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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初，“修仙”题材的作品就成为了最流

行的网络小说类型，也被认为是传统武侠小说在新世纪的继

承和创新。“修仙”也可以叫作“修真”，有时候又被称作

“仙侠”或“玄幻”，是吸收了欧美魔幻文学，例如J.K.罗琳的

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等作品元素，结合中国传统武侠小

说和神魔小说，最后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一种小说类型，

主要讲的都是凡人在修炼成仙时使用的各种秘术、法宝以及

修炼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神仙传说、佛

教文化、道教文化及侠文化融合成中国特有的仙侠文化。从

古典文学中的山海经、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小说到当代

网络小说，作品中的仙侠文化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审美心理、

艺术想象力和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仙侠文化源远流长，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

心理及大众文化走向。其中上世纪30年代最受欢迎的通俗小

说作家还珠楼主的作品，开创了具有东方意味的仙侠世界。

他的代表作是《蜀山剑侠传》，在作品中，构建了仙境与胜景

融合的环境，有古典武侠、音乐、绘画艺术的元素，有光怪

陆离的法宝武器，还有对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吸纳，显示出独

特的美学文化价值。《蜀山剑侠传》作为一部承上启下的作

品，对当代的影视文化、文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影

视界，徐克的“蜀山”系列电影及“蜀山”系列电视剧都从

它改编而来，新武侠小说、修真修仙小说更是对它的继承

沿续。

新中国成立以后，仙侠类小说开始受到文学界的批评，

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港台武侠小说

的盛行，仙侠类小说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不少学者也开始

研究还珠楼主的作品，毁誉参半。网络文学兴起后，仙侠小

说以修仙、修真的主题成为了其中的重要类型小说——网络

玄幻小说。网络写作自由的优势，使无论是章回体还是短篇

的形式创作都可以由作者自行决定，读者也可以随时参与作

品创作，网络修仙小说风靡一时。尽管修仙、修真小说占据

了网络类型小说的重要位置，但作品内容多是趋附、标榜，

整体质量良莠不齐，受到诸多学者诟病。创作者如何选择仙

侠文化资源，如何在创作中实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

网络小说面临的最大挑战。据《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报道，网络小说热门题材和主题由玄幻走向现实，从奇异玄

幻世界回归到当下生活，这一变化反映了时代发展及人们精

神文化追求的提升，从中也可以看出古典仙侠文化在当代青

年的思想倾向、审美意识、文化心理等现象中的嬗变。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由此，各行政管理机构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

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一

系列相关文件。中国文学作为讲中国故事，传递中华文化最

重要的载体，自然要肩负起历史使命。在这种形势下，网络

小说仙侠文化中的神魔鬼怪、修炼升级等故事，无一不面临

着考验。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能把握好读者的心

理需求，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叙述，网络小说中的仙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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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就选择了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作为故事内核

和母题。在文学创作中，故事情节要素一般被认为是文学母

题，与文学主题存在一定交集，但并不完全等同。学者陈建

宪曾经对母题进行定义，“母题就是民间叙事作品（包括神

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等）中最小的情节元素。能

够从一个叙事作品中游离出来，又组合到另外一个作品中

去。”因此，仙侠文化成为了网络小说母题的重要来源，这些

以口耳相传的故事单元，经过后世文学不断的继承、重复、

改编，最终成为了民族文化底蕴的一部分，网络小说理所当

然地移植或续写了这些文学母题。当网络小说蔓延至影视、

动漫、游戏等领域，成为当代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文学母

题和仙侠文化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

正做到传播好中国声音，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因此，透过网

络小说中的仙侠文化可以发现当代青年在创作和阅读时的思

想倾向，也能反映出网络玄幻小说的未来发展方向。例如，

网络小说《牧神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玄幻类型小

说的“新自觉”。小说脱离了仙侠文化中简单的打斗升级和玄

妙的武功修炼，用理念之争和术数之学隐射变法、富强、民

主的近现代史，隐喻中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从贫弱

走向富强，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新写实主义”。作者自

述道：“《牧神记》写的其实是玄幻版的改革变法，我把对历

史及现实中关于改革的思索融入到全新架构的玄幻世界之中，

并且将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的儒家思想作为作品的精神内核。

整个故事虽然天马行空，但传递的现实关怀和传统文化滋养

是不言自明的。”由此可见，网络小说中的仙侠文化从单纯的

玄幻风逐渐呈现出“Z世代”风格。因此，中国故事里的仙侠

文化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崇高的大义精神、鲜明的民族

特点，让当代青年能在玄幻的仙侠世界中感受到更多中国精

神、中国气派。

二、借鉴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

仙侠文化产生的初期就充满了典型的东方美学元素。作

者们多以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世界作为小说的环境背景，利用

读者非常熟悉、但同时又对其一知半解的仙侠文化题材进行

塑造人物、设置故事情节。例如：《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

儒释道的相关文化、志怪小说的超现实元素、武侠小说的江

湖架构等，为读者展现出独具特色的东方新世界。读者在阅

读时既能获取一定的文化知识，也能体会到阅读的愉悦感。

可是网络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其娱乐至死、是非不分、欲望

表达的创作目的，导致部分网络小说美丑不辨，其中的仙侠

元素更是屡受诟病。所以，传统仙侠文化要创新发展，就必

须要对畸形审美观进行修正。而对主流审美观的加强，对审

美能力的提升，都应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给养，作品不仅

要追求外在美，更要追求内在美。

随着网络小说走出海外，一些优秀的网文创作者和读者，

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网络小说的审美性建构，而仙侠

文化的题材和审美，也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发展调

整。例如，桐华的小说《长相思》，里面以上古时代为背景，

以炎黄二帝、嫘祖、蚩尤等传说故事为小说主线，创造出了

八荒六合、独具风情的仙侠世界。文中的人物情感命运、动

植物名称、地理气候等等，都借鉴于国人极为熟悉的神话小

说，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既熟悉又亲切。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

化审美，呈现出的是对古典民族审美的关注，注重想象世界

的外在的、形式的审美意识。而从人文精神审美意识的角度

出发，仙侠文化的内在审美更需要一种价值认同，特别是在

建构全球文化话语的背景下，网络小说的类型融合、风格多

变、文化创新更是应该基于共同价值观，也应该符合现实伦

理。例如，萧鼎的小说《诛仙》中，既有主人公成长的烦恼，

又影射了人性的复杂，更多的却是对善与恶的思考，小说深

刻又有内涵。主人公张小凡在面对小我与大义的艰难抉择，

让当代青年在传统仙侠故事里感受到的是可信、可亲、可敬、

可爱的英雄形象。因此，仙侠文化元素的设定，不能违背人

类的基本价值认同；传统文化的审美要符合道德伦理。同时，

随着网络IP改编，作为网络小说的衍生品，影视、动漫、游

戏等产业，从审美到表现手法上，也都采用了大家喜闻乐见

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更直观地欣赏到传统文化之美。

以审美的视角打开仙侠文化之门，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文学、音乐、绘画、舞蹈、书法等，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华

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可以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灿烂；可以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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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射情感价值的文化心理

“仙”的超脱自由、“侠”的义气与不羁的性格；“幻想”

与“英雄崇拜”情结，使修仙成侠成为了自古以来国人心中

的梦想。这是仙侠文化中特有的东方文化的浪漫，是长期养

成的一种文化心理，也是人们在阅读时的快感体验。传统的

仙侠文化中，修真、修仙大都是给小说的某一个主人公，或

某一类人的一种愿望的达成，热衷于个体的复仇与升级打怪。

在这类作品中，即使故事再曲折动人、文中充满再多的传统

文化元素，这类文的存在价值值得怀疑。因为一旦离开了人

类情感的基本价值，这类文与“怪力乱神”的“封建迷信”

毫无二致。虽然满足了读者的“爽感”，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传

承手段、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既损害了网络小说原创力的基

底，又不能使传统文化真正去粗取精。庆幸的是，近几年在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定位成为

“复兴”“弘扬”的对象，又随着IP改编类型的深度融合；仙

侠主题与现实题材融合；仙侠文化与影视、游戏、动漫多方

联动；网络小说的数次出海，网络小说中的仙侠文化成为了

打造东方文化的标识，构建起中西方文化认同，反射出当代

人的情感价值。

网络小说中的仙侠元素大部分取材于道家仙宗、佛教经

义，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玄而又玄的佛道经文进行现代化

解读，对生命、情感以及人存在的意义进行思考，完成“理

想的我”的塑造。读者将自我情感投射在作品中，产生欣赏、

共鸣，将自己代入角色，完成自我认同。因此，表面上写的

是传统仙侠人物故事，实际上是当代人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

呈现。例如，小说《朱雀记》给大家介绍了佛教在我国本土

化的过程，是一部极具佛教色彩的小说，有读者甚至说可以

算作了解佛教基本知识的入门教材。在仙侠人物中，文殊菩

萨和观音菩萨的出场率最高，也是我国民间最为熟悉的两个

人物，分别代表了智慧与慈悲。可是，在小说《朱雀记》中，

塑造了两位完全不同于传统与民间的两位菩萨形象，文中的

文殊菩萨除了有熟知佛理的智慧，更多展现的是他具有超脱

自我的大智慧。观音菩萨在文中虽然仍是智慧的代表，却出

于好心办坏事。文中明显地表达了当代人有别于传统定义下

“好心”“好人”的不同理解，那就是，不要打着好心与慈悲

的名义为他人做决定，即使是仙、是侠、是好人，也反感他

们替自己做决定。文中蕴含着当下青年对传统佛教文化的选

择性接受、改造及继承，对个人情感表达、个体价值追求的

新态度。传统仙侠故事里的神明都是高高在上，仙侠文化中

也承载了人们对生命的一种最高状态的向往。网络小说中的

仙侠，褪去了“神”的地位和光环，不再是道德标杆，反映

了传统仙侠文化的叙事视角从宏大到微小，人物由神到人的

转变，也使仙侠文化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

毋庸置疑，在网络小说已经走进大众生活的当代社会，

网络小说中的仙侠文化影响着当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发

展。对于创作者而言，只有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时俱进、

表达时代的真情实感，才能推动通俗文学的发展。对于读者

而言，构建文化认同，提高文化审美，以共通情感的温度，

才能推动大众文化达到人文理想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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