸增多，逐漸衍生出各式各樣不同性質之專板供使用者

討論與交流，如電影板、音樂板、小說板、球類板等。各板之創建依使用者需求可隨時增加，因

此討論專板越來越多、也越來越細，如球類板自可再細分出棒球板、籃球板、足球板、排球板等。

使用者連上 BBS 時，由於專板眾多動輒破百，因此往往只挑選有興趣的板進入瀏覽文章。經常流

連於小說板的人必然對小說有一定讀或寫的興趣，偶爾逛進小說板的人也可能被某些佳作誘發出

讀或寫的興趣。在此情形下，小說板的創作者與閱讀者日益增多，而閱讀者也可能在被激勵的狀



態下進行創作，因此小說板的創作風氣日益興盛，小說創作的數量頗豐、速度也快。而當各 BBS
站之小說板開始互相連線時，造成一處貼文，四處可見，原本散居各站的小說創作者與閱讀者開

始聚集，因此當出現小說佳作時，其迴響與效應便更為廣大。最具代表性的例子如 1995 年 plover
連載之《台北愛情故事》與 1996 年 mike 連載之《陽光下最後一季玫瑰》，當時皆在連線小說板

引發熱烈風潮。 

  於此同時，「網路小說」的名詞概念並未成為傳統平面媒體與平面文字工作者之研究對象，

原因一是網路小說較難進入非網路使用者之視野範圍；二是網路小說的優秀代表作品仍少；三是

網路小說並未以報紙連載、雜誌專欄或書籍出版等形式出現。在平面媒體與平面文字工作者根本

不了解網路的情況下，網路小說不僅未被正視，網路文學的可能性甚至被質疑。 

  1998 年 3 月至 5 月間痞子蔡連載之《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又在連線小說板引發熱烈討論風潮，

但時空背景已變，網路使用者和 BBS 站在兩年內急遽增加、電腦更普及、網路更發達，因而引發

的效應遠較前兩次更為巨大；加上部分網路讀者將此篇小說以印表機印成紙張，使其廣泛流傳於

非網路使用者之間，造成《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風潮跨出網路直達平面。且由於部分網路使用

者已進入實體出版業或報紙雜誌相關媒體，進而促使《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出版成書並曾於中國

時報上連載。隨著書籍的暢銷及後續衍生的效應使平面媒體與平面文字工作者不得不正視網路小

說的存在，試著了解網路小說的名詞概念，並進一步定義網路小說。 

  由於平面媒體與平面文字工作者對網路這新興媒介的陌生以及對網路小說的認識通常只來

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因此其對網路小說的定義不外乎：（一）網路小說是以「網路」或「網

戀」為題材的小說；（二）網路小說是以「網路」為發表管道的小說。 

  在第一個定義下，網路小說即為特定題材的小說，就像一般所謂的奇幻小說、科幻小說、武

俠小說、推理小說、愛情小說等皆依其作品內容的題材而被歸類。在《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之前

與之後不久的時間，以網路或網戀為題材的網路小說確實為數不少但並非佔大多數，如前述《台

北愛情故事》其內容題材與網路或網戀絲毫不相關；而 2000 年以後之網路小說，內容題材為網路

或網戀的，更只佔極少數。因此第一個定義明顯不適用，充其量只反應研究分析者視野之狹隘而

已。 

  第二個定義顯然將網路凌駕於文學之上，認為平面小說與網路小說之差異只在發表管道。但

若發表管道不同即可形成新文體，為何無「報紙文學」、「雜誌文學」、「副刊文學」的名稱？若曹

雪芹復生，將《紅樓夢》發表於網路，則《紅樓夢》為網路小說？又，網路小說以痞子蔡為代表

人物之一，若痞子蔡之後的作品只要不在網路發表，便不再是網路小說而是突然變成一般傳統平

面小說？不從作品本身評斷，只從發表管道去判別，便會形成同一部作品不管其內容風格形式為

何，它到底會被歸類為何種小說，只在於作者在作品完成後「願不願意」發表在網路的一念之間。 



  上述兩個定義或許可突顯網路小說之某些特色，但若光憑這些特色便去定義網路小說，恐失

之武斷且得出荒謬的結果。平心而論，定義網路小說確有其難度，最大的困難點並非在於網路小

說與傳統平面小說的差異點為何，而是網路使用型態日新月異、出版等商業機制隨時影響網路寫

手的創作心態，導致網路小說彼此間的長相大相逕庭，很難被統一歸類。 

  換個思考角度，若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中文小說與英文小說的差異時，我們會有何種解答？若

回答中文小說與英文小說的差異在於所使用語言的不同，恐怕會令人啞然失笑。這種回答的方

式，與回答網路小說與平面小說的差異在於所發表管道的不同，不正是同樣的答案形式？當我們

仔細分析中文小說與英文小說的差異時，會發現其文字應用、敘述方式、內容題材等確實存在差

異，而這差異的來源通常會導向作者本身的差異。那作者本身的差異為何？若回答是白種人與黃

種人的差異則又會得到啞然失笑的結果。真正的差異是因為這兩種作者處於不同的文化背景環境

中。 

  在這種思考角度下，網路小說與平面小說的差異根源不是作品本身，而在作者。作者的樣子

不同，便導致作品的差異。網路小說與平面小說的作者即使在相同文化背景中成長，網路創作者

還多了另一種文化的薰陶——網路文化。網路確實影響作品的樣貌，但這是透過影響作者的

「因」，才會導致作品不同的「果」。依循此思考角度，網路小說將被定義為： 

  「網路小說是受網路文化薰陶的網路寫手甚至包括平面作家，在網路這新型態創作環境中，

利用網路的特性（使用者互動性高且對話性強，訊息之接收大量、多元、迅速且訊息更新亦快），

獨力或與他人通力完成（藉由互動與對話，讀者通常於創作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影響作者的思路）

之小說，完成之作品通常亦藉網路但並不限於網路流傳。」 

二、網路小說之發展歷程 

  隨著 BBS 的出現，網路文學也悄然興起，剛開始只是在回覆各專板上文章裡出現一些既幽默

有趣又生動活潑的文字，漸漸地，小說板開始興旺，同樣的文字風格出現在小說創作中。隨著參

與連線的小說板越來越多，網路小說之創作如千樹萬樹梨花競開，呈現繁榮景象，這景象在《第

一次的親密接觸》出現後達到顛峰。 

  幽默有趣與生動活潑的文字對網路小說的形成非常重要，BBS 站成立初期，使用者多數是大

三或大四理工科系學生、碩士或博士研究生（通常亦以理工科系居多）以及剛踏入職場不久的電

腦相關行業人士（年齡約二十七、八歲以下）。這些使用者的年齡差距不大，成長背景類似，而

其學習的領域跟一般傳統文字工作者不同，因此語言文字的應用便呈現明顯差異。由於年紀輕且

相近，彼此之間的感染力相當大，對新型態事物的學習欲望與能力亦皆強，加上使用的文字輕鬆

有趣容易誘發閱讀者參與討論，因此 BBS 站各個板面上都是一片欣欣向榮、充滿生機。 



  隨著網路更便捷、傳輸速度更快，網路使用者年紀更輕、成員更多更複雜，網路使用型態也

持續演變，而在這種環境中所誕生的文學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在台灣，網路小說一直是由 BBS

小說板所主導，文學網站的影響非常小；而在大陸，網路小說卻是由文學網站、各大論壇所主導，

BBS 小說板的影響力較小（主因在於其連線程度不大，影響力呈現在地性）。直到 BLOG 興起，

網路小說的結構才發生較大變化。 

  若以台灣為主要探討對象，以大致發生的時間點作區隔，則網路小說發展歷程有幾個明顯的

時間點：BBS 小說板開始連線（1995 年）、《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熱潮（1998 年）、《第一次的親

密接觸》成為暢銷書（1999 年）、網路小說大量出版（2000 年至 2002 年）、BBS 個人板與 BLOG

興起（2004 年）。 

（一）BBS 小說板開始連線 

  由於每個 BBS 站成立小說板的時間不同、開始與外站連線的時間也不同，並沒有明確的時間

點。這時期可視為網路小說的萌芽期，網路使用者嘗試在小說板寫小說。創作者多數是第一次寫

作，中學時期已有投稿寫作經驗者亦不在少數。小說的結構未必完整，故事也通常起了頭卻沒結

尾，故事內容屬於心情記事者多，故事性強，常見流水帳式的敘事手法以接近生活。由於網路剛

興起，以「網路」或「網戀」為題材的小說相當多，這題材是新時代的產物，從未出現於傳統小

說中，因此讀來頗有新鮮感；又創作者多因抒發心情而寫作，文字多半真誠不造作，故讀者的感

染力和共鳴感強，常見作者與讀者因小說創作而結為好友。這時期網路創作者大多是理工背景出

身，文字應用簡潔生動，寫作者的敘事能力或許稍嫌不夠但誠意十足。 

（二）BBS 小說板開始連線至《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熱潮 

  隨著 BBS 站增多，參與連線的小說板也變多，網路小說的創作與閱讀風氣日益興盛、作者與

讀者間的互動性越來越強。創作者邊寫邊貼，讀者閱讀後可迅速將心得想法透過回覆文章至板面

或寄信到作者信箱的方式，即時回饋給作者，形成網路創作最明顯的特點。《台北愛情故事》與

《陽光下最後一季玫瑰》分別造成閱讀與討論熱潮，連帶鼓勵更多讀者投身創作者行列，小說創

作量遽增質也提升，成為網路小說創作的黃金時期。在小說板上，創作者既是自己作品的作者，

又是別人作品的讀者，作者與讀者間之界線模糊；且作者與作者間、作者與讀者間之交流互動頻

繁。這時期網路創作者雖然仍是理工背景居多，但其它領域背景出身的創作者正逐日增多。網路

使用者亦開始認真討論網路小說之可能性與未來性，在網路使用者的定義下，不僅網路小說文本

是網路文學創作，讀者與作者的對話亦屬創作的一部份。 

（三）《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熱潮至《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成為暢銷書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連載之初，BBS 連線小說板已發展成熟，且 BBS 功能更臻完善，作

者讀者群亦穩定增加，上網也不再是理工科學生的專利。當《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造成討論熱潮

時，除了閱讀小說板人數更多導致其轟動程度超過《台北愛情故事》與《陽光下最後一季玫瑰》

外，更由於網路使用者不斷轉載，造成此風潮跨出小說板進入其它非小說板。因此《第一次的親

密接觸》對於網路創作的最大意義，在於它讓原本不進入小說板的網路使用者進入小說板閱讀小

說，甚至進一步成為網路小說創作者。許多日後知名的網路創作者（包括日後出書而成為所謂的

網路作家），都是在這時期投入網路小說的創作行列。而網路使用者將《第一次的親密接觸》列

印成紙張以便非網路族群閱讀，亦使《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成為第一部跨出網路的網路小說，也

使平面媒體與平面文字工作者對網路小說不再僅止於想像，而是可以具體閱讀。 

（四）《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成為暢銷書至網路小說大量出版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成為暢銷書後，平面媒體開始大量報導網路文學，效應便開始在非網

路族群間發酵，間接讓原本不上網的人上網，大大擴展網路使用者人數。這其中也包括原本即有

志於寫作或想成為作家的人，但這些人的作品與原本的網路小說樣子不太相同，一來其受網路文

化薰陶尚淺；二來其創作本身或多或少帶點目的——出書，網路寫作只是其成為作家的終南捷

徑。商業出版機制進入 BBS 小說板後，逐漸影響創作者的寫作心態，以往單純以抒發為主的寫作

變為複雜。創作者的內容取材因《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暢銷而競相選擇網戀，導致大量網戀小

說出現；各出版社也因《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成功經驗，而大量出版網戀小說或與網路有關之

校園愛情小說，希望複製出另一本暢銷書。由於此時網路小說出版品內容大多是網戀或與網路有

關之校園愛情，平面媒體與平面文字工作者便誤以為所謂的網路小說即是以「網路」或「網戀」

為題材的小說。小說板創作量遽增，但質不升反降，讀者與作者互動逐漸減少，網路創作最明顯

的特點——讀者意見即時回饋給作者的現象正逐漸消失。 

（五）網路小說大量出版至 BBS 個人板與 BLOG 興起 

  越來越多出版社上網尋找可供出版的網路小說，同一出版社出版網路小說的速度也越來越

快，導致更多創作者將小說貼在小說板上等待出書機會。然而出版社並不了解網路小說，出版網

路小說的理由只是因為市場需求而不是因為認同作品。就像田裡的果實尚未成熟便急著摘取販賣

一樣，不成熟的網路小說出版品充斥市面，網路小說出版品引起的負面觀感日益增大，網路小說

等於不成熟校園愛情小說的觀點已經確立。作者讀者從原本平行且互相砥礪的友朋關係，轉變為

餐廳老闆與顧客的消費關係，作者極力取悅讀者，換取讀者回應他的作品，以增加作品的能見度

與曝光率，達到出書的目的。甚至發生作者以分身回應自己作品，試圖造成討論熱烈的假象。新

的網路小說創作者往往只把網路當作橋，當過了河後橋便可拆了，於是出現一旦出書便急著把發

表在小說板的文章刪掉的現象，或是不把小說發表完而請讀者去書局購書以閱讀剩餘的部分（這

些現象也可能是出版社考量書的銷量而要求作者配合）。讀者與作者互動的情形幾乎在小說板消

失，老的網路小說創作者對小說板現象失望，紛紛隱身於個人板安靜創作，而單純想閱讀網路小



說的讀者也隨之流連於網路創作者的個人板間。 

（六）BBS 個人板與 BLOG 興起之後迄今 

  BLOG（台灣稱部落格，大陸稱博客）的使用環境可突顯個人色彩，加上不需專業的網頁管

理知識且管理起來非常簡便，每個人都可輕鬆擁有自己的 BLOG。BLOG 興起後，以 BBS 連線小

說板所主導的網路小說創作現象已經消失。網路小說出版品市場已開始萎縮，小說板的創作風氣

日漸式微，網路小說創作者與讀者多數已離開連線小說板。由於 BLOG 功能的強大與便利，文字

書寫與排版既簡單又方便，以傳統 BBS 介面為創作環境所衍生出網路小說特有的排版方式也幾乎

不見，新的網路小說格式正在形成。網路小說創作者或放棄創作；或投身 BLOG 繼續寫作，但所

寫東西未必與小說創作有關。BLOG 讓網路書寫更便利，於是更多人在網路書寫；而 BLOG 的使

用族群，也更接近現實社會的結構，不像 BBS 依然存在特定族群的特徵。雖然 BLOG 上的文字

未必都是文學性的，但由於它帶動新的網路書寫風氣，因此可以期待新的網路創作現象在 BLOG
誕生並蓬勃發展。 

  以上簡略述及台灣網路小說的發展歷程，雖然大陸網路小說的發展歷程與台灣不盡相同，但

受《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影響結果極為類似，而最終將網路創作者分散至各 BLOG 的趨勢也相

同。 

三、網路小說之寫作特色 

  早期網路小說作品之取材、內容與文字應用，均與平面小說作品有明顯差異。如果從作品本

身去比較，可以發現網路小說的文字較簡單也更口語化，也由於在網路小說的創作中，作者常常

是邊寫邊貼，於是可以在創作過程中直接收到讀者即時的閱讀回饋，這對創作本身是有益的，但

也導致網路小說結構整體安排和通盤考慮較不理想。 

  網路小說出版品絕不能代表網路小說的樣貌，網路小說出版品只是出版社在市場考量下針對

某些特定族群所發行販售的商品。思考網路小說的角度，不應從作品切入，而應從作者切入。平

面媒體與平面文字工作者總是從「作品」的角度，得出網路小說的平均水準比傳統小說差太多的

結論。這樣比較當然不公平，平面小說已經被嚴格篩選，而網路小說根本無法篩選。舉例來說，

先篩選出台灣一百個籃球國手算出平均身高，然後再從美國隨機挑選一百個人計算平均身高。兩

者相比，可以得出台灣人和美國人平均身高的高矮嗎？網路小說的優劣是一回事，但平面的人對

網路小說、網路寫作者與網路環境的陌生，才是網路小說不能得到客觀評價的主因。網路小說就

像是動物園裡的一隻六腳猴子，即使突然吸引相當多注視的目光，也不是因為牠可愛，而是因為

牠怪異。 



  網路小說不是只能輕薄短小，也不是只能風花雪月，那是因為目前為止，網路寫手普遍年輕。

我們不能期待一個 25 歲的寫手寫出 50 歲的作品，不是因為他做不到，而是那不應該是他這時候

做的事情；也不能因為 25 歲的他寫不出深刻的作品，就斷定 50 歲的他也無法深刻。寫作本來就

反應相當程度的人生經歷，就像我們習慣以秋天來表達一種蕭瑟的感覺，可是對 20 歲的年輕人

而言，他們可能會高興地說：「秋天到了，楓葉紅了，我們去奧萬大玩！」葉子落下來，對他們

而言，那叫美，不叫蕭瑟。在奧萬大看到落下來的楓葉，10 歲的小孩撿起來玩，20 歲的人很快樂，

30 歲的人覺得感慨，40 歲的人開始嘆氣。同樣的事件，對不同年紀的人來說，感受並不一樣。網

路小說也是如此，因為寫手年輕而且非專業，所以作品直接、簡單、很生活化，他們直接表達感

受，並沒有為賦新詞強說愁的必要。 

  網路小說的文字當然簡單，因為網路創作者的寫作姿勢非常輕鬆，就像在家裡打赤腳穿短褲

走來走去一樣，他們並沒有見人的打算；傳統小說作家當然得梳好頭髮打好領帶擦亮皮鞋，因為

他們不僅要見人恐怕還得出現在正式場合。在小說板的自由創作環境裡，網路創作者就像在客廳

看電視一樣，輕鬆揮灑而不刻意雕琢文字。文字運用簡單只是網路創作者的習慣，不是因為他們

的能力不足。 

  網路小說的文字應用更口語化也是必然，網路使用者表面上雖用文字溝通，但由於網路存在

聊天文化，因此實際溝通的過程是將口中說出的話「翻譯」成文字。也由於無法面對面，無法傳

送聲音，因此大量的表情符號便順勢而生。這些符號都是象形符號，望而生義，讓文字接收者可

以由這些表情符號「看到」傳送文字者的表情，以更精確模擬出面對面說話時的真實情況。由於

中文輸入常以拼音為主，中文同音字又多，選字的過程偶爾會選錯字，這是無心之失，不能以此

斷定網路創作充斥錯字文化。事實上正由於中文同音字眾多的特性，網路使用者往往有意寫錯

字，希望藉由諧音表達另一種機智幽默。比方「列祖列宗」寫成「劣祖劣宗」來表達揶揄；「不

寒而慄」寫成「不含而立」即可簡單隱喻黃色笑話。這並不意味著網路使用者文字素養低落，相

反地，他們正利用中文字的諧音特性表現另一形式的創作。當然也由於說話快、打字慢，有些網

路使用者便想偷懶少打些鍵，例如前些年出現的「注音文」便是使用者偷懶的結果。在平面媒體

大肆撻伐前，網路使用者即已互相約束，因為注音文妨礙文字意義的判讀，而迅速且精確的溝通

一直是網路使用者的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注音文自然被網路淘汰。 

  網路出現的時間並不長，長遠的影響目前仍未知，但對網路使用者而言，網路確實改變他們

的生活方式，也影響他們的思考模式。由於網路交流比一般交流更迅速，網路創作者年紀又輕，

既像海綿有強大吸收力又像黏土極具可塑性，彼此間的學習與影響效應皆強。對網路文學而言，

這些效應都在改變網路創作者的寫作習慣以及寫作姿勢，最終影響作品樣貌，這才是網路小說與

平面小說的差異根源。 

  甚至在創作之初，網路創作者即與傳統文字工作者不同。如果問起早期網路創作者他在網路

上創作的動機是什麼？他大概只能給出虛無縹緲的答案：抒發壓力、想寫寫看、寫著好玩等，因



為這些網路創作者的文字創作幾乎無創作動機，他們從未想過為文學獎、投稿、出版而寫長篇小

說。BBS 的分板扮演著類似校園社團的角色，對小說有興趣便逛小說板、對棒球有興趣便逛棒球

版，於是出沒在小說板的人，彼此間已有共同的興趣，結交成好友並不難。一直讀李白，寫詩時

難免羞於下筆；一直讀莎士比亞，寫劇本時總是頗感壓力，但小說板上的氛圍總是輕鬆而自在，

很多閱讀者便在這種氣氛下被「誘發」而創作。在小說板上，創作者不再高高在上，讀者按個鍵

即可送出訊息與想法；創作者與讀者的界線模糊，在不同的作品中，角色可能對調。對很多網路

創作者而言，創作過程的最大收穫未必是作品本身，而是過程中所結交的知心好友。 

  網路創作最明顯的特色就是作者與讀者共同參與的過程，與讀者之對話或者與讀者共同創

作，是特色，但並非一定得滿足這特色才算網路小說。網路小說創作者深諳此道理，需獨處安靜

時，便不再對話。興之所致，隨意抒發是網路創作的精神，至於用何種文體與何種結構，通常不

在網路小說創作者的思考範圍，更遑論文字堆砌之技巧了。 

四、網路小說寫作之優勢與隱憂 

  網路為文學注入了某種生命力，網路小說創作者用簡單文字抒發真實情感，同時也會吸引具

相同頻率心跳的人，彼此之間互相激盪碰撞，作品於焉產生。網路不存在編輯挑剔的眼光，也沒

人質疑你的文字是否有文學價值。沒有退稿壓力，你只管寫，是否會有人看或是誰在看都不重要，

小說開了頭卻沒寫完也不會有人責備你，當然不存在完稿壓力。網路提供一塊寬敞的空地，你可

任意在上面跑、跳、倒著走，當然打太極拳練外丹功也行。網路小說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是自由

的，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他喜歡的姿勢走完全程，途中可以獨自探索也可以結伴同行。網路是開放

的，就像野生草原存在各種動物，有獵殺為生的獅子、獵豹等；有食草為生的羚羊、斑馬等，每

種動物都有生存的空間與權利，沒有孰優孰劣，大家都一樣平等，也都應保有野生動物的野性，

不應被商業利益所豢養。網路敞開胸懷迎接文學，讓各式各樣的網路小說創作者都可在此施展拳

腳，即使只是三腳貓功夫。網路不像平面媒體總是樹立某些典範，希望大家學習典範然後有朝一

日成為另一種典範；網路上沒有典範，它只是讓你在自由寬容平等的環境中挖掘自己、找到自己，

最終成為自己。 

  螢幕的另一端，可能跟你只隔一個巷口，但也可能隔了一座海洋。網路世界無遠弗屆，創作

者之間在真實世界可能永遠無法碰面，但在網上彼此切磋琢磨卻很容易，這讓所有網路小說創作

者的視野開闊，見識到與自己生活環境差異極大的另一種世界。創作者彼此之間容易激盪，而創

作品的豐富多元性，往往肇因於此。 

  也正因網路的自由寬容，創作品的素質常是龍蛇雜處、良莠不齊，像是一面供塗鴉的牆，有

美得令人心動的畫，也會有慘不忍睹的畫。在 BBS 連線小說板主導網路小說走向的時期，並非所

有小說板皆連線，有的 BBS 站同時存在連線小說板與自己站內的小說板。更有藝文專業 BBS 站，



只以藝術、文學創作討論為主，每個創作者可依自己的喜好與當時的心情，選擇想駐足的地方。

而每個停留的地方，都聚集相同心跳的人，知音不再難覓。如果你不想眼花撩亂，可挑這些清靜

點的地方。網路展現的文學樣貌或許不專業，卻更具多面性。 

  網路從來不拒絕任何人，既沒拒絕過年紀稍長的人，也沒拒絕過專業的文字工作者，自由與

寬容一直是網路創作的精神。網路鼓勵創作，但並不保證一定會誕生好作品。若只從作品角度看

待網路，未免流於功利心態。就像社區或公園的籃球場，它存在的意義是讓所有人自由隨性在場

上打球，玩得盡興。打球的人球技也許只有中學程度，也許具國手資格。我們該以這些籃球場的

存在是否可以提升籃球水準或是否可誕生另一個喬丹的角度去衡量其價值嗎？ 

  任何事物並無絕對的優與劣，網路給網路創作者自由與寬容，讓網路創作者可在不受束縛下

展開創作旅程；但也會讓網路創作者養成懶惰、拙於思考、盲目追求流行的壞習慣，造成大量無

意義的文字，也才會有注音文的出現與灌水文化。網路創作者必須時時提醒自己，不要在網路的

喧囂中迷失自己，也必須傾聽自己，不讓文字隨波逐流。另一方面，網路的便捷迅速，也讓網路

創作者較難靜下心，心靈沉澱的時間並不長，而通常優秀的文字卻需要時間沉澱。面對創作旅程

的陷阱，網路創作者應當小心腳下。 

  網路傳輸速度越來越快，使用型態也逐漸改變，但基本的自由平等寬容原則是不變的。在

BLOG 興起且蔚為風潮後，網路創作者更應在這種新環境中維持自我。BLOG 讓許多早已成名的

傳統作家也在上面寫東西，如果依以前平面媒體的定義，這些人也變成網路作家了，而他們的文

章也突然變成網路文學了。網路小說是否需獨立討論是一件事；若要認真討論，則只從作品是否

放在網路來判別顯然是行不通的。 

  雖然傳統作家也有 BLOG，但他們在 BLOG 上的文字，在之前或是將來應該也會出現在書籍、

報紙或雜誌專欄內。嚴格來說，這些文字並非他們受網路文化影響而誕生的文字，只是他們的文

字上了網而已，網路並沒有改變其書寫風格。如果他們有天也能受網路自由不受限的文化影響，

成為一個單純的網路使用者而非一個已成名的人物，或許會有另一種風格的文字誕生。網路是平

等的，知名人物的光環無法加在文字上頭，網路上只單純以文字是否精彩動人來換得共鳴，並沒

有這些文字因為是某知名人物寫的所以應該崇拜的道理。網路重視的是蛋的好壞，從來不管下蛋

的雞長得是否俊俏。 

  目前的網路文學因為發展時間太短而顯得膚淺，網路文學若想進步與成熟，除了需要時間

外，也需要更多創作者參與，這當然包括早已成名的作家或是任何對文字有熱忱的人。別忘了，

很多網路小說創作者的創作意識是被誘發出來的，之前他們可從未想過文字創作。從這個角度來

說，BLOG 提供更舒適的環境讓更多領域的人上網也讓網路創作環境更便利，這些對網路小說寫

作是有正面意義的。但當出版商業機制進入網路後，很多網路寫作的特色逐漸消失，這才是網路



小說最大的隱憂。這也造成網路小說的樣子越來越像平面的通俗小說或大眾小說，也因此才會有

人定義出網路小說只是以網路為發表管道的小說，除此之外並無特色。當出版進入網路，網路小

說創作者是否會為了名與利寫作？是否會迎合市場或出版社的需求而寫作？這些是所有網路小

說創作者該深思的問題。 

 

五、結論 

  網路小說的存在是客觀事實，但是它依然弱小，需要更多網路小說創作者默默耕耘。能納百

川方為海，網路從未拒絕過任何人，尤其在 BLOG 興起後，誰都可輕易擁有自己的一片網路天地。

有志或有興趣從事網路小說寫作的人，應記得網路是自由與寬容的世界，網路並無守門員，只有

創作者內心的天平才是唯一的標準，因此如何將個人特色與內心感受真實傳達是網路小說寫作的

原則。以出版利益為考量或僅以網路為行銷作品的手段，都應避免，否則作品只是一般小說而無

網路小說的特點。在寫作過程中，亦應善加利用網路的優勢，即相關資料取得較傳統方式簡易且

較完整、與讀者之互動交流亦較簡易與頻繁，如此在寫作過程中常會激盪出預期之外的靈感與火

花；而在沒有完稿壓力下的寫作，寫作者更能展現自我的特色，亦能幫助作品更為完整且更有活

力。但在利用網路的優勢之餘，也應避免網路文化帶來的負面影響，即灌水文化與大量無意義的

文字，如此才不致使作品變為無病呻吟且小說結構鬆散、枝節雜亂無章。當寫作者深受網路文化

影響，作品文字通常會更口語化、小說中對白也較多，這是網路小說的特點，是好或壞在於寫作

者的分寸拿捏，或許作品不算成功，但寫作者可從自由無束縛的環境中得到寶貴的創作經驗，有

利於之後的網路小說寫作。當打開電腦連上網，面對的就是一個自由遼闊的世界，這全新的天地

為網路小說寫作將帶來更寬闊的視野，寫作者的創作心靈亦不再受到束縛而得到解放。網路小說

的寫作面對的是追尋自我的過程，在過程中應避免因沿途的喧鬧而迷路，以及被出版社的商業利

益招安而停下腳步。網路寫作雖然靠的是鍵盤輸入而非筆寫，但寫作用的是心與腦，筆或鍵盤只

是工具而已。網路小說創作者唯有靜下心、用腦思考、放縱指尖，才能寫出好的網路小說。 

註：此篇文章發表於第三屆「實用中文寫作策略」學術研討會。2007 年 6 月 2日。成功大學文學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