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榕树下网站的“躺着看书”论坛，到
后来的“小众菜园”，作为网络论坛的资深
版主，陈村大概是传统作家圈里最懂得互
联网的人。对于版主这一身份，陈村的描
述是“这是最累最贱的活，没地位，没工资
收入，最容易和网民发生冲突”。
陈村当版主有自己的准则———你可

以在论坛上说“他妈的”，但只能对天说，
不能对人说。“因为在网上吵架，矛盾升
级很快，很容易就变得‘很脏’，那样一
来，爱干净的人就不会来你的论坛了。”
所以，每每看到“犯规”的帖子，陈村就会
出手管一管，不过，在互联网上，版主能
够作出的最大处罚也就是封了对方的
!"。
“当时榕树下的服务器很烂，往往是

我删一个 !"需要花 #分钟，但这点时间
对方已经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 !"登录
上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几乎是大吵三六
九，小吵天天有，每天管这些没名堂的事
情，后来就烦了。”

腻了跟人吵架的陈村告别了榕树
下，吸取之前的教训后，他的“小众菜园”
里要发帖子，必须得到作为“村长”的他
的授予的权限。他还贴出这样的申明：
“本园谢绝申请，唯一的入园小径，是请
园中的老菜农推荐，经批准后发放种菜
执照”。
“在网上，你能看到人性的另一面。”

上网冲浪多年，陈村对互联网有着自己
的思考，“有人认为网络是‘民主’的，可
以有自由的表达。事实真的如此吗？你看
一个论坛，最上面的帖子总是最新更新
的内容。如果我发一个帖子，说天上有个
三角形的太阳，然后别人会跟帖反驳我
的观点。我要是有足够的时间，天天在下
面跟帖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你每天都会
看到那个论坛里，这个关于三角形太阳
的帖子在最上面。这意味着只要我有时
间，就可以霸占话语权，可以强迫别人看
错误的东西，在‘民主’的规则之下，你还
拿我没辙。”
陈村也参与过网上的争论。有一次，

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子，谈及“文革”时代
的事情，说当时 $角钱可以买一堆鸡蛋，
还说那个时候看病不用花钱。陈村找出
自己当年看病的发票，扫描后发到论坛
里，证明那个时代看病是要花钱的。“可
是，在网上争吵的情况经常是，一个人说
错了，并不会承认自己错，而是会选择换
个话题。帖子一个个摞起来，之后看的人
不会去了解前因后果。”陈村说，“一开始
我还会兴致勃勃地去跟人家争执，突然
有一天，这个人发了个帖子说‘陈村和我
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你讨厌的人，和
你完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忽然间成为
了你的同伙，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对
于这段网络争吵，陈村就此打住不再吭
声。“这些事情，在熟人社会里是不会发
生的。在虚拟的网络就真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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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持实名制的中文读
书论坛“小众菜园”，到成为上
海网络作家协会的首任会长，
陈村大概是传统作家里和互
联网交集最多的一个。在大多
数中国人都还搞不清楚互联
网为何物时，陈村已经开始上
网冲浪。他见证了中国网络文
学的成长，也用作家特有的视
角，感受着网络给中国社会以
及文学带来的影响。

! ! ! !从前几年一些国内重量级的文学奖项将网络文学
作品纳入评奖，到而今上海网络作协的成立，网络文学
正在从“边缘”一步步走进“主流”。网络文学在中国从
萌芽到发展也就十五年左右，陈村见证了整个过程。
大多数中国人对网络文学最初的记忆是从“痞

子蔡”“轻舞飞扬”开始的。彼时，大家使用的上网工
具是“猫”，《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以纯文字的形式，被
网友们用电子邮箱的方式传阅，让“痞子蔡”和“轻舞
飞扬”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发烧的“网络情人”。

$%%%年，榕树下成立了公司，在受邀出任艺术
总监的陈村看来，这一举措是正式向世人宣布“有网
络文学这个事了”。而今，聊起榕树下的那几年，陈村
谈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思考：“榕树下用的是比较保守
的方式，就是由编辑选稿，把文章贴上去，这样的好
处是可以控制节奏，同时淘汰一些质量太差的文章。
坏处是，有一些网友不乐意了，认为编辑的眼光不
好。编辑模式消耗了大量人力，也提高了网站成本，
这跟后来&'()*+的精神是违背的。另一件让人遗憾
的事情是，当年我们是有条件把网络作家中最好的
作品自己拿去做出版、做平面的，可当时我们做的只
是向出版社推荐作者，网站在中间利益极少。如果那
个时候能把那些最好的网络作家都代理版权，自己
投资做就好了，其实用不了多少钱，但当时不敢做。
再有就是收费的问题。当年榕树下提出过收费问题，
但是立刻遭遇一片骂声。网民的心态是我来看你已
经很给你面子了，还跟我收费？其实，如果一个月能
收每人一块钱，榕树下就活了。”
一直烧钱却没有多少赚钱渠道的榕树下网站在

)++)年被卖给了贝塔斯曼。)++,年，起点网开始运
营，起点网用了一个当年榕树下不敢用的方法：向读
者收费。这让陈村十分赞赏：“这个网络文学的运营
模式是他们原创的，兼顾了网站和作者的利益。”
随着网络文学的红火，陈村也有担忧：“文学本

来是有丰富的门类的，包括诗歌、散文、剧本等，可
是，在商业网站的运营过程中，能够有收益的网络作
品几乎都是类型小说。文学被‘瘦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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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机记录生活

出任上海网络作协会长
“搭好台”未来交给年轻人

! ! ! !陈村担任版主的“小众菜园”是设在 %%网上书城的中文读书论
坛，它是互联网上较早出现的实名制论坛。作家叶兆言、赵丽宏、方
方、吴亮、孙甘露、韩东等都是论坛的“菜农”。当了很多年“小众菜园”
村长的陈村，如今有了一个新的职务———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不
久前，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首批吸纳 -#名会员。这条新闻在媒体
上报道后，立刻引来不少好奇的围观者。网络作家这个群体，在过去
很长时间里都给人以“特立独行”的印象，他们似乎一直都与传统作
家和作协之间保持着距离。
而陈村给出的回答是：“这些年轻人很愿意加入上海网络作家协

会。他们愿意来开会。他们大多数人三十多岁，有的人坚持十年每天
都更新内容。这是很大的工作量，传统作家可能无法想象。也正因此，
他们平时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没有多少社交，娱乐活动也很少。
他们挺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认识一些人，大家可以玩在一起。”作为
上海网络作协的会长，陈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网
络作协组织起来，我希望今后这个事成为这些年轻人自己的事。作协
是为作家服务的机构。网络作协的成员以年轻人为主，以后应该是年
轻人为年轻人服务。”
作为文坛前辈，陈村和年轻的网络文学作家之间一点也不陌生。

早在十多年前，他们之间就有了交集。当年名噪一时的榕树下网站，
曾给网络文学颁奖，请的评委一半是网络文学作家，一半是传统作
家。在陈村的邀请下，王安忆、余华、苏童、贾平凹、王朔、阿城等中国
文坛的一线作家，都为刚刚诞生的网络文学助阵。

! ! ! !陈村是作家!可是!他记日

记的方式却是拍照" 很多年来!

他一直习惯于随身带着相机! 在快门

的#咔嚓$声中!拍下一天里发生过的

事情% 问他!现在手机的拍照功能如此

强大!为何不用手机拍& 得到的答案是'#我

就想记录一下! 那种拍完了马上要给人看

的冲动很弱% $

陈村说! 自己是非常不喜欢开会的人!

但相机在手!会议就变得有意思了!可以拍

摄各种会场上的人% 作家赵长天去世后!陈

村从自己拍的照片里!整理出三千多张赵长

天的照片!大多数照片是在外参加会议或者

活动时拍下的! 赵长天的家人都不曾见过%

他将这些照片刻了盘送给赵长天的夫人%

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陈村拿着相

机#咔嚓$#咔嚓$按了好多下快门% 他说!以

前刚开始拿着相机拍照的时候! 会觉得不

好意思!见到巴金先生的那次!就没好意思

掏出相机来%事后他遗憾不已%后来拍得多

了!就老练起来% 当有机会和黄裳先生一起

开会时! 他毫不含糊地拿着相机拍下了不

少照片% 事后!黄先生还留下字条向陈村要

了几张照片%

#我的口号是'拍到就是胜利% $陈村

说!照相机记录下的场景!说不定就是珍贵

的历史资料% #当年!鲁迅(许广平(萧红(萧

军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有人拍下这

个场景! 今天我们就可以有关于这段过往

的珍贵的史料% 当时就是缺一个)手贱*的

人% $

.

见证网络文学 .#年发展
最担心文学“瘦了”)

从“躺着看书”到“小众菜园”
虚拟世界里看到人性的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