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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網路發展初期，「網路文學」的定

義成為熱門話題。李順興首於「歧路花園」

網站界定「網路文學」應有二種形式：「將

傳統『平面印刷』文學作品數位化」、「含

有『非平面印刷』成分並以數位方式發表的

新型文學，學術上慣稱超文本文學（hypertext 

literature）。」隨著數位裝置普及與網路文學

發展的現實狀況，學者發現「數位文學」似

乎更能描述其在內容與形式上的革新。如須

文蔚（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於

2003年出版《台灣數位文學論》，即以「數

位文學」包攝「網路文學」。

以「網路」為稱，著重在傳播方式；以

「數位」為稱，著重在媒介形式。不過，無

論是經由網路發布，與讀者互動，或是進行

超文本、多媒體創作，皆利用數位平台、裝

置、技術，是以現階段統稱「數位文學」應

較為合理。

數位文學研究的基礎是文本，或創作活

動。然而，台灣過去十年的數位文學創作似

乎遇到瓶頸。「網路文學」方面，作者、書

商輕易地完成網路與實體書出版的轉換，他

們更欣喜於新平台對於宣傳上的強大功能。

超文本、多媒體文學創作方面，顯得沉寂。

除了文學獎與課程作品之外，鮮少有此類創

作披露，質量上更是參差不齊。

雖然數位文學的「文本」問題造成研究

上的部分障礙，但是2013年的數位文學研究

仍有進展，並且呈現多元化探索的趨勢。

以下分別就專書、學位論文、期刊論

文、會議論文四個部分進行研究概況介紹。

二、專書

2012年於台灣數位文學、網路文學研究

方面有2本重要的學術專書出版：一為陳徵蔚

《電子網路科技與文學創意—台灣數位文

學史（1992-2012）》（台南：國立台灣文學

館）；一為李順興《美麗新文字—數位文

學形式研究》（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國

立台灣文學館出版之《2012台灣文學年鑑‧

台灣數位文學研究概述》對前書已有介紹。

或因後書出版、鋪書較遲，《年鑑》於撰述

時並未提及。然《美麗新文字：數位文學形

式研究》為台灣第一本論述數位文學形式特

質之學術專書，有其重要意義與價值，故於

下補述。

李順興為台灣首位引介數位文學觀點、

理論與譯介的學者，此領域之著述多以單

篇論文、評論為主。《美麗新文字：數位文

學形式研究》集結8篇論文與2篇附錄而成。

8篇論文分入三編：第一編「綜論與初探：

超文本的特質與形式」，內有〈超文本的特

質：以數位改編作品為例〉、〈程式文學‧

文學程式：談數位文學主體的核心特徵〉、

〈超文本閱讀空間之評析—兼論非線性敘

台灣數位文學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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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議題〉、〈文學創作工具與形式的再思

考〉；第二編「理論專題：資料庫形式與交

織形式」，內有〈超文本的蒙太奇讀法與資

料庫形式〉、〈文學遊戲：再現與模擬的形

式融合〉；第三編「應用實踐：超連結與隨

機」，內有〈超文本文學中的超連結：類型

與應用〉、〈智慧文本（Intelligent Text）：

「隨機的文學應用」〉。「附錄」2篇為〈觀

望存疑或一「網」打盡—網路文學的定義

問題〉、〈超文本文學觀察報告：第一個十

年〉。本書三編8篇論文，聚焦在對數位文

學「形式」特質的探究上。李順興繼承「俄

羅斯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觀點，

對數位文學「形式」進行深入的剖析。尤其

重視數位文學中的物質性（materiality），

以為過去學者多注意主題與語言（文字）的

關係，卻忽略「介面」在其間的重大作用。

李順興引述國外多位學者論述，詳舉實例證

明數位文學將以介面、主題與圖形的綜成姿

態，形塑新的數位文學的美學指標。李順

興認為「機器」，或者是說「科技」鑄就

的「介面」讓數位文學具備產生新形式的動

能，而新形式能喚發新意義。

2013年台灣數位文學研究專著有張政

偉《網路／數位文學論》（花蓮：慈濟大

學）。《網路／數位文學論》分為5章：「網

路文學的發展與特質」、「數位文學」、

「網路文學商業化」、「網路／數位文學的

侷限與未來」、「結論」。該書將「網路文

學」界定為「在網路上產出、增生、刪減、

延伸的文學作品，並且在其中與群體進行交

互作用，發揮影響。」又將「數位文學」描

述為「利用數位技術進行以文學為意義主體

的創作，且無法使用印刷技術進行實體出版

者」、「讀者必須藉由數位硬體設備，對

文本進行制動操作，以開展、生成文本內

容」。《網路／數位文學論》試圖由心理

學、傳播學、社會學為起點，參酌文學發展

歷史，探討「網路文學」、「數位文學」的

發展。本書批判過去文學批評者援引西方文

學理論，強加於網路文學、數位文學發展，

以致對其有高度期待。本書以為「網路」

即現實之投射，所產出的文學作品不會因為

「網路」之工具特質而有質量上的提升。另

外，對於網路加速文學作品商品化趨勢進行

專章論述，值得參考。對「數位文學」的發

展，本書抱持較為悲觀的態度，以為「數位

文學」在形式上必須與多媒體、數位技術合

作，則容易滑向「數位藝術」，而失去文學

的主體性。現今與未來有較大發展性的數位

文學形式，應該是以文學為主的「圖文共

生」。其對數位文學的評論，與現今文學批

評主流有很大差距。《網路／數位文學論》

以較大的視角討論網路、數位文學的本質、

意義與發展，討論範圍廣闊，屬於綜論性質

的學術專書。

2013年台灣網路、數位文學學術研究專

書僅有1種，似乎較為沉寂。但是回顧過去台

灣數位文學研究歷史，並未出現連續兩年都

有此領域專書問世。而2012年至2013年，已有

3部專書出版，或可較為樂觀地看待網路、數

位文學的研究，在學者多年的醞釀之後，逐

步餾出豐厚的成果。

三、學位論文

網路文學相關之學位論文有4本，其中

3本研究對象為九把刀（柯景騰）之小說：

蕭家秝〈九把刀情愛小說研究〉（屏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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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國語文學所碩士論文，余昭玟教授指

導）、郭婉蘋〈九把刀愛情小說及其現象研

究〉（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所碩士論文，

林淇瀁教授指導）、黃美智〈九把刀愛系列

小說研究〉（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所碩

士論文，丁威仁教授指導）。

九把刀約於2000年開始在網路發表小

說，期間並獲得多項文學獎榮譽，展現其優

秀的創作能力，為近年來頗受大眾矚目的網

路文學作家。九把刀寫作產能驚人，至今出

版近七十部作品，並轉向文創產業，呈現

多角化經營的態勢。2013年以前研究九把刀

小說的學位論文僅有2本，現於一年內出現3

本，可見九把刀長期經營的成績獲得注意。

蕭家秝〈九把刀情愛小說研究〉以九把

刀情愛小說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創作特質與

書寫意涵。認為其寫作深受網路社群影響，

又能以無慾式愛戀與天馬行空式的幻想，形

塑個人風格。本論文對於研究背景與歷史發

展方面，有相當完整的論述。在文獻掌握、

資料分析方面也有不錯的成績。

郭婉蘋〈九把刀愛情小說及其現象研

究〉整理九把刀愛情小說之人物、情節，探

究其寫作手法。並利用文學社會學的理論，

歸納所謂「九把刀現象」的成因、發展與影

響。本論文試圖整理九把刀愛情小說寫作

「公式」，並且將研究對象置於社會學理論

脈絡中觀察，值得贊許。然而局限在於九把

刀小說量大類多，並不僅於愛情小說，於此

直接進入文學社會學之分析，在連結上或有

失當。

黃美智〈九把刀愛系列小說研究〉以九

把刀「愛系列」小說為研究對象，探討「小

說外部文學現象」、「小說內部的主題分析

與角色人物的特色歸納」。或因為篇幅所

限（論文共99頁），未能較好地達成研究目

標。

網路不僅反映現實，網路也是生活。

因此諸多領域的學術研究工作都可以在網路

找到素材、證據。某些研究或許並沒有高度

的文學研究指向，但是他們的探索實有助於

網路、數位文學研究的開拓。如吳娮翎〈從

部落格美食書寫看庶民美食的語藝〉（世新

大學口語傳播學所碩士論文，沈錦惠教授指

導）以二個獲獎的美食類部落格為研究對

象，討論其展現的生活美學、消費文化。期

望透過語藝視野，窺視台灣的深層飲食內

涵。又如黃崑豪〈西螺延平老街意象的圖文

分析：以人氣部落格為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所碩士論文，林俊男教授指導）以

各個部落格針對西螺延平老街所傳播之圖

文，進行圖文意象解析，並且深入探究意象

生產者與閱讀者再生產的意義，嘗試做出文

化性的詮釋。又如林慈儀〈從文章點閱動

機與特性分析部落格文章推薦系統的使用者

行為〉（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所碩士論文，

呂瑞麟教授指導），結論為任何閱讀動機之

下，文章標題與閱讀動機的相關性為必要條

件，搜尋特定資訊的讀者還會另外受到文章

評分分數與觀看次數的影響。此論文研究主

題乍看之下與網路、數位文學相距甚遠，然

而其調查結果有助於解釋網路文學商業化的

機制與閱讀者心理。

四、期刊論文

以網路文學之閱讀行為與發展狀況為研

究對象的期刊論文共有5篇。

陳淑滿〈輔英學生網路文學閱讀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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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現代詩網站為範疇〉（《正修通識

教育學報》10期，6月），對輔英科技大學學

生閱讀網路文學行為進行分析，首先研究學

生對網路文學閱讀與創作經驗，發現學生於

網路上的文學閱讀行為多屬隨意瀏覽，在創

作方面並不積極。尤其對於「作家」身分的

認識，多以「知名度」為判斷標準。在教師

引導學生至現代詩網站（超文本作品）進行

閱讀方面，學生對數位科技與文學協作的形

式表達相當的興趣。

柯品文〈網路文學的題材塑造與媒體

影響〉（《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0

卷1期，7月），以痞子蔡（蔡智恆）、藤井

樹（吳子雲）、九把刀之愛情小說為研究對

象，討論文學商品化與媒體效應。以為文學

商品化將讓網路小說成為媒體傳播、操作下

的大眾文化流行符碼，「小說」本身甚至退

位，不再是主角，而是作者與業者聯手打造

的商業行銷手段。

諸葛俊元〈從明志科技大學「最愛

三十」票選活動看台灣網路小說發展之前景

與困境〉（《通識教育學報》1期，12月）選

擇明志科技大學於2006年至2012年由全體師生

共同參與的6屆「校園好書系列活動」之「最

愛三十」票選書單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書單

中的網路小說於其間透顯的意義。本文以為

現今能進入大眾視野的網路小說，已完成由

網路轉換為實體出版的形式改變，成為結合

商業與媒體行的產品，卻也因此限制寫作題

材與方向，難有多元創新與意義突破的機

會。

另外還有調查網路文學閱讀行為的論

文：韓揚銘、劉瑞啟、范錚強〈繼續還是不

繼續？網路文學作品持續閱讀與沉迷程度

之影響〉（《中山管理評論》21卷4期，12

月），以沉浸理論與沉迷程度探討讀者持續

閱讀之意圖。透過網路問卷進行模型與假說

驗證，以為讀者對網路文學作品的滿意度越

高，越容易使讀者進入沉浸狀態。沉浸狀態

和滿意度對讀者的持續閱讀意圖帶來正向影

響。本研究為資訊管理專業之論文，但卻可

提供網路文學研究之用。結論或能說明在付

費機制下生產的網路小說，何以篇幅越來越

長，至有上千萬字者。

五、會議論文

2013年10月26-27日由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家圖書館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合辦，文

訊雜誌社執行之「新鄉‧故土／眺望‧回

眸—2013兩岸青年文學會議」，會中有16位

兩岸青年學者發表論文，其中有2篇與網路、

數位文學相關之研究：陳徵蔚〈影像詩的媒

體越界與符號消費：以台灣作品為例〉、陳

政彥（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論鯨

向海詩中的「青春」〉。會議論文集《新

鄉‧故土／眺望‧回眸—2013兩岸青年文

學會議論文集》為封德屏主編，2013年12月由

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

陳徵蔚〈影像詩的媒體越界與符號消

費：以台灣作品為例〉本文首先介紹影像詩

的定義、起源。進而具體分析影像詩中的文

字、影像、聲音三者間之競合關係，並以台

灣影像詩作品為 ，將作品分為「文字、聲

音與影像均衡互補」、「文字 駕於影音之

上」、「影像為主，音 為輔，文字為框架」

三大 ，並各舉一首台灣影像詩作品進行解

析。本論文並未執著於文學、影像、音樂三

者的重心配比，而是提出多媒體環境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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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反而讓美學有多元解釋與意義。

陳政彥〈論鯨向海詩中的「青春」〉

以鯨向海（林志光）的詩作為研究對象。鯨

向海於BBS時期開始寫作，其新詩很受詩壇

好評。本論文分析其詩作的主題、語言、意

象，以為鯨向海詩作刻意挑戰成人世界的語

言與體制。尤其利用網路語言、日常語言、

穢物髒話顛覆精鍊潔淨的詩語言。本文引用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理論，稱鯨向海

詩作不僅有「象徵態」，也有豐富的「符號

態」展現。

六、結語

以現今研究者的生命歷程推算，其於進

入高等教育體制學習、任教時，網路、數位

裝置才開始普及。嚴格說來現在研究網路、

數位文學的學者，是在傳統與變革時代的過

渡。由另外一方面來看，超文本、多媒體作

品因為多重符碼並置共生的關係，讓研究的

難度提高。是以2013年台灣數位文學研究在

數量上仍偏重以實體文本為討論對象，而對

超文本、數位多媒體文本保持相當距離。

比較可喜的現象是台灣數位文學研究之

始，就不是中國、台灣文學專業掌握唯一的

話語權。2013年的研究延續優良傳統，各個

領域的專家學者對網路、數位文學的討論、

調查，不僅讓數位文學研究呈現多元化、多

角度發展，更是未來科際整合研究的基礎。

約在1996年，網路、數位文學是文壇學

界矚目的焦點，在文學逐漸邊緣化的時代，

科技似乎是文學的救星。如今，網路、數位

文學的發展不如當初的預期。讀者參與下的

網路文學似乎成為商業營運的利基，數位文

學的創作仍深鎖於學院高牆。在學術研究方

面，相對於其他文學領域，網路、數位文學

的研究顯得寂寥。

我們對附生於數位科技的新興文類，該

有什麼期待？或許可以藉由科技發展歷史得

出一些啟示。

人們總是歌頌科技裝置的進展快速，此

種驚嘆反映自身經歷的局限。實際上，科技

產品的創造更新，是緩慢穩健地累疊。如20

世紀40年代，出現電子電腦，直至90年代個

人電腦才開始普及，此時已逾半世紀。1960

年代，美國國防部開始研發「ARPA」網，直

至1990年代網路才向大眾開放，跨越時間超

過30年。

台灣網路、數位文學的發展至今不過

20年，以一個新興領域來說，很難有太多要

求，或許該多給一些時間。由2013年的數位

文學研究概況來看，網路、數位文學仍在小

徑中探索前路。孤獨，但步伐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