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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何 　 榴

摘　 要：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的趋势。 受此影响，文艺消费和生

产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线性、完整的消费模式转向对叙事碎片的消费，文艺生产开始强调“弹幕思维”，“段子化”生
产瓦解了传统线性整体的生产方式。 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这表征了文艺从传统叙事文化到社交时代数据库文化的

转向。 针对这一转向，有必要构建数据库诗学，数据库诗学的引入并非完全取代传统叙事文艺观念，而是有助于深

入理解社交时代的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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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大众文艺批评呈现了值

得关注的新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弹幕。
“弹幕”一词源于军事领域，指对某一区域进行密集

火力进攻。 日本著名动画分享网站 Ｎｉｃｏｎｉｃｏ 于

２００６ 年首次尝试在视频画面中实时显示用户评论，
因评论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形态类似飞行中的子弹

被形象地称为“弹幕”。 中国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第一

家弹幕视频网站 ＡｃＦｕｎ，以及 ２００９ 年创建的年轻人

潮流文化娱乐社区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简称 Ｂ 站）均效仿此项

功能。 这类弹幕视频网站逐渐从早期以发布动画视

频为主，演变为发布包括音乐、综艺、影视、游戏、二
次创作、同人等视频在内的大众文艺作品。 近几年，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社交网络媒体的深入

发展，爱奇艺、搜狐、腾讯、优酷等在线视频网站也具

备弹幕功能，同时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

Ａｐｐ（手机软件）也相继引入弹幕，弹幕的盛行使之

从小众的二次元文化进入广泛的大众文艺视域。
弹幕评论的大众化凸显了文艺批评在社交时代

的新变，即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进
而引发文艺消费和生产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从整体

上表征了从传统叙事到社交网络时代数据库的文化

转向趋势。 在此背景下，传统叙事文化语境中的文

艺观念将面临新的变革。

一、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

弹幕最明显的特点是改变了传统文艺批评的

“整体性”论述模式。 在传统印刷文化语境中，文艺

批评需要经过长时间酝酿、构思、沉淀并书写，最终

以具有严密逻辑分析的论述见诸纸质报刊。 这种批

评模式主要对作品进行整体观照，具有整体性的思

维特征。 进入网络时代，随着新媒介的快速发展，文
艺欣赏和批评从纸质载体转移到数字化的网络空

间，豆瓣网、贴吧、论坛等网络社区中出现了随笔、杂
谈、漫笔等多种形式的大众文艺批评。 这类文艺批

评篇幅大小不一，文体形式不拘一格，语言通俗易

懂，不刻意追求理论建构。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印刷时代文艺批评的学理性阐释，但这类评论维

持的依然是文艺欣赏过程中作品的整体性。 社交媒

体时代兴起的弹幕则摒弃了对文艺作品的整体评

价， 表现出将有机完整的作品切分为零散的碎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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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评论的趋势。 这一趋势已经覆盖当下各类文

艺形式，并在文艺欣赏场景中愈发盛行，我们可称其

为“碎微化”评点。 相比传统的“整体性”批评，弹幕

的“碎微化”评点呈现出重要的新质。
与传统“整体性”批评范式注重深度模式和宏

大阐释不同，弹幕大多是文艺欣赏过程中的瞬间联

想。 以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为例，当出现赵处长

“吃面”的场面时，观众便联想到《大秦帝国之裂变》
里的秦孝公，其相关性在于两个角色均是演员侯勇

扮演，于是发出“老秦人穷怕了”①的弹幕，一语双

关。 观众也会将《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入秦”
的经典片段与《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串联起来，弹
幕直接化用剧中台词“宣张仪进殿”为“宣秀才进

店”②，将同一演员饰演的不同角色特征叠加在一

起。 这些插科打诨、只言片语式的戏谑弹幕显然无

意对剧情本身进行阐释，而是对视频片段进行调侃，
在观众与文本之间产生“间离”效果，解构了原作的

美学与意义感。 又如《伪装者》中，当明楼要返回上

海时，弹幕及时进行劝阻： “不要去上海，房价太

贵”③。 《琅琊榜》中，霓凰对比林殊和苏兄的字迹

发现不一样时，弹幕随即“解释”：“我苏，换输入法

了”④。 《甄嬛传》中，甄嬛要去倚梅园祈福，弹幕打

出“回来记得隔离十四天”和“你戴口罩了吗你就出

门”。 弹幕将不同事物和文化情境进行交织杂糅和

想象关联，重构了文艺作品内外的对话关系。
如果说传统文艺批评注重完整的线性逻辑分

析，弹幕则将众多碎微化的评论汇集起来，通过彼此

印证、呼应、反馈、强化，在形式层面凸显作品的感染

力，使观众于集体无意识中认同弹幕的符号意义而

忽视文本的深层内涵，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往往会

强化情绪感染力。 在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中，当齐天大圣冲破内心阻碍、破除封印的那

一刻，屏幕集体打上了“前方高帅，请控制手抖并防

止屏幕帅裂”的弹幕，密集弹幕反复强化剧情高潮，
引爆观众的童年记忆，传递的是观众的情感共鸣体

验而非理性思考。
弹幕不仅出现在视频文本中，还被引入网络小

说，被改造为与文字文本相适应的本章说。 本章说

使网络小说评论从 ＰＣ 端的长篇书评进入移动端的

微观要素评点，即并非宏观上对小说故事世界、思想

主题、人物关系、作者意图等进行评价，而是从微观

角度对某段落、句子、词语等进行评点。 本章说的微

观评点还表现在读取形式上，本章说紧附于小说相

关段落后，与特定文本片段一一对应，因而对本章说

的读取与理解需回归相应段落。 换言之，它们不断

给读者提供多个选择入口，每个入口都在相关段落

聚合中显现出来，读者欣赏的并非作者给定的一套

完整固定的叙事，而是自己构建的多条叙事路径中

的一种。 同时，本章说总是对情节片段中的关键词

展开日常生活的引申，脱离故事本身语境，从而大大

扩展了社交时代文艺欣赏抵达的边界。
麦克卢汉认为：“马赛克是团体的或集体形象

的形态，它要求受众作深度参与。 这种参与是公共

的而不是隐私的，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⑤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与麦克卢汉的论述有一

定的契合度，但麦氏讨论的是电视这一旧媒介的马

赛克形态。 相比电视图像的马赛克呈现出块状拼贴

的共时性，弹幕的“马赛克”实现了共时性与历时性

的异时空深度互动，历史弹幕与当下弹幕在剧情的

时间点会同时出现，这使弹幕具有前所未有的互动

性、灵活性和可塑性。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深刻地改变了

文艺消费体验。 传统文艺消费强调作品的连贯性，
形成线性消费模式，弹幕则倾向从故事中提取“梗”
“桥段”“槽点” “笑点” “萌点”等细节要素进行消

费。 同时，文艺消费对象也从叙事文本扩展到弹幕

本身，不少网友表示在网上看综艺节目主要是为了

看弹幕。 弹幕在观众之间产生“连接”效果，在此意

义上，社交时代的文艺消费与其说是内容消费，不如

说是一种社交行为。
弹幕不仅使文艺消费“碎微化”，也让文艺生产

呈现相似趋势。 传统创作大多按照开端、发展、高
潮、结局的线性叙事模式进行构思，在弹幕语境下，
文艺生产开始吸收评论中富有创意的观点、段子等

要素，并根据观众的消费倾向，针对性地生产剧情点

和相应片段，这就是文艺生产所谓的“弹幕思维”。
日本学者东浩纪将这种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而不断进

行调整的行为称为“客制化”（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认为这种

方式可以不断地制造出读者去想象其他故事的“宽
容空间”。⑥

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碎微化”
趋势，有些学者对此持消极态度，认为其缺乏深度、
趣味低俗，是将文艺“玩坏了”的表现，但这忽视了

弹幕蕴含的丰富文化景观与意义。 文艺批评的“碎
６５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微化”不仅改写了传统文艺批评的定义，体现了新

的文艺生产观念和消费秩序，也呈现了人类文化的

深层变迁。

二、文化转向：从叙事到数据库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在整体上表征

了从传统叙事文化到数据库文化转向的趋势。
美国当代媒介理论家马克·波斯特于 １９９５ 年

提出了“数据库”的说法。 波斯特认为，与福柯通过

“全景监狱”的话语 ／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不同，随
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 ／实践在社会场

中运作，这个社会场可被称为“超级全景监狱”，它
重新构型了主体的构建。⑦数据库话语作为一种运

作于主体构建机制之中的文化力量，对抗着把主体

视为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霸权原则，加强了主体的

多重化和去中心化。 如果说福柯“全景监狱”中的

主体构成过程属于“主体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即通

过某种特有内在性机制生产这些个体，那么作为

“超级全景监狱”的数据库中的主体构建则采取“客
体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一相反路线，即通过分散的

身份生产这些个体。⑧波斯特看到了数据库对分散

性、多重化主体的生成作用及其深刻的政治后果。
如果说波斯特从政治权力层面透视了电脑数据

库对主体性的影响，那么俄罗斯媒体思想家列夫·
马诺维奇则深化了对数据库文化意义的探讨。 在

《新媒体的语言》中，马诺维奇发展了符号学理论的

“横组合”与“纵聚合”概念，“横组合”的核心要义

在于词语的横向组合关系，“纵聚合”关系依赖的心

理基础则是联想 ／纵向替换机制。 马诺维奇认为，在
印刷文化语境中，组合维度的元素与“在场”相关，
是显性的、真实的；而在聚合维度，元素与“缺席”相
关，是隐性的、想象的。⑨新媒体反转了这种关系，数
据库（聚合）具有了物质存在，被突出强调，而叙述

（组合）开始去物质化。 换言之，聚合成为真实的，
组合却是虚拟的。 这表现在新媒体对象并不讲故

事，它们没有开端或结局，也缺乏任何从主题、形式

或其他方式上将一系列元素组织成序列的发展脉

络。 相反，它们只是诸多单个项目的集合，每个项目

有同等的重要性。⑩在此意义上，“数据库和叙述是

天敌，它们争夺人类文化的同一领域，每一方都声称

拥有在世界上创造意义的专属权利”。
日本学者东浩纪也对数据库文化有深入研究。

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书中，通过对日本御宅族文

化的深入考察，他提出“数据库消费”理论。 御宅族

们重视虚构的态度，倾向于从碎片化叙事中选取自

己所需的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向往的故事，这样

一个不指涉现实，缺乏深度的“作品”，很难说是“叙
事”，而是“大叙事的凋零”。东浩纪认为，在后现

代情境下，故事的力量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

面都已式微，随着故事所包含的意义结构被消解，取
而代之的便是数据库文化。 御宅族消费的是缺乏深

度叙事与实质性内容的纯形式的东西，即从各个人

物身上搜集、分类、整理成的“萌要素”。
波斯特、马诺维奇与东浩纪的分析虽各有侧重，

但都表明数据库文化已强势介入当代媒介文化领

域。 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实践与这些学者的数据库

理论有一定契合性，但也有新的变化。
首先，社交媒体的便捷互动生成了海量的媒体

数据，聚合为一个个不断拓展的数据库，进一步解构

了叙事文化。 在马诺维奇那里，新媒体对象具有

“模块化”的结构特征，即所有的媒体元素都具有各

自的离散性和独立性，这些片段要素可以被单独存

储、使用、移动、修改以构成更大规模的对象，也可以

实现将任意要素加入到对象中而不必考虑叙事逻辑

性。这种方式使数据库的内容不断增加，永远处于

生成的状态之中。 社交媒体的发展加快了数据库的

生长速度，人工智能、普适计算（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与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让大量用户通过交往

活动介入到数据库结构中。 新媒体的网页设计考虑

了板块划分，提供直观的菜单列表分类和指引图标，
而社交媒体的这种设置特点更为明显，活跃其中的

内部人员具有高度相似性，便于交往互动，在互动中

又可以自主生成新的聚合标签，实现数据库要素的

自动迁移。
其次，在社交媒体语境中，数据库文化从显性技

术层面进入隐性文化心理层面。 技术与文化之间是

一种辩证关系，与传统印刷设备建构的连续性、静观

性、整体性文化心理结构不同，各类社交媒体 Ａｐｐ
建构了一种新的数字化的文化心理与生存方式。 美

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总结“数字化生存”具有“分散

权力”“全球化” “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四个特

质，这主要还是宏观层面的探讨，社交媒体的发展

则凸显出“数字化生存”背后微观的文化心理结构

变迁。 社交网络媒体提供了多重“在线性”的数字

７５１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化生存，这导致文化心理感知被重新分配。 弹幕和

本章说采用“短平快”的话语方式，揭示的正是碎片

化文化心理构架。
最后，社交媒体时代的数据库文化也是新的口

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的结果。 沃尔特·翁提出

次生口语文化的说法，认为电子媒介重建了原始的

口头传统。 社交媒体的聊天互动显然强化了这种次

生口语文化。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

化逻辑。 口语文化中没有文字记忆，因此在讲述故

事时依据的是块状结构。 比如《荷马史诗》的讲述，
需要说书人（讲故事的人）借助大量固定词组的套

语、箴言，富有节奏感的模式，这些固定搭配往往是

高度程式化的，被说书人分类聚合起来，不断重复使

用以生成大段的口语表达。在口语文化中，这种程

式化、套语化等已经显现出数据库的文化特点。 而

在社交媒体生成的次生口语文语境中，口头文化的

数据库特点得以复兴与重建。 原生口语文化中的套

语和陈词只能留存于记忆中，这种数据库思维是无

法显现的，但社交媒体让它们以数据集合的形式得

以记录和更新，数据库的联想机制从想象层面进入

实操层面。 如 Ｂ 站用户界面融入语音、视频、图像、
文字、表情包、颜文字等数据库化语言形式，并借助

网络传播，其意指不断流变迁移。 这印证了马诺维

奇的说法，建立一个纯粹数据库的唯一方法就是

“空间化”，即将元素分布在空间中而不是以任何方

式排序。网络的反叙述逻辑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添加新元素，得到的是一个 “集合” 而非

“故事”。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数据库已经触及当代每

一个人的文化感知结构与生存方式，表征了网络兴

起后从叙事到数据库的文化转向。 分散的整体、高
度聚合的片段化已经渗透到网络游戏、数据库电影、
新媒体艺术、电视、社交、营销等领域，数据库文化正

在与大众文化深度交融。

三、走向数据库诗学

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生活已被深刻烙上了数据

库文化的印记，这也要求文艺理论有新的建构。
弹幕和本章说类似于美国学者马库斯倡导的

“表层阅读”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这一文艺阐释方法，
即关注被专业批评家所忽视的表层东西。 大数据时

代，量化和计算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美国文

学批评逐渐从细读转向表层意义的快速解读。 随着

“表层阅读”挑衅性地要求读者更喜欢表面而非深

度，传统文本细读的批评模式将逐渐丧失主导地

位。马库斯的观点给我们一些启发，在数据库文化

转向的背景下，传统深度模式的文艺批评能否有效

应对新兴的网络文艺？ 在社交媒体时代，文艺欣赏

与生产制作均被数据库文化深刻地改变着，对文艺

的理解也应从数据库角度出发，建构数据库诗学。
数据库诗学的建构可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文艺观念上，从传统有机整体作品观走

向碎片化作品观。 詹姆逊认为，一种确定的文学形

式总是能够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

验，“对情节完整性的满足，也是某种对社会的满

足，它通过这样一种事件安排的充分可能，已经将自

己呈现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而且暂时与个体单位、个
人的生活不相矛盾”。 传统文艺观念把作品中的

人物、情节、环境与故事世界预设为不可分割的整

体，这与现代性完整有序、权威自洽的社会结构相适

应；而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作品呈现出片段化的

数据库特点，这与后现代社会无数分散的小叙事相

对应。 事实上，形式主义对作品的细节化分析已具

有数据库诗学的雏形。 作为与传统的实证主义批评

和浪漫主义批评相对立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将作

品条理化和抽象化，对表现手法、修辞技巧、语言材

料等要素进行分析，表现出对作品整体性的肢解。
但形式主义仍试图从各个要素及相互关系中建构作

品的有机整体性。 数据库诗学将视线从整体的作品

转向作为部分的细节要素，侧重的是对作品中的

“片段”进行联想、发散式研究，具有解构叙述对象

的后现代冲动。
碎片化的作品观有利于受众展开发散式联想，

获取群体间的情感认同。 托尔斯泰曾言“艺术是情

感的交流”，碎片化作品观也许弱化了对文艺作品

冷静客观的理论阐释，但却转向对受众真实情感反

应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家礼乐仁学正是通

过仁—仁乐—美建构起来伦理交往之乐和审美交往

之乐的统一，这揭示了传统审美交往行为中对个体

情感心性结构和审美愉悦感的关注。法国文学批

评家蒂博代认为“趣味是批评的起因”，从这个角

度看，受众对作品细节要素的戏谑取乐可以弥补传

统文艺理论过分重视理性批判而感性缺失的问题，
呈现了某种观念的先锋性。 在先锋派那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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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意义被体验为一种震惊”，“震惊”可以打破审

美内在性，从而导致接受者的生活实践产生变化。

第二，在文艺批评范式上，弹幕和本章说这类评

论可看作是中国传统点评在社交时代的重建。 中国

传统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模式也具有一种片段

性，虽不是长篇大论但却灵活机趣。 弹幕、本章说依

托社交媒体的信息分享机制，实现了流动性与交互

性，拉近了文本与批评、读者与作者、不同读者之间

的距离，文艺批评的现场感大为增强，弱化了文艺评

点的私人化而走向公共性。 在虚拟公共空间中，文
艺评点既回归了口头传统的自由交谈，又具有传统

文艺评点难以企及的灵活性，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评

点的吸收和更新。
同时，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批评机制中的西

方中心主义倾向。 正如民族叙事的开放性既体现在

时间上对民族传统的反思性传承和对民族未来的创

造性建构，也体现为空间上与“世界舞台”上的“他
者”共在和对话。 中国文艺批评范式也理应如此。
中国文艺批评受西方影响，借鉴西方理论与批评规

范对本土文艺现象进行长篇大论的阐释。 这种阐释

有深度，但很多情况下也偏离了批评的本意，远离了

普通大众。 虽然这种批评模式在线性文化叙事语境

中有其合理性，但是在面临网络文艺这类文艺现象

时，便显得阐释乏力。 以弹幕和本章说为代表的文

艺评点显然已经偏离西方文艺批评范式，其数据库

文化新质为文艺批评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可资探讨的

方案。
第三，在研究视野上，从数据库建构的知识谱系

中去把握社交时代的文艺，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科学

性、客观性与全面性。 数据库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体
现了科学的认知模型与技术特点。 它将世界建构为

一个秩序化、条理化、菜单列表式的复杂系统，符合

我们对当前文化情境的总体感知。 正如凯瑟琳·海

勒所言，数字文本的去物质化特点与印刷文本的区

别凸显了从物质的“在场 ／缺席”到信息的“模式 ／随
机”的认知转换，随之而来的是对表意的理解和体

验方式的转变，计算机媒介对人类复杂系统的渗透

形成了“认知集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人们通

过认知集合参与各类互动与流通信息。

认知集合为数据库诗学的建构提供了启发，从
数据库角度研究网络文艺，可以实现对多个文本相

关或相似要素的聚合，破除单一文本研究的思维定

式。 数据库思维还有利于打通各文艺研究门类之间

的壁垒，实现跨文本、跨艺术门类乃至跨虚实空间的

互相阐发。 如文艺研究可以从小说文本联想到电

影、戏剧、音乐、绘画等多门类的艺术作品，由日本动

画、游戏作品中的虚构角色联想到现实中的人物，解
构二次元与三次元的界限。 而这些也与当下网络文

艺实现跨媒介改编、虚实的越界相一致。
第四，在技术维度上，可开发将文艺活动纳入数

据库进行研究的软件程序，大幅提升研究的水准与

规模。 马诺维奇的文化分析学阐明了软件工具和量

化分析在处理文化数据中的作用，这挑战了传统人

文学科的研究。 他在《文化分析学》一书中认为，社
交媒体上的海量信息使原有的针对单一文本进行解

读的方式不再适用，为此需要寻求对文化数据进行

收集、组织、分类和标识的方法；探讨内嵌于旧有文

化观看方式之中的偏见和缺陷，以完善文化数据的

收集、组织、分类和标识进程。英国媒体研究学者

加利·霍尔也认为，走出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

困境的途径，是将定量分析法与文化分析结合起来，
再辅之以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专

业知识，而这正是人文学者明显的不足之处。人文

学者长期受印刷思维影响，导致其研究多以定性的

文化分析为主，定性分析难以适应数字时代海量的

数字化知识文献，因而需要引入定量分析法。 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分别是印刷思维和数字思维的产

物，各有其利弊，如何做到两者的合理兼容，正是数

据库诗学在技术维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据库软件可以将网络时代兴起的新批评行话

与印刷文明积淀的理论化批评话语整合在一个数据

库系统中，实现多元认知的融合。 数据库强大的包

容性使任何个体都可进入其中进行学习和交流合

作，这非常符合当下“文艺的社区化”现实。具体

而言，可以将网络文艺现象按内容、形式、文献、句
式、风格、理论知识等要素标签化，再进行菜单目录

式的分类编码，通过数据更新与算法分析来反映不

同时期用户的口碑、偏好、价值观念。 不仅如此，数
据库还提供丰富多样又彼此相对独立的分析单元，
这些单元之间通过相关性设置链接，形成一个共享

开放的系统，这意味着任何用户在面对文本时，都可

以通过数据库软件的搜索引擎功能了解到与该文本

相关的系统完善的数据资源。
当然，数据库诗学并不完全排斥传统印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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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数据库诗学的反叙述并不是不要叙述，而是反

单一叙述。 从数据库诗学角度去理解和阐释社交媒

体语境中的文艺现象及交往活动，既是一条重要的

研究路径，也是对当代文艺批评的积极探索和必要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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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 ｂａｒｒａｇ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ｒａ．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ｂｕｔ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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