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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新诗而言，新世纪诗歌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它已处于互联网的语境之中。互联网语

境中的新世纪诗歌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极为显在的变易，表现出一些新的诗学特征。文章从创作情态、阅读方式和诗

学意义等几个层面阐述了这些变化，并指出建构网络诗学将是新世纪诗歌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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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歌在新世纪后出现的新变，在笔者看

来，最突出的一点表现在，它已全面置身于互联网的

技术环境和话语氛围中，由此生成的网络诗歌成为了

新世纪诗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形态与表现方式。在拙

著《网络诗歌研究》里，笔者曾写道：“在网络诗歌的

强势风暴之下，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格局发生了很大

变化，许多诗人栖落在各自创建或者熟悉的网站上，

将自己的诗歌作品和诗学观念公之于众，网络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下诗歌的流派构成与风格特征的方

便而有利的窗口。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与传播的网络

诗歌，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新诗的主要形态。”[1](2)相对

于 20 世纪中国新诗而言，互联网语境中的新世纪诗

歌，已经在创作情态、阅读方式和诗学意义上发生了

极为显在的变易。如果忽视这些变化，我们对新世纪

诗歌艺术特征的探究及对其发展态势的预测，就可能

显得不准确、不全面和不切实。只有正视这些变化，

认清网络给中国新诗所带来的创作生机以及造成的困

扰与局限，我们才能深入认识到新诗在新世纪所具有

的发展优势和创作前景，以及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些

障碍与问题，进而找到促进新世纪诗歌更健康有序发

展的可行性对策和方案。本文将从创作、阅读与诗学

价值等角度，对网络语境中的新世纪诗歌进行考察和

分析，希望能为大家更准确理解中国新诗的现实样态、

以及预测它的发展前景提供一些参考。 
 

一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至今，随着新诗与互联

网的携手并肩，网络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新诗最主要的

创作平台、发表领地与传播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每

天在国内 400 多家大小诗歌论坛与网站上发表出来

的新诗，总数达到 4000 首以上(不包括在多家诗歌网

站与论坛重复张贴的诗歌作品)。以此推算，每个月出

现在网络上的诗歌新作数量要超过 10 万首。如此可

观的诗作数量似乎向我们表明：网络就是新世纪诗歌

的一个催生婆，它将无数诗歌爱好者、创作者的创造

激情与发表欲望煽动起来，让那些诗歌的“婴儿”纷

纷降临到互联网的界面之中，降生到无限敞开的赛伯

空间里。互联网正在创造着中国新诗的当代神话。 
    在笔者看来，从创作情态上来说，网络环境中的

新世纪诗歌表现为诗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的一种胸臆倾

吐和情感释放。 
作为新媒体的网络构建出一个奇幻无比、包容性

极强的虚拟世界，一些学者把这个虚拟世界称之为“虚

拟实在”或者说“虚拟实存”，根据最早引入“虚拟实

在”术语的英国人兰尼尔的说法，虚拟实在的整个重

点在于“分享想象，生活在一个可以互相表达图像和

听觉的世界”[2](16)。这就是说，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

了可以诉诸多种感官的艺术世界和在互动之中敞开丰

富想象的历史舞台。当主要诉诸想象的诗歌创作与可

以让人们“分享想象”的虚拟实在(互联网场域)不期

而遇时，自然就会产生出强烈的共鸣和眩目的电光。

与此同时，作为虚拟实在的网络空间又是一个可以无

限敞开、没有空间限制的虚拟世界，它所依赖的符号

本体“比特”是“一种数码信息，它无处不在又处处

不在，可以无限贮存任何信息却不挤占任何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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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空中的文字’传递‘海量的信息’却将自己隐

而不显”[3](58)。如果说传统媒体都有着程度不同的时

空限度与版面限制的话，那么，网络媒体在空间容载

上则是毫无拘束、毫无局限的。正因为网络媒体跟传

统媒体比起来有着上述这些独特的优势和特征，它便

赋予了当代新诗创作前所未有的自由性、开放性、便

捷性与可容性，从而为新诗在 21 世纪的繁荣与发展提

供了相当有力的保障。 
    充满自由性、开放性、便捷性与可容性的网络世

界，为诗人们敞开心扉、宣泄情绪创设了极为有利的

技术环境，不少诗人在这里频繁出入，发帖回帖，通

过诗歌与人们进行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和生命的

对话。在网络诗人那里，创作常常显得相当自由和随

意，正如吴思敬先生所说，“他们的写作更多是基于一

种生命力的驱使，一种自我实现的渴望，一种无法控

制的率性而为。”[4]有时他们随心所欲的创作甚至还与

灌水相提并论，例如垃圾派诗人蓝蝴蝶紫丁香，曾说

自己对于诗歌本来是失去了兴趣的，“可是，到了网络

以后，我又对诗歌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频频出

现在诗歌网站论坛，我在无休止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灌

水。所谓的灌水，不是指发口水帖一类的东西，而是

不断地发贴回帖，以文字为水，以话语为水，以情感

为水，以诗为水，不断地灌水。思维会越来越活跃，

灵感会不断地喷发出来。奇思妙想，在灌水的时候层

出不穷。不断地灌水，不断地给诗歌注入新的东西，

不断地实验，不断地创造，也不断地分享灌水的快乐。”
[5]蓝蝴蝶紫丁香的“灌水”说，事实上表明了自己网

络写作的意图就在于以网络为阵地，以语言和诗歌为

媒介，在尽情尽兴的书写之中达到情感宣泄的最终目

的。 
    网络的虚拟性和面具化特征，客观上也为诗人袒

露真实的心灵世界、表达直率的个人喜好准备了条件。

在互联网上，诗人的出入是很自由的，没有现实生活

中繁琐的身份“认定”和森严的门槛限制。诗人的名

号是可以随意取用的，随意选取的某个语言符号起到

了遮盖诗人真实身份的作用，诗人因此不用担心自己

在网络世界的频繁出场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什么消极的

影响，带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可以在网络这个

无限阔大的虚拟世界之中尽情舞蹈，肆意狂欢，用分

行的文字，将自己对世界的或深刻或肤浅的理解、对

人生的或准确或并不准确的认识、对生活的或高或低

的要求，书写出来，传达出来。在传统媒体中要被称

为“作家”“诗人”的专业人士，到了互联网世界一律

改称为 “写手”，既然是写手，就可以不再考虑作为

“家”和“人”所必须具备的语言功力和思想涵养、

所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理应遵守的伦理准则，只要

有一双手，能写就是了。从毫无顾忌的书写和言说中，

也许我们更能准确地窥见到诗人们真实的内在心灵世

界和情感世界。 
 

二 
 

新世纪以来不断升温、异常火爆的网络诗歌，既

从创作情态上对旧有的格套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也在

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诗歌阅读路径和欣赏方式。

笔者认为，从阅读方式上来说，网络环境中的新世纪

诗歌成为了读者穿行于文学社区的艺术采风活动。 
    经常游弋在网络天地、熟悉文学论坛情形的网民

都应该知道，文学论坛的格局构造是很有特色的。它

是一个集多种艺术形态于一体的丰富所在，往往会将

文学、音乐、图像、卡通等交融在一起，从不同方面

来刺激浏览者的多种感官，给他们带来立体化的、全

方位的艺术享受。从文学的层面来说，绝大多数文学

网站和论坛又都是同时兼容着小说、诗歌、散文甚至

戏剧的，即使是专业性很强的诗歌网站和论坛，也并

不排斥小说、散文、戏剧以及文学理论。文学论坛和

网站的兼容并包、各体诸备，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类

读者的不同精神需求。而各种艺术形态同场竞技，共

同演绎出的审美境界，极大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

阅读心理甚至阅读思维。有论者这样指出：“在纸张上

阅读和在电脑上阅读是两种很不同的阅读方式。如果

说前者所面对的纸质文本是单一具体的物质形态的

话，那么后者面对的电脑文本是一个非物质性的复杂

文本世界，在这里，电脑文本不仅与声音、影像一起

共舞，它还与信息、游戏等一起狂欢。”[6](138−139)可以

说，网络中的文学阅读，尤其是对文本形态短小的诗

歌阅读，比纸张上的文学阅读更轻松，更自如，也能

更及时地捕捉到审美信息，更迅速地获得情感的愉悦

和精神的享受。与此同时，网络语境的图文化、镜头

化和音乐特质等媒体特征，更赋予新诗以新颖的艺术

气质，这些网络特征解脱了传统诗歌文本受约束的板

滞样式，使当代诗歌“流动”起来，更接近诗歌艺术

的本质，也更受大众的喜爱。 
    在互联网上，文学(诗歌、小说、散文)、音乐、

美术、电视、电影和新闻、消息、快讯一样，都是作

为一种信息而被承载和传播的，这和纸质的文学文本

是很不一样的。欧阳友权教授指出：“依托‘第四媒体’

的本体存在，网络文学有效利用了互联网的两大优势：

强大的媒体容载和共享的信息资源，而这正是书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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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3](40)互联网是继报纸、广播、

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体”，作为这种媒体上“共享

的信息资源”，网络诗歌同其他信息一起，进入到人们

的日常阅读之中。这样，由传统纸张媒体所塑造出的

“作品—读者”的文学关系链被网络世界中的“信息

—用户”这一新的关系链所取代。如此改变对于文学

尤其是对于诗歌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它不仅意味着

文学被数字化处理和比特赋形之后，进入了公众流通

渠道而获得更快的流传与撒播，还意味着文学已经被

迫放下了那种居高临下、惟我独尊的大架子，它终于

以平民化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给人更为亲

切与和善的感觉。而诗歌作为一种自由活泼、短小精

悍的文学品种，当它以一种带有文学性的“信息”面

孔出现时，由于耗时不多就能给人以某种完整的阅读

体验，自然就更能牵引网上冲浪者的目光，激发网民

浓厚的阅读兴趣，赢得他们最终的青睐。 
    诗歌论坛的互动性与参与性特征也是致使诗歌爱

好者、文学网民去而复来、流连忘返的重要原因。网

络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不仅表现为它对于文学创作者不

设门槛，来者不拒，还表现为它能容纳各种不同的观

点、意见和建议。在诗歌论坛上，几乎每一个主题帖

子的下面，都有一个潜在的、可以无限扩充的话语空

间，每个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憎喜厌，跟帖言说，

即时发表自己的观感，提出自己的看法。读者可以自

由地与诗作者进行论争、讨辩与商榷，可以将原作进

行加工、改造、增删、重写，几乎无所不能也无不被

人接受，只要这些跟帖没有政治上的偏激或思想上的

谬误，它们都将和主帖一起被保留下来、贮存起来。

期待同人交往，愿意与人结识，希望向人倾诉，这些

都可以说是人的天性，这些天性也都可以在网络之中

找到表现的场所，得到一定的落实。尤其是当这些天

性的显现与诗歌这一高尚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时，

主体所迸发出的激情更是充沛的。诗歌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的参与与互动，提升了他们的网络阅读兴趣，也

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更多的主体投入，使他们能更

主动和有效地去探求艺术的本质和规律，去接近艺术

的本体和艺术的真髓。 
    网络上的诗歌论坛除了设置有文学的版面外，大

都还开设了灌水区(不同的论坛叫法有差别，除了大多

数的叫“水区”“灌水区”外，还有叫“龙王庙”或者

“龙门阵”的。不过，无论叫什么名称，这个地方都

是网民畅所欲言，借用语言与符号来“寻欢作乐”“插

科打诨”的场所)。水区并没有对参与者语言表达的文

学性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但也并非就是完全远离文

学、与文学毫无干系的一个地带。在这里，融文学性

与娱乐性于一体的打油诗特别常见。打油诗本来就是

民间文学的一种独特表现形态，有着趣味性、鲜活性、

民俗性和平民化的特征，在艺术内涵上通俗易懂，在

写作规范上也无太多讲究，因而成为网络上大量“水

民”在灌水过程中喜欢操用的一种文学体式。当我们

阅读这些诗作时，就将在平易的文本构造中体会到生

活的乐趣，获得某些精神上的快慰与满足。 
 

三 
 

网络环境中的新世纪诗歌不仅在创作情态和阅读

方式较之上个世纪有着很多不同，而且还显示出了新

的诗学意义。新世纪诗歌借助网络的草根性生存与普

泛化播撒，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富于浪漫主义色调的

诗性氛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日常栖居的诗意

赋形。 
    当今人类已步入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各种信息都

通过数据处理之后借助因特网的电子媒体传输和扩散

开来。随着全社会网络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将有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而走近文学，认识诗歌，进而与之

产生不解之缘，用它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寄托自己的

理想，释放自己的情感。网络自始至终都具有的自由

性、开放性、随意性与生活本身的自由开放之间形成

了某种同构关系，同时，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又不时

地满足了人们随时可能兴起的阅读热望和猎奇渴求，

网络的这种方便快捷优势是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尼

葛洛庞帝曾将书籍和电子文本二者作过一个比较，他

指出：“书籍不仅印刷清晰，而且重量轻、容易翻阅，

价钱也不是太贵。但是，要把书籍送到你的手中，却

必须经过运输和储存等种种环节。拿教科书来说，成

本中的 45%是库存、运输和退货的成本。更糟的是，

印刷的书籍可能会绝版(out of print)。数字化的电子书

却永远不会这样，它们始终存在。”[7](23)这里所说的数

字化电子书的“始终存在”，不仅强调了这种电子书因

可复制性强而带来的广泛流通，也说明了它的无所不

在、取阅方便的特性。互联网上承载和流传的诗歌作

品，正是这样一种“始终存在”的电子文本，是诗歌

爱好者可以随时去点击、浏览、下载以至存档的数据

库，它们时刻停留在万维网的虚拟空间里，守候在某

个网络地址的端点上，随时恭候读者鼠标的碰触，随

时准备用分行的文字去点燃人们的激情和理想，提升

人们的精神生活内涵。 
    “始终存在”、永不绝版的诗歌电子文本在网络世

界的葱茏问世、方兴未艾，为当今的诗歌爱好者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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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网民营造了一个诗情浓郁的人文氛围，进而在某种

程度上实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的高度统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小诗歌网站就如雨

后春笋一般不断诞生和涌现，迄今已愈 400 家。最近

几年来，更具个性化的博客(blog)又流行和普及起来。

因为博客的空间容载一般是很有限的，所以它更适合

于微型小说和抒情诗的发表与传播，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网络中的相当一部分博客是诗人创建的了。博

客这种栖居在网络之中的电子记事本，通过不断的更

新和多方面链接，构造出一个个散发着浓郁文学气味

的朋友圈和意义群来，使网上冲浪者能不时领略到文

学的风采与魅力。如今，上网已成为了人们一种平常

的生活习惯，对于诗歌爱好者来说，进入诗歌网站和

论坛去阅读与写作，也成了一种极为普通的日常行为，

他们的生活与审美之间也就因此构成了一种互动互生

的意义关系。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电脑技术的逐步发

展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被诗情诗意所熏染和笼罩的

年轻一代、更年轻一代的公民将会成倍地增长。诗意

化的氛围会越发浓厚，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

也将日益走向一体化。  
    互联网环境中的新世纪诗歌在创作、阅读与诗学

意义上，都对 20 世纪中国新诗的美学规范进行了较大

的冲击、改写甚至颠覆，因此，要想更准确地认识新

世纪诗歌的庐山真面目，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新型的诗

学范式，这就是“网络诗学”。新建的网络诗学，要求

我们对互联网语境下诗歌的艺术本质、表现形态、文

本特征、传播方式、鉴赏策略以及诗与世界的意义关

系等方面加以系统的研究和阐发，作出一些新的定位。

在笔者看来，建构网络诗学可能将是新世纪诗歌研究

中一个极为重要、意义非凡的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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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China’s new poetry in the 20th century, one obvious change of the new century’s poetry is 
that it exist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This kind of poetry changes a lot in many aspects, displaying some new poe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reation, reading mode, and poetic 
significance. It presents that constructing Internet poetics may becom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field in 
the studies of new century’s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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