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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流泪#为之欢呼#甚至现实中出现了读%红楼

梦&而为黛玉郁郁而终的女子#看%白毛女&而朝

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枪的士兵#凡此种种#不一而

足' 这样的)入迷*)入戏*#岂不就是代入感-

代入感(或者说)入迷* )入戏*#作为美学问

题#早已有过讨论#甚至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这就

是著名的)虚构的悖论"RDED&'F'BB(.I('/$*' )虚

构的悖论*也称为)拉德福德悖论*#因为它源于

拉德福德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如何为安娜0卡

列尼娜的命运所感动*的文章' 这个问题之所以

被称为)虚构的悖论*#是因为它可以被概括为三

个相互矛盾的命题!)"#$读者或观众对于某些他

们明知是虚构的对象如虚构的人物产生诸如恐

惧(怜悯(欲望(羡慕之类的情感经验' "!$产生

诸如恐惧(怜悯(欲望等等之类的情感经验的一个

必要条件#是经验这些情感的人们要相信他们的

情感对象是存在的' "%$读者和观众知道那些对

象是虚构的#他们不相信那些对象是存在的'*

!

由此观之#)虚构的悖论*其实是对虚构人物的情

感反应悖论' 而论争围绕三个命题中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展开#则如玛丽2凯瑟琳0哈里森所言#

演变为解决这些相互癥牾的前提之间的矛盾的哲

学思辨"

' 究其实质#这些哲学思辨探讨的是)如

何可能*的问题#而作为一种已然发生的情感反

应#探讨)究竟怎样*的问题#似乎更有必要' 循

此#我们可将问题转向这一情感反应运作的心理

机制的探讨'

产生代入感的心理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在网

络文献中#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代入感的产生基于

移情作用' 在百度贴吧)起点吧*中#网友)寸步

成妖*说!)终于搞明白所谓的代入感是什么意思

了#就是所谓的移情嘛*

#

#并引用罗伯特0麦基

%故事&里的话作了进一步阐释!

移情是指+像我1( 在主人公的内

心深处#观众发现了某种共通的人性(

,,观众这种不自觉的心态逻辑大略是

这样运转的$+这个人物很像我( 因此#

我希望他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因为如

果我是他#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想得到同

样的东西(1,,观众的情感投入是由

移情作用来固着的( ,,我们的移情作

用#其原因即使不是自我中心的#也是非

常个人化的( 当我们认同一位主人公及

其生活欲望时#我们事实上是在为我们

自己的生活欲望喝彩( 通过移情#即通

过我们自己与一个虚构人物之间的替代

关系#我们考验并扩展了我们的人性(

故事所赐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机会$

去体验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外的生活#置

身于无数的世界和时代#在我们生存状

态的各个深度#去追求'去抗争(

$

那么#代入感真的就是移情作用吗-

一如玛丽2凯瑟琳0哈里森所言#近年来#

)移情*的美学"叙事意义$概念已经与心理学"人

际意义$概念融为一体' 当罗伯特0麦基说)移

情是指+像我,*时#他就是在这种融合的意义上

使用)移情*概念的'

心理学上对)移情*的定义存在诸多分歧#很

多时候还会与后文提到的)共情*概念混淆#但也

存在共性认识#即移情作为一种映射性情绪反应#

非常强调移情主体类似的事件经历在其中的作

用' 如儿童看到别的孩子伤了手指会哭#马上会

与自己曾经类似的经历联系起来#因而也跟着哭'

这就难怪施泰因从现象学立场指出#)移情*的本

质#就是)把我自己+投射,进他人之中#把他人的

体验+当前化,*

%

'

而美学上的)移情*研究#是由费肖尔父子到

立普斯#逐步走向系统化的' 沃林格就根据立普

斯的理论总结道#移情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

受*#)就是在一个与自我不同的感性对象中玩味

自我本身#即把自我移入到对象中'*

&例如#)古

典主义的美是一种灌注生气的有机的美#人们遏

制不住的移情需要就会毫不费力地注入到这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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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审美体验和宗教体验在方式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种客观化的和升华了的自我享受*

!

' 我

国的美学研究也大体在此意义上使用)移情*概

念' 如朱光潜先生就曾在%西方美学史&中如是

阐说)移情*!)它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

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

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

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

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

"这样的理解

一直被人们遵奉' !" 世纪 +" 年代#神经生理学

推动了移情说的复兴' 研究者发现#人的大脑内

的)镜像神经元"H(EE'E/>JE'/G$*的作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立普斯所说的移情是一种人对外在运

动的内摹仿的观点#

' 这就为思辨性的审美移情

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比较心理学和美学对)移情*概念的使用#我

们发现#二者都强调自我向对象的情感投射#继而

在二者之间产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

这是)移情*概念能实现跨学科意义上的融通的

重要原因' 应该说#这样的作用是普遍发生于各

种欣赏体验中的#代入感同样需要移情作用所建

立起来的自我与对象之间的这种共通感' 就此而

言#人们用移情作用来阐释代入感的产生(运作的

心理机制#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与人际意义上的移情相

比#审美体验中的移情#更强调主体生命体验(或

者说自我精神的对象化' 这就是说#在审美体验

构建的主体与对象的结构关系中#主体明显占据

主导地位#而主体本身在精神层面的充盈状态是

主体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保证' 由此反观网

络小说阅读的读者心理状态#则不难发现二者间

的差距' 如果说#审美移情中的主体是因自我精

神的充盈而将情感投射进入叙事虚构而成的他人

的话#那么#毋宁说大多数情况下网络小说读者是

因为欲求不满"网络小说读者的)簈丝*情结就是

这一心态的充分证明$而在小说叙事虚构的人物

身上寻求寄托和满足#二者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网络小说阅读的代入感无法与美学意义上

的移情等同'

即使在融合的意义上(或者人际意义上运用

)移情*概念#它也不能与代入感等而视之' 正如

前文所引!)移情就是指像我*' 或许#网络小说

读者在一开始需要小说中的人物像)我*#一个

)簈丝*般的)我*#但是在最终#他们渴望读到的

却是一个现实中无法成就的无比强大的 )他

"她$,我*' 因而#代入感不止是一个)像我*的情

感投射#还有)像他"她$*的角色认择'

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王宇景提出#)代入

感是一种综合的心理过程*

$

#其中不仅有移情#

更有)共情*心理机制的作用' 在英文中#)共情*

与)移情*都是)VHRDI=M*这个单词#可见它们在

含义上确有相通之处#但在心理学上#二者的区别

微妙而不容忽视' 作为)共情*概念的倡导者#卡

尔0罗杰斯认为!)共情的状态#或者说共情#是

准确地觉察另一个人的内在参考框架#这种觉察

带有情感的成分和含义#好像你就是那个人#但又

永远不失去+好像,的境界'*

%根据罗杰斯的见

解#在心理学上#)共情被广泛定义为!感知到他

人的情感状态#从而使得自己产生与之类似的情

绪或感受的能力*

&

' 结合罗杰斯的阐述和共情

的心理学定义#我们能更清楚地辨析移情与共情

的差异!移情中#自我进入外物或他人#并从中见

到自我' 共情中#他人进入自我#进而体察他人#

而且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并未泯灭' 换言之#二者

的区别就如同)那个人像我*和)我像那个人*的

区别#一个是自内而外的心理过程#一个是自外而

内的心理过程'

网络小说阅读实践告诉我们#亿万读者在阅

读时不断增强的感受是#)我要像那个人*#也就

是说#它在不断增强自外而内的心理过程' 据此#

我们可以说#网络小说阅读的代入感#不仅有移

情#还有共情#而且共情在其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共情的作用不断增

强呢- 由于网络小说十分突出的)ZZ"意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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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是欲望的驱动力#或

者说是欲望)伪装*而成的幻想的力量' 有资深

网文作者在传授经验时一语道破!)代入感的根

本#代入感的核心所在就是需求#读者的心里需求

"应为)心理需求*222论者$' 而那些文笔(人

物(情节之类#都是一些手段#一些因素'*

!这里

的心理需求#毋庸讳言就是读者因为生活中的缺

失性体验而产生的基本欲望和世俗需求' 在精神

分析学中#欲望的产生与主体的缺失性体验密切

相关' 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缺失性体验产生于被

挪开的乳房#这使婴儿感觉到世界的不完满性#因

而激发趋向完全满足的)驱力*' 孩子越长大#就

越加明显地体会到自我与他人的分裂#世界的不

完满' 在这一社会化的进程中#由于语言的作用#

孩子开始建构自我#趋向统一和纯粹快感的驱力

被调整为)欲望*#并被压抑在无意识中' 但是#

正如斯蒂芬0海纳曼所说#)被压抑的欲望#对于

完全的满足(融合(完满(统一(自我的完整身份的

渴望依然存在' 而这种欲望必然会寻找机会#或

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再度出现' 我们把这种

再次出现的欲望称为幻想' 幻想表达了对于完整

"BJAA/>GG$的欲望#以及消除令人不安的缺席的愿

望' 幻想在一个以分离(缺席(创伤性扰乱为特征

的世界里#承诺了完全的满足和整体性的意义*#

因此#)幻想是人类拥有的一种与困难情境协商

的方式*#或者说人们处理心理创伤的精神)缝合

术*

"

'

现在#网络小说就为欲望释放提供了机会#或

者说网络小说的)ZZ*体验起到的正是这样一种

疗伤式的缝合作用' 必须承认#网络小说读者群

是一个普遍存在缺失性体验的社会群体' 网络小

说簈丝逆袭(废柴逆天的叙事套路之所以让许多

人欲罢不能(百看不厌#就是因为这样的叙事铺设

了欲望释放的能量回路#让读者们被压抑的欲望

获得了想象性满足#让一个在现实中充满缺失性

体验的自我在网络小说的幻想性情境中成长为一

个完满(统一的自我' 欲望的驱动力(或者说幻想

的力量#使代入感不止是为了方便建构读者与小

说主人公在情感上的共鸣#更成为一种召唤机制#

召唤一个欲望不再被压抑(或者欲望释放被合法

化的完整主体"例如男性向网络小说中那个最终

)征服星辰大海*的主角$' 因此#在网络小说阅

读中#代入感不止是)那个人像我*的移情#和)我

像那个人*的共情#更有)我要像那个人*的欲望

和幻想#它是阅读主体在欲望驱动下#移情(共情

和幻想等心理机制综合作用而产生的阅读心态'

二4生成网络小说阅读代入感的配置

系统

前文已述#代入感在文艺欣赏中其实广泛存

在#但是#为什么网络小说阅读特别强调代入

感呢-

由于网络小说阅读是读者运用互联网等新媒

体来接受网络小说文本(并进行意义再生产的过

程#因此#我们特别需要重视与网络小说读者密切

相关的文化资本配置#和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配

置在阅读中的作用' 代入感作为这一阅读情境中

生成的初始性阅读体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尤为

明显'

)配置*是布尔迪厄爱用的一个概念' 我国

布尔迪厄研究专家刘晖认为!)配置是每个人从

社会空间获得的一整套恒定存在方式#也就是认

识(评价和行动模式#即一般而言的实践(作品(表

象的统一的和系统的发生原则'*

#它实际既指涉

实践的生成模式#又关联形构特定意图(或认知方

式的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的系统性作用' 例如#

)审美配置依赖过去和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

"无论是否得到学校教育的承认的$文化资本的

积累#物质生活条件既是审美配置的形成条件也

是它的使用条件*

$

' 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天赋

的(纯粹的欣赏趣味#一切都是审美配置系统作用

的结果' 循此#我们可以将代入感也视作一种欣

赏趣味#进而对当前网络小说读者置身其中的配

置系统作用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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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2 年 1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2)*#

亿' 而且#我国网民仍以 #"j%$ 岁群体为主#占

整体的 2!)#k!其中 !"j!$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

最高#达 !$)2k##"j#$岁#%"j%$ 岁群 体占比分

别为 #$)6k#!%)"k' 我国网民依然以中等学历

群体为主#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

分别为 %2)$k#!*)*k' 中国网民中学生群体占

比仍然最高#为 !6)+k.其次为个体户,自由职业

者#比例为 !")$k.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一般

职员占比合计达到 #*)#k' 由此可知#中国网民

群体具有青年群体占比大#中等学历群体(特别是

中学生群体占比大的特点' 中国网络小说读者群

体就出自其中' 那么#这样的群体在配置上具有

怎样的突出特点呢-

中国当前的网民群体虽然普遍性地接受了中

等程度以上的学校教育#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应

试导向#在文学艺术欣赏层面#他们却没有受到与

之相配的主流审美趣味的熏陶#或者说#他们实然

缺少本应赋予他们的上层文化资本' 而且#由于

学校教育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压抑性#这就实际

增加了当前网民群体(特别是中学生群体对上层

文化和主流艺术的隔膜感(抵触感' 与此同时#借

助越来越丰富的媒体渠道(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

体渠道#他们又自发性地积累着外在于学校教育

的文化资本#并借此培养着自己的趣味' 这就现

实地造成当前的中国网民群体主体(也就是网络

小说读者群体上层文化资本积累不足#而流行文

化资本(甚至亚文化资本积累有余的状况' 在他

们的文化资本积累中#二次元文化资本的积累尤

为突出' 而需要代入感的阅读习性的形成就与陪

伴了构成中国网民群体主体的 +" 后($" 后和 ""

后成长的二次元文化有关'

某种程度上说#代入感概念本身就与二次元

文化渊源颇深' 前文所引的)%1"问答*中对于代

入感的解释就明确揭示了这一点!代入感是电玩

游戏所刻意营造的一种体验' 电玩游戏是二次元

文化的重要种类' 所谓的二次元文化#如有的学

者所说#)是一个以动画(漫画(电玩游戏等幻想

性作品为中心的庞大知识体系*#)是一个平行于

三次元现实世界之外的幻想性文化空间*#也)是

青少年群体基于相似的审美倾向以及共同兴趣爱

好演化形成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

' 在所有的

二次元文化中#电玩游戏是最容易创造代入感的'

因为虚拟技术的支持#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控制角

色#按照自己的意志的行为"如行走(射击(发动

某种武技$#从而真切产生如本人在游戏中般的

感受#这也是虚拟电玩游戏体验被称为)沉浸式

体验*的重要原因' 而另一种为我们所熟知的产

生代入感的二次元文化就是动漫' 本来#相比于

电影画面而言#动漫的画面是更缺乏立体感和丰

富性的#其产生代入感能力应该更差' 但是#动漫

却通过人物外貌的幻想性夸张变形"如放大人物

眼睛的比例#模糊鼻子$#在场景描绘中引入 %X

技术#特别是运用环绕立体声等先进技术手段增

强音响效果#加强世界观与故事的合理性来塑造

角色等等手段#建构了浪漫(唯美的低纬度(幻想

性审美惯习#进而强化了在动漫等二次元文化陪

伴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代入感' 这种代入感的

突出表现在动漫迷们的)角色扮演* "N'GRADM$行

为上' 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感

到不适(有落差和压抑的青少年可以更为大胆(开

放的行事#从而得到自我释放和自我慰藉#达到一

定的自我治愈的效果' 因而与电玩游戏的代入感

比起来#动漫等二次元文化所产生的代入感是一

种更具有人格特征和情感内涵的代入感' 明确了

代入感与二次元文化的密切关联#我们也就不难

明了网络小说阅读为什么那么强调代入感了' 因

为当下的网络小说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正是

在二次元文化陪伴下成长起来的 +" 后($" 后和

""后' 二次元文化作为他们共享的文化资源#也

参与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阅读习惯

与欣赏趣味建构#习惯于有代入感的叙事设置和

有代入感的阅读心理#不过是二次元文化熏陶而

成的一种文化症候和惯习'

文化资本积累之外#对于网络小说阅读习惯

影响最为直接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作为技术装置的

网络和新媒体' 作为网络小说的生产条件#网络

和新媒体直接影响着网络小说阅读状态#而这种

阅读状态的维持特别需要代入感'

大多数情况下#网络小说读者是以)追更*的

方式来阅读的' 追更#简单说就是网络小说作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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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性地在文学网站更新小说内容#读者在网上

跟随作者的更新发布节奏进行一更一更地追看'

这就使网络小说文本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呈现为未

完成形态#而网络小说阅读则在一个很长的时间

跨度内"一般为一年半以上$处于一种非连续性

阅读状态#两次阅读之间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间

隔' 如此长时间内的非连续性阅读#网络小说阅

读被中断的概率其实要远大于其它文学种类' 事

实也的确如此#被读者)弃坑*罢读的网络小说作

品不知凡几' 因此#如何吸引读者将这种非连续

性阅读状态延续下去#直到小说完结#对网络小说

产业来说就成了一个攸关生死的重大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报刊连载小说的阅读状态其

实也是这样' 诚然#在完结之前#报刊连载小说也

是未完成形态的#对它的阅读也是非连续性的阅

读#这也使得报刊连载小说其实也需要代入感'

例如#出身于报刊连载小说的金庸武侠小说其实

也是有代入感的' 不过#它的代入感设置没有网

络小说那么强#因而网文界有)金庸等大家若写

网文很可能会+扑街,的言论*

!

' 金庸写网文会

不会)扑街*- 这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问题#此处

暂且搁置不论' 网络写手提出这一观点的最重要

的论据在于#金庸小说读来有时爽#有时不爽#网

络读者是不会答应这样的' 网络小说作者圈里流

传这样一个段子#如下图!

显然#这是一个网络小说作者杜撰的(黑色幽

默的对话' 但是这则黑色幽默对话反映的阅读事

实却是#如果让网络小说读者在阅读中感觉不爽#

则是)读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读者为什么会

感觉不爽- 其实还是与代入感有关' 因为读者的

代入感会产生包含欲望(幻想性内容的期待视野#

但在对话指涉的小说文本中#这期待视野却严重

遇挫#欲望(幻想没有得到想象性满足#强烈的不

爽感就随之产生了'

报刊连载小说与网络小说在爽感(代入感处

理上的差异提醒我们必需面对这样的问题!同样

都是未完成性文本#同样都是非连续性阅读#为什

么网络小说比报刊连载小说更强调代入感呢-

就技术配置而言#必需考虑媒介转换之后形

成的文本形态差异' 与报刊纸媒提供的稳定的(

有序的(单一选择的文本形态不同#网络小说读者

面对的是数字化的)超文本*' 对于)超文本*的

内涵#这个概念发明者之一纳尔逊解释说#)我用

超文本这个概念来表示无顺序的书写#它给予读

者各种分叉选择#并允许读者作种种选择#最好是

在一个互动的屏幕上阅读' 就像人们通常所想象

的那样#它是一个通过链接而关联起来的系列文

本块体#那些链接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径*

"

'

与此相应#一种由一系列的搜索(扫读(略读(跳读

行为所构成的全新阅读行为222)徘徊式阅读*

"E>D&(/?'/ I=>RE'SA$出现了' 徘徊式阅读意味

着网络小说读者在小说阅读间隔中要自觉不自觉

地经历众多信息流的冲击#因而随波逐流的现象

比比皆是#这也事实上增加了网络小说文本失去

读者的风险' 故此#为了在这样的整体阅读态势

让读者在经历众多徘徊之后还回到某一小说文

本#进而留住读者继续阅读#强化代入感就显得十

分必要了' 换言之#作为产品的网络小说文本需

要具备更为强烈的用户)黏性*' 网络小说创作

有意识地设置代入感#就是在庞大的信息洋流中

设置让读者锚定文本的心理坐标#以此强化用户

)黏性*' 因此#网络小说实践较之以前的小说实

践更强调代入感#实为一种网络小说产业化生产

条件下的基本生存策略'

网络与新媒体的技术配置形成的另一种有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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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纸媒阅读的态势是#网络与新媒体的超强互动

性使网络小说读者产生了明显的群聚效应#因而

展现了更为强大的群体性力量!)网络让读者+直

接,涌入了文学场' 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是以直观即时的点击(收藏(订阅(打赏等量化

的数字对写手构成了直接的心灵震荡' 更重要的

是#网络改变了都市社会中人群聚集的虚假性质#

他们不再是互不攀谈的分离个体#而是在各种虚

拟空间中密集喧哗的狂欢共同体#通过介绍(评

论(转载#甚至灌水(掐架等行为#读者群体实现了

前网络时代未曾实现的经典化与传播功能#一部

作品可以凭借这种广泛而普遍的人气传播瞬间爆

红#这种群体性力量是传统媒介无从比拟更无法

实现的'*

!在这样的群体性力量的影响下#如果

有一名读者说)没有代入感#弃书/*#它可能就会

引发雪崩式的连锁反响' 因此#如果说网络小说

阅读的非连续性(阅读的快速化让读者习惯了有

代入感的阅读方式的话#那么这种)狂欢共同体*

的群体性力量则使挑战网络小说读者的阅读习惯

成为许多网络小说作者不敢尝试的冒险'

综而观之#二次元文化的文化资本配置培养

了以有代入感的方式介入文本的阅读惯习#而网

络与新媒体的技术配置则使网络小说生产内含了

一种消费危机#强化代入感则成为了目前解决这

一危机的有效策略' 二者一正一反的相互作用#

使得网络小说实践前所未有地重视代入感问题'

三4(书荒)危机与后代入感写作

目前来看#强化代入感是吸引网络小说阅读

的有效策略#甚至可以从中发掘一些有别于经典

审美体验的积极作用' 比如说#代入感的心理运

作机制突破了经典移情理论所预设的主体与对象

的结构关系#提供了一种逆向自我激励机制.代入

感满足了大众在实用性需求驱动下参与文本和获

得愉悦感的期待.代入感作为一种虚幻性身份建

构方式#使异托邦中主角的)爽*体验实现了对现

实世界簈丝的)礮*体验的补偿#丰富了网络小说

读者的生活意义.11等等' 但是#尽管代入式的

网络小说阅读有如许积极作用#尽管网络小说作

者们绞尽脑汁写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有代入感的小

说#网络小说读者中却仍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

满#叫喊着)书荒*'

读者们将网络小说视为)粮草*)干草*#因此

)书荒*是)粮草*匮乏之后的饥饿感' 但是#面对

数以百万计的网络小说#读者怎么会有饥饿感呢-

固然#网络小说读者大多数是类型文的读者#他们

只对某一或某几个类型的小说感兴趣#其它类型

的小说是基本不读的' 即使如此#以数量最少的

)体育类*小说为例#目前在起点中文网也有$ 6*%

本"截止 !"#+年 6月 #日$#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

的数量了#足够读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因此#书荒

的饥饿感并非真正因为无书可读#而是一时之间

找不到让读者自身满意的(能)充饥*的小说了'

书荒的出现告诉我们#至少一部分读者"而且这

个数量在不断增长$变得越来越挑剔' 因此#书

荒是饥饿感与挑剔感并存的感受#它表明目前的

大部分作品已经不能满足这些读者的阅读需求'

网络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有了 6 年以上书

龄的读者是比较有鉴别力的' 实际上#书荒感也

主要出现在这样的群体中' 为什么这样的群体容

易出现书荒感呢-

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网络小说读者

的自我成长' 阅读#本身是一种训练的结果#也起

着训练的作用' 阅读的积累#不仅能提高读者阅

读技巧的熟练程度#也因内容的积累而获得认知(

思维和思想层面的提升' 因此#即使是出于娱乐

目的的网络小说阅读#年深日久#仍然会在不知不

觉中提升读者的阅读趣味和鉴别力' 读者的阅读

趣味提高到一定程度#他再阅读时#就不会满足于

之前阅读中获得的那种程度或类型的快感#出现

了类似于)审美疲劳*的)爽感抗性*' 例如#书友

)带味的黄瓜*在分享自己从 !""+ 年至今的阅读

体验时说道!

,,星辰变#盘龙(

这两本小说#我就不多说了吧#"+

年 "$年的时候#火到一塌糊涂( 悬疑类

的鬼吹灯和盗墓笔记跟他们一比#那简

直就是冷门的不要不要的(

番茄这两本书#如果是一个新读者#

一个刚刚接触小说的朋友#那你看看还

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说#那是贼好看-

但是如果你看了几十本#超过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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