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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类网络小说是网络小说中较为重要

的一种形式，也是类型小说中具有较强创造性

的一种类型。关于奇幻类小说的概念，目前研

究者尚未达成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奇幻小说/

电影的主要特征是“故事发生的世界背景是架

空的，甚至与这个现实世界没有一点关

系。……作者在现实的人类生存世界与人类

发展历史之外，开辟出了一个完全属于个人虚

构的平行时空。”（陈奇佳：《奇幻电影：我们时

代的镜像》，《文艺研究》2007年第 1期第 20

页）也有研究者认为新世纪初所出现的“玄幻

小说”里的“玄幻”就是“奇幻”，它的命名还有

“魔幻文学”，并且发展出了新的子类型——盗

墓文学。这类小说中的故事和主人公“不受自

然世界物理定律、社会世界理性法则和日常生

活常识规则的制约”。（陶东风：《青春文学、玄

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中

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还有研究者

将这类题材概括为“仙侠奇幻”：“表现神、仙、

妖、魔的情感故事和正邪较量为主要内容，主

人公大多具有超自然能力，在艺术风格上充满

非写实的瑰奇浪漫色彩。”（戴清：《仙侠奇幻：

影视文化热的审美思考》，《中国文艺评论》

2015年第3期第47页）因此，我们可以将那些

离现实世界较远的架空世界、充满奇特幻想空

间、表现神仙妖魔故事的小说归入“奇幻小说”

的范畴，包括仙侠、盗墓等小说。奇幻小说这

一类型的出现主要来源于网络小说。近年来，

随着网络小说改编影视成为流行现象，一些奇

幻类网络小说也纷纷被改编成电影，从而形成

了奇幻电影这一电影类型。《鬼吹灯》《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悟空传》《花千骨》《荒村》《地域

十九层》《微微一笑很倾城》等奇幻小说所改

编而成的电影，不仅强化了奇幻电影的类型

特征，也进一步丰富了当前电影的类型叙

事。虽然这些电影上映后的市场反响和观众

评价不尽相同，但其创造出的墓地宝藏、神兽

山脉、世外空间等标志性空间，对传统电影中

的武侠空间、幻想空间提供了新的叙事资源和

叙事策略，为中国电影的空间叙事提供了一种

新的特征。

空间叙事的旅行特征

“空间”是奇幻类小说/电影一个非常重要

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小说/电影叙事的“中

心”。这些场景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也

是根据小说故事情节进行创作的。这些空间

场景也是奇幻类小说对传统小说的空间叙事

的创新和突破。

奇幻类网络小说通常都是将一个故事的

发生置身于一系列虚构的充满神秘、奇幻的空

间场景之中。这些网络小说里描述的各种空

间场景，充满着陌生化、奇观化、神秘化等特

点，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惊效果，加深了读者重

要的阅读体验。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影，自

然也离不开对空间的影像构型。一方面，小说

中的空间景观是小说最具特色、最能吸引读者

的元素，而且与小说的情节紧密相连，改编后

的电影也自然不能错过这一已经在读者心中

产生强烈效果的空间景观，观众也对电影里如

何塑造这些景观充满了观影期待；另一方面，

当前中国电影已经进入到一个奇观化、景观化

时代，电影的空间景观塑造也成为影响市场的

重要因素，而奇幻类电影本身对空间景观有着

内在性的要求。因此，各类奇幻电影通过各种

方式、借助各种数字技术、多种拍摄手段，力争

将小说中的空间或小说里没有出现的空间逐

一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所出现的各类空

间景观，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满足观众的这种审

美期待，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浓烈的“旅行”色

彩。电影对空间景观的再现，是为了满足观众

的旅行性需求，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小

说中所描写的场景。这种空间场景的叙事结

构大体采用的是“探险”“寻宝”等叙事结构。

通过“探险”“寻宝”等形式，勾连起影片/小说

中的空间场景。这些场景也是电影叙事的重

要动力。根据《鬼吹灯》所改编的电影《寻龙

诀》正是以探险作为电影叙事的主要结构，数

字化再现的奈何桥、鬼门关、八卦迷魂阵等。

这些大多潜藏于民间传说中的场景，依靠电影

技术搭建起来的幻象空间，使得小说中的场景

直观形象，让观众能够深切产生身临其境的视

觉体验。这为国产电影拓展影像虚拟空间提

供了新的思路。乌尔善在谈及《寻龙诀》的改

编时说，“我想对书迷来说，最大的期待应该在

环境压力（危险的自然幻境、奇异的生物和诡

异的墓穴机关），完成了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

的电影及格了。”可见，导演首要考虑的是电影

的空间景观的吸引力。同样根据《鬼吹灯》改

编的电影《九层妖塔》，虽然导演试图改编成一

个不同于原著小说的故事，形成自己的叙事风

格，但是其中也难以避免地设计了一些奇观景

象，如昆仑山鬼族墓、妖塔，甚至还采取了全绿

幕环境下的虚拟水下拍摄——这也是国内电

影特效的一次突破，为国产奇幻大片开拓了新

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沙漠拍摄时，启用5架

飞机拍了25天，沙漠中的石油小镇等原著中

的场景也是1：1实景还原。”（孔小平：《九层妖

塔和寻龙诀未映先掐》，《扬子晚报》2015年9

月30日A17版）。《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有

评论者认为：“通天浮屠和地下鬼城是《通天帝

国》两处独具匠心的设计，前者的精密与宏大，

后者的阴森与诡异，是近年国产电影中特效最

接近《加勒比海盗》等好莱坞电影的一部。”（韩

浩月：《〈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酒至酣处，灵感

突至》）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还将虚拟的网

游世界打造成实景模式，如用特效完成落霞

峰、忘情岛等虚幻场景，还实景打造了游戏“梦

游江湖”的长安城。

奇幻类网络小说主要是以空间的形式结

构故事，以空间秩序为叙事的主导，以空间化

的推进推动情节的发展，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

的“异时性”的旅行叙事模式，侧重于对空间的

架构与虚拟的空间体验。奇幻小说的空间叙

事其实也受到跨媒介产业开发的影响。与其

他类型小说相比，奇幻类小说更具有跨媒介开

发的多元性。这也是近年来奇幻网络小说流

行的重要市场特征。一部网络小说，往往被改

编为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等多种文本形

态。其中，奇幻类小说改编为网游的市场空间

更为广阔。因此，为了营造较好的用户体验，

适应网络游戏的空间需求，奇幻小说对空间的

营造更为积极，也更为奇幻神秘。这使得改编

后的电影也具有一种旅行空间叙事类型与叙

事结构。无论是自然风景还是人工建筑，无论

是历史遗迹还是数字拟像，都充满了电影的奇

观视觉效果。这些电影里的空间场景让受众

从中得到一种体验式的、沉浸的景观感受，满

足了受众旅行式的视觉快感。

空间叙事的价值建构

奇幻类网络小说虽然都建立在一种虚构

的想象的基础上，讲述的也基本是一些虚构的

故事，大多数缺少现实意义，不过，随着奇幻类

网络小说的深度发展，它们越来越追求小说内

部的价值体系，即网络文学作家所说的“世界

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小说的空间景

观就不仅仅是一种猎奇式的奇观呈现和视觉

刺激，不是仅仅停留于“旅行”经验的满足，而

是需要进一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出小说的

空间价值体系，包含着一种奇幻类小说本身所

具有的“世界观”。如《寻龙诀》通过奈何桥、忘

川河、鬼门关等中国民间传说话语体系，建构

起了一个庞大的冥界体系；《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花千骨》等虚构了仙人和凡人共处的世界

体系；《诛仙》则打造了略带玄幻色彩的正魔两

道并存的世界。也正是从价值体系的角度出

发，有研究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奇幻类电影，

尽管很多影片在影像技术方面运用得非常娴

熟，叙事也很流畅，但却屡遭市场滑铁卢。究

其原因，不外乎是在影像叙事的表面下，没有

建造完整的思维观念：“庞大世界观的营造才

是一部好奇幻类电影的核心。”（牛梦笛、火艺

卉：《奇幻类电影，前景如何》，《光明日报》2015

年11月18日09版）

因此，奇幻类网络小说在改编为电影的过

程中，或保留了原著中的“价值体系”，或试图

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九层妖塔》虽然改编

自《鬼吹灯》，但是电影的故事情节抹去了“盗

墓”这个环节，将原著的盗墓小说类型进行了

整体的改编。为此，导演只选取了原著小说

《鬼吹灯》的一部分故事，更为重要的是，电影

还加入了“中国版神盾局”的749局。正是小

说/电影内部故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建构/重

建，空间景观具有了体系化、整体性和等级化

特征。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在网络小说中，不

论是何种空间、地图，每一地域、位置等对应的

都是主角或配角不同的力量体系、不同的社会

关系，发生着不同的故事，并释放、生产着新的

空间与地图。这样一些空间被连接在一起，最

终绘成一幅复杂的叙事地图。”（周冰：《网络小

说的空间、地图与叙事》，《中州学刊》，2018年

第4期，第159页。）

根据奇幻类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对空间

景观的塑造，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

就是试图把小说虚构的空间幻想，在改编成电

影后实现与现实的映射。一方面，在改编成的

电影中，空间场景的设计虚实结合，并且有意

识地选取现实场景。如《寻龙诀》中的蒙古草

原、日军废弃的地下工事等景观的选择，让观

众从虚幻的场景中找到了现实的根据。这种

设计既凸显了地域特色，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即便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彼岸花，电影将其设定

为来自太空的陨石改变了人体的脑电波，从而

产生的一种幻觉，为这一极具虚构性的场景寻

找到科学的依据。《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开头部

分呈现的是一个网游世界的空间景象，然后通

过“断电”这一事故将网络空间切换到现实空

间，从此开始了网络—现实—网络—现实这样

场景不停变换的叙事结构。网络中的场景，也

通过电影特效或实景模式予以呈现，完成了网

络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嫁接。另一方面，奇

幻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也被注入了具有现实意

义的历史元素。如《寻龙诀》里的知青下乡、破

四旧、红卫兵、抗日等。《寻龙诀》里最典型的就

是红卫兵大战日本鬼子，让观众想起“抗战神

剧”的叙事模式。

奇幻类网络小说改编为电影后对空间场

景的现实性解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电影

的叙事寻找到可理解的逻辑，其实也就是想将

奇幻类题材的现实主义改编；另一方面当然也

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但是，如果从叙事

角度来看，奇幻与现实的相互融合，其实也表

现出导演在奇幻电影空间所要表达的现实主

义倾向。他们试图超越奇幻电影的“奇幻”消

费，而借助奇幻电影里的“空间变换”赋予个人

的、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强化奇幻电影的现实

指向性。

空间叙事的游戏性

网络小说中的空间叙事，无论是旅行景观

式的呈现，还是内部价值体系的建构，其不可

回避的重要叙事特征就是“游戏性”。这归根

到底源于网络小说的“网络性”。“网络性”的重

要表现就是娱乐、快速等。这不仅表现在网络

小说所赖以生产的网络场域，更重要的是，它

为满足用户的需求所营造出的游戏性、狂欢性

和杂糅特征，打破了传统电影的线性叙事结

构，使得改编后的电影以嵌套、并联的方式实

现了空间的组合。

“游戏性”其实是奇幻类电影空间叙事的

一种结构模式。奇幻类电影通过空间的不停

变换，实现了空间的穿越、跳跃、转换、切换等，

从而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较为广阔的展

现空间。游戏空间内置为电影的叙事方式。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中的空间场景，都具有某

种等级化意义。网络小说一个重要的叙事特

征就是空间叙事。作者通过不同地理空间和

空间景观的书写，建构出一个与传统小说所不

同的空间或叙事地图。这些叙事地图成为网

络小说主人公打怪升级、修真仙侠的重要关

卡，具有某种等级性或者说晋级特征。《九层妖

塔》通过“妖塔”作为叙事空间核心，人物装备、

武器等都深受游戏的影响，鬼族与魔国的打怪

升级的叙事模式，形成了一种勾连故事发生场

景的叙事功能，完成了空间景观的结构化塑

造。因此，“九层妖塔”就具有了一种“穿越时

光”的游戏特征。最为典型的是电影《寻龙

诀》。《寻龙诀》的导演乌尔善也谈及电影拍摄

时的游戏经验：“我回顾了《印地安纳琼斯》系

列、《古墓丽影》系列、《国家宝藏》系列、《木乃

伊》系列，还试玩了两款单机电游《神秘海域2、

3》和《古墓丽影9》，试图找到一些剧作规律。”

乌尔善在分析了现有的一些电影、游戏后，确

立了自己的拍摄思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

“升级”：“作为冒险影片是否有不断升级的危

险出现，环境的、墓穴的、心智的危机怎样为主

角造成一个个困境，我们的主角又如何一次

次的突围。”

游戏也会成为电影空间叙事的重要内

容，构成电影故事情节的一个部分。《微微一

笑很倾城》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二次元空间中

的奇幻网游爱情故事。影片开头便以网络游

戏开场，身穿红衣战甲、手拿大刀的女主人公

以“芦苇微微”的身份在网络游戏中扮演着一

个追捕江湖大盗的形象，具有浓烈的动漫网

游色彩。由于影片故事是围绕一个网络游戏

展开的，因此，网络游戏在这部影片中不断出

现，网络游戏场景成为故事发生的重要空

间。故事的主人公在网络和现实世界中来回

穿梭，既有网络游戏中的闯关、打怪、夺宝、决

斗、打BOSS的故事场景，又有大学校园里的

浪漫温馨的故事场景。

因此，这种空间的组合模式，其本身也蕴

含着观众观看时的游戏体验。“跳地图”的空

间叙事模式，与网络游戏的空间转换有着异

曲同工之处。故事中的人物在不同的“地图”

中获得了不同的“能力”，一步步“打怪升级”

成为“老怪”、“高人”。读者/观众在变幻莫

测、新颖奇特的空间场景中往来穿梭，从而体

验到一种网络游戏的虚拟快感，这种虚拟快

感又通过电影的影像符号予以“实景化”，从

而进一步强化了观众的“角色扮演”功能和“身

临其境”的体验。

随着行业的日趋成熟，网络文学的创新似乎变得越来越

难，可要是不创新，靠老套路似乎又难以突出重围。时至今日，

网络文学究竟会走出多少条新路，到底哪个题材能成为爆款，

这些问题恐怕只有交由时间来检验回答。但另一方面，不可否

认的是，网络文学创作的确有一些可以遵循的规律，以及一些

相对明确的预判。基于我个人的从业经验，仅就男频网文写

作，谈一些想法。

升级打怪依旧是核心，但不再是网文的全部

曾经的网络小说，无论看上去是什么类型，无论拥有什么

样的外衣，本质上基本离不开“升级打怪”+“炫耀打脸”这种模

式，前者指的是剧情，后者则是指爽点，无论大家换了多少种

金手指，本质上还是为了这种模式服务的，最多就是把斗气一

阶升二阶改成县令升知府罢了。

当年也并不是没有作者想要另辟蹊径，但没写到位也好，

读者还没来得及进化也好，总之成功的极少。而随着网文写作

研究的渐进，各种写作规律、成功捷径被不断总结出来，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套路的流行，尤其是进入移动阅读时代

后，套路化模式化的问题更是突出。但近几年，情况却悄然发

生了改变，可能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各种各样新颖的类型、新

奇的写法层出不穷，在这些新一代的作品中，或许依旧还存在

升级，存在“打脸”，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作品的核心了，甚至可

以说在整体结构中可有可无，各种生活文、日常文、脑洞文越

来越多，而更关键的是，这些书还红了。

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作者而言，只需要关注结

果，那就是写作的选择面变得更广了。这对于不擅长写传统网

文套路的作者来说是个福音，而创意型作者也终于可以更大

胆地进行各种尝试了。

说升级打怪不再是全部，是说网文的路更宽、更多了，我

们可以有更多样化的途径走到成功的终点，但这并不意味着

原来的路就走不通了，它依旧存在，依旧畅通，依旧还是条主

干道，而且看上去，未来它也会长期畅通下去。这就好比交通，

我们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可以开车、乘高铁、坐飞机，但

步行依旧存在，而且多数时候，我们依旧还是靠步行来行动。

写网文也是一样。

这是由读者的阅读需求所决定的，能让他们读后心情愉

悦的作品，自然就更容易获得成功，而打动读者的点，至少一

定程度上可以对应参考现实生活中读者的心理需求，看他们

梦想的是什么。所以，很显然的，“炫耀打脸”虽然不是全部，但

始终会代表着很大一批读者很高程度的心理需求，而实现它、

把它有机融入长篇故事中最简单直接的粘合剂就是升级打

怪，这就决定了这两个元素会长期占据核心地位。

更重要的是，和步行模式并不与其他交通工具冲突一样，

升级打怪+炫耀打脸，也并不和别的写法不兼容，相反，把它们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后，书会更精彩。

所以，我们在追求创新突破的同时，并不能轻易丢下老本

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王道。

只有打怪升级的作品，上限会被锁死

前面说了，这种模式是一定会有市场的，所以即便写得很

无脑，即便写成所谓的小白文，也不用担心会没人看，该红的

照样会红。

然而，当这样的作品红到一定程度后，再想谋求更进一

步的发展，尤其是想要从站内走向站外。从网文领域走向全

民领域。从文字变成各种呈现方式时，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

各种麻烦。

我相信，如果书本身没有太明显的硬伤，而它又足够红，

麻烦终究还是能解决一些，但不管怎么样，相比其他书，可以

说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后续的发展操作会更艰难，上限也更容

易被局限住。

所以，在不影响成绩的前提下，有可能的话，作者们不妨

还是多想一下，自己的这本书，除了这些打怪升级外，还有什

么？是人物刻画、创意特色，还是世界观设定、价值观导向……

当然，一切都需要在保证作品原本的吸引力前提下，如果没了

这个前提，后面的一切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老套路依旧还有活路，但要求会更高

近几年网文趋势的变化，相信不少作者都看在眼里，有些

依靠传统套路取胜的作者或许会担忧，未来再这么变下去，会

不会彻底凉凉，彻底被时代所抛弃。

我的观点是，担忧确实是需要的，也确实有作者真会“凉

凉”，但被时代抛弃的只会是人，而不会是题材、写法。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了，网文并不是真的改变了方向，它只

不过拥有了更多的可能，那些老套路曾经红过，就证明它们是

符合读者阅读需求的，所以一般来说，它们在未来应该同样能

有读者。之所以有部分写法万年不变的作者成绩会变差，有一

个原因是读者被部分分流了，以前他们也没什么选择的余地，

而现在能挑选的口味变多了，自然有些人会离开，导致这部分

书成绩下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竞争变得更激烈了。

一方面，同类书变得越来越多，原本这个类型或许只有几

十部水准之上的，现在有了几百部、几千部，新书不仅要和同

期新书竞争，还得能胜过几年前的老书。另一方面，作家们也

在不断进化，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同一类型内，不同时期

的作品，对这个类型的深挖、细节把控程度，是存在明显差异

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几年前能红的书，放到今天未必还能

红，同样的，如果当时的作者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去写，未必不

会扑街。

所以，类型也好，题材也好，套路也好，其实它们本身并不

会被淘汰，但一成不变的写法是早晚会被淘汰的。要想跟上时

代的步伐，要么能转变思路，跟上最新的潮流，要么就是深挖、

优化老题材老套路，在原先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做到极致，就

永远都不会落伍。

有创新的作品会比较占便宜

在这个读者越来越接受多样化内容的时代，创新带来的

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随便找个新领

域，写一些没人写过的东西就能算是创新的，因为这个新事物

可能根本就不成立，即便写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也压根儿不

会有读者买账。

至于具体怎样真正创新，这里只提一点诀窍——多关注

网文之外的传统领域。我们完全可以从已知的红过的内容中

进行总结，看有什么题材、什么内容、什么元素是被市场认可

的，其中有哪些是长盛不衰的，再对比着看，这些题材或元素，

有哪些是网文中已有的，有哪些是暂缺的。

毫无疑问，这些暂缺的空白，就是最好的创新方向，至少

到今天为止，这样的空白并不少。

努力做到最好，精益求精

这一条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曾经它似乎不那么正确，在

那个只有PC订阅的时代，一味地追求质量或是数量，都不是最

明智的选择，在两者中取得平衡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在那个

时代，均订一万日更五千，收入是一定不如均订八千日更七千的。

然而，时代终究还是变了，其实大家都应该很明白地看到

变化，所谓的头部效应越来越被凸显。一部一线的超人气作

品，或许看订阅收入，只是一部二三线作品的几倍，但现在谁

会认为这两部作品只有几倍的价值差距？

当然，书的好坏，订阅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但不管是

以什么为标准，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最好的作品才能获

得最高的回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质量的重要性正日益

凸现。

哪怕是一些暂时无法带来成绩的地方，如果能处理得更

好，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很可能它给予的回报并不是现

在，而是未来。这几年的工作中，类似的案例我已经遇到过很

多，而我相信，未来随着网文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新的机会也

会越来越多，但不管是哪方面的机会，真正好的机会，始终只

会给精品留着。

男频网文写作的新趋势
□杨 晨

奇幻类网络小说改编电影的空间叙事特征奇幻类网络小说改编电影的空间叙事特征
□周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