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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内容简介：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小说的兴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
，既需要将其放到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理解，也需要从其自身的特征和生产方式去探索。符号学
作为一种通约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便于从形式文化的角度追寻其意义机制。网络文学场内的
规则是围绕着读者“人气”而来，在剥夺传统“把关人”权利的同时建构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网络
小说写作行为、文本叙事随之表现出旨在与读者建立亲密关系的间性特征。而资本对文学网站的注入
，网络平台生产范式将评价体系与消费能力挂钩，把网络文学场内的权利主体进一步明确为读者中的
消费者。网络小说文本性别身份区分一直比较明显，单一性别主体的个性张扬与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
姿态下移形成反比。网络文学的价值来源有二：一是小说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二是围绕着小说文本
展开的交际和身份认同价值。二者并无主次之分，而后者是非网络文学所难以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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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网络小说编码的间性特征
一 发现式写作习惯的电脑养成
二 基于读者考虑的“间性”调控
第二节 长篇小说的网络叙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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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网络小说叙事与符号身份认同
一 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小说
二 以“主人公”为核心的网络小说叙事认同
三 叙事认同的文本外“代入”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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