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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政府倡导、文学赛事推介和公

共舆论的积极引导，我国现实题材网

络创作增长迅速，出现了一批主题格

调健康、艺术质量上乘、社会效益凸显

的现实题材佳作。《浩荡》《大国重工》

《网络英雄传》《朝阳警事》《明月度关

山》《天下网安：缚苍龙》……这类取材

现实、承接市井地气和时代精神的作

品受到广泛好评。在网文 IP改编的

现实题材影视剧方面，涌现出《大江大

河》《都挺好》《亲爱的，热爱的》《隐秘

的角落》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从“文”

到“艺”、从“艺”到“娱”、从“娱”到

“产”，由网络小说创作引发的现实题

材热，已经跨界引爆了网络文化和大

众娱乐的现实题材回归。

现实题材升温，对长期以来幻想

小说一家独大，网络创作远离现实，促

进网络文学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

普通人的生活，补上“宅”“玄”“空”造

成的网络文学短板，无疑有着矫治积

弊的作用，它让网络文学多了一些人

间烟火气与时代亲和力。但从实际效

果看，现实题材的网文作品在读者中

占据的喜好指数与市场份额还十分有

限，有的甚至处于“主流叫好”而“读者

不叫座”的“落地尴尬”中。究其原因

当然不在“现实题材”本身，而在“怎样

书写”现实题材上。一些现实题材网

络作品虽然写的是现实生活，却仅仅

把现实作为文学的“打卡地”和“留言

板”，停留在书写生活皮相、“为现实赶

场”阶段，其内在精神与真正的现实是

隔膜的、游离的，造成了艺术感召力缺

失，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与现实主义

精神其实是“脱榫”的。

要打开现实题材高调入场与“精神合榫”

的迷局，以现实题材创作彰显网络文学的现实

主义精神，需要确立起几个基本的文学观念。

一是从题材选择走向“价值及物”。现实题

材不等于现实主义精神，网络作家选择现实题

材不只是找到了生活素材，有了可写的对象，

而是选择一种价值立场，一种评判生活的责任

和干预生活的“及物冲动”。真正的现实主义文

学是由正确的价值观统摄的良知与悲悯、关爱

与真诚，体现的是创作者的情怀与信仰，而不

是一种外在于生命的技能活动、一种谋生的

“赶场”。网络创作回归现实需要以正确的立场

评价现实以“赋能”生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真

善美，为社会的进步承担文学应有的责任。

二是从“在场秀”站位走向体验式书写。

创作现实题材仅有作者的在场站位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对于书写对象的“过命性”体验，即如

高晓声当年所说的：“半生生活活生生，动笔未

免先动情”，或者像张贤亮在《绿化树》的“序”

中所言，让自己“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

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没有迈过生活体验

这道“铁门槛”，没有承受过生命的沉重与苦

痛，没有与生活真相相匹配的伦理与美学，笔

下的所谓“现实题材”终归会隔着一层。那些

“在场”却不“在地”的现实题材作品其实是一

种“伪现实主义”写作。例如，有的网

络小说描述的生活状貌能让我们窥见

当下社会元素和个人生活的“圈层”，

却无法感受到生活背后的时代传响和

历史脉动，只能给人以“站在桥上看风

景”之感；有的作品迎合市场热点，有

职场奋斗、无私奉献等“正能量”外衣

包裹，但由于缺少对真实生活的感受

和洞察，那些现实的故事和空洞的激

情沦为“踏空”的现实叙事，实质仍是

空洞苍白的快餐式消费品；还有的网

络作品聚焦现代都市或青春校园，却

侧重展现“小时代”的奢华、“丛林法

则”的争斗或“霸道总裁式”的爱情生

活，陷入了消费青春的拜金主义等

等。这些作品虽为现实题材，却偏离

了现实主义精神，或许写出了生活的

“剖面”，却难以让人感受到嵌入生命

体察、浸染灵魂底色、“咬出个人牙印”

的那种刺痛心扉，或“深文隐蔚”、启人

深思的更绵远的东西，在精神力度上

似乎总缺点什么。

三是从生活镜像走向艺术审美。

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写生活日志，而是

“创作”文学，而文学是离不开艺术、离

不开审美的。作家要写出的是“人与

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而不仅仅是描

摹式的“镜像”关系，他需要用文学的

“强光”照亮现实和现实中的人心，作

品不仅要有“爽感”，还得有美感。因

而，现实题材创作的终极指向并不是

题材上的自洽和自证，而是现实主义

精神的审美表达，否则只能是“现实的

空转”。检验一个现实题材作品是不

是表达了现实主义精神有两条相互关

联的标准：一是看作品是否蕴含着以

人民、人生和人性的力量彰显时代精神，体现

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正面价值，二是其

艺术的感召力能否成为独一无二的审美标

识。前者侧重内容层面的意义赋值，后者则以

风格化表达赢得阅读的适恰性和审美快感，实

现这二者的结合就能使作品产生打动人心的

艺术力量，形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感人魅

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

网络现实题材创作就需要与这样的现实主义

精神“合榫”。有的作品以生活的“零距离”描

写凡人琐事，但不是去写生活的“一地鸡毛”，

而是通过人物的工作经历表现社会变革的艰

难历程，透过平凡人物的英雄梦传递出时代变

化的大图景，如《上海繁华》《中国铁路人》；有

的作品把个人命运与历史变革融为一体，以小

见大，呈现出一个立体而鲜活的时代画卷，如

《大江东去》《浩荡》；还有作品以逼真的生活细

节、鲜活的故事、跌宕的爱恨情仇，让励志的精

神舒展人物命运，回旋着奋发有为的生命传响

如《网络英雄传》《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

这些现实题材作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也贴

近读者心灵，正在于作者善于让“生活”走进

“文学”，由“现实”走向“艺术”。由是，生活镜

像便走向了艺术审美，达成现实题材创作与现

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合榫”。

现在网文平台的生意其实就是一个字数

的生意，因为平台的经营者希望绑定订阅用

户，现在获取一个服务订阅的用户其实是比较

难的，所以，绑定了一个用户，就尽可能争取拉

长该用户的阅读时长，然后同时也就会提高这

个用户的up值，用户因为有存量成本和对内

容的好奇，所以就会锁定这个平台，这样，字数

就成为平台运营的关键要素之一。

从作者角度来说，因为稿费模式也是基于

字数，不管是保底、分成还是买断，都跟字数相

关联，所以整个网文的商业模式都是源于字

数。但这个模式已经不足以承载网文的下一步

发展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视频领域，长视

频一度认为短视频没什么商业模式，但抖音

2019年的千亿收入，应该达到了三大长视频

平台的收入之和。

网络文学的转型升级，一定是在商业模式

和创作端的升级。网络文学未来升级有两类，

第一类就是精品IP化内容，第二类就是爽文流

量内容。中性的网络文学平台可能会消失。目

前像凤凰互娱就属于这种中性平台，如果不转

型升级，很可能两年后就不存在了。庆幸的是，

凤凰互娱在2018年就开始以文学IP为核心进

行全版权的运营，未来希望能够成为以精品化

的内容为核心的平台。

今后，视听内容肯定会占据用户的大部分

的时长，因为用户越来越喜欢看视频和听音

频。此外，还可能会出现漫文联动、游戏和文学

的联动以及文学和有声的联动，作为一家平台

运营公司，我们必须要拥抱这种变化，所有网

文平台的经营思路都要从文字订阅升级为IP

化的运营。另一类网文企业，核心内容就是以

爽文、流量内容为主，这个主要在免费平台。伴

随着未来人工智能、AI写作，加上低成本的精

修，看免费内容的用户对人设、故事要求不会

太高，只需要爽点直给、金手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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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作协以高度政治责任，

积极实施“网络文学引导工程”，取得一定

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延伸工作手臂，实施引导工程

经过7年探索，浙江新文学群体工作

形成了协会主导、全省协同、构筑平台、多

级联动的体系。在组织建设上，重点打造：

一项工程：“网络文学引导工程”。

2013年底启动。网络文学业界涉及方方

面面工作，但作为群团协会，我们始终将

“引导”两字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

属，作为工作的重点，在服务中引导，在引

导中服务。

两个体系：一个是以浙江省网络作家

协会为核心，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体系，

目前全省10个市、9个县建立网络作协，

组建协会联盟，基本形成了全省全覆盖。

另一个是省作协内设的网络文学工作协调

体系。根据群团改革要求，省作协设立网

络文学中心，便于对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中心；省作协在换届时将原先的类型文学

委员会改名为新文学群体工作委员会，适

应新情况新需求。

三个国字号平台：中国作协、浙江省作

协、杭州市文联、滨江区合作，四级联动，建

立“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中国网络

作家村”和“中国网络文学周”。

依托上述的组织体系，我们凭借5个

抓手，履行相应服务。

一是通过网络文学作品助推机制，引

导创作。出台《浙江省网络作协优秀作品

扶持奖励办法》，持续扶持优秀原创作品

尤其是现实题材作品，开展“红色芳

华——革命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创作计

划”，目前共扶持原创作品47部。开展网

络文学作品研讨，编辑出版5期《华语网

络文学研究》。

二是通过网络作家深入生活机制，引

导网络作家融进现实生活。目前已开展

12期不同主题的体验活动，共有200余名

网络作家参与活动。

三是通过网络作家荣誉机制，提升网

络作家社会责任感。主动与团省委、统战

部联系，推荐优秀网络作家加入各级青联

组织和知联会，推荐网络作家成为省委统

战部重点联系人选，推荐网络作家申报浙

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浙江省“五

个一批”人才等。网络作家也以自己的良

好表现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在疫情防控

中，浙江知名网络作家带头捐款捐物。

四是通过网络作家素质提升机制，促

进网络作家转型升级。将网络作家纳入浙

江省青年文学人才培养“新荷计划”，与其

他青年作家一同享受扶持政策；开设网络

作家培训班，组织网络作家参加培训；推荐

网络作家参加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统战

部、共青团的学习培训。

五是通过网络作家暖心服务机制，为

网络作家帮困解难。开展网络作家职称评

定，已有三批次9人通过文学创作三级职

称；组织网络作家体检；聘请法律顾问为会

员提供版权法律咨询、权益维护等服务。

搭建高端平台，提升工作质量

在中国作协指导下，我们建立了全国

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平台、信息发布平台、

作家交流平台、产业转化平台。“中国作协

网络文学研究院”聘请10位全国知名网络

文学领域学者为特约专家、15位全国知名

作家为特约作家。“中国网络作家村”落成

至今已吸纳村民199位。中国网络文学周

活动已成为我国网络文学规格高、人数多、

影响大的活动品牌，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

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周”2019年 5

月在杭州举行，内容丰富、安排紧凑，开幕

式与成果发布、第四届网络文学论坛、产业

对接、作家签售、采风采访等五大板块累计

举办了28场活动，共计吸引了近万人次进

场观摩、交流。2019年10月，在乌镇互联

网大会期间，召开了国际网络文学周新闻

发布会和“讲述中国故事 呈现世界精彩”

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圆桌会。

建立网络文学作品奖项。2015年设

立网络文学双年奖，探索网络文学作品科

学评价机制，努力评出思想性、艺术性和可

读性相统一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目前已

开展了三届评奖，共评出75部获奖作品。

以网络文学为载体，打造两岸青年文

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平台，开展两岸青年网

络文学大赛。

拓展服务空间，营造良好生态

在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面前，网络文

学组织工作也面临新课题。一是团结、覆

盖、服务工作与不断生长的网络文学写

手、作家的数量，不相适应。二是在网络

文学行业管理上，网络作协及相关组织发

挥公益性、专业性、行业性、协调性作用，

还偏弱一些。三是在有效服务网络作家

上，网络作协如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需

要有更多的实践探索和鲜活样本。针对

新的文学群体，不能沿用老做法，要开辟

新途径。

一是启动实施网络作家新生代培育行

动。浙江作协于2019年 5月启动网络作

家新生代培育“新雨计划”。努力培育网络

文学新生代力量。二是开展网络作家学历

教育。针对网络作家素质提升、学历教育

需求，2019年12月，浙江省作家协会和浙

江传媒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浙江

网络文学院。依托高校教育，浙江传媒学

院每年将在校内选拔培养30名网络文学

与创意写作方向的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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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经历了20年，从一开始的论坛

形式，到付费阅读兴起，到移动阅读的时代蓬

勃发展，再到IP时代的鼎盛，开启了网文出海

之路新方向。

中国网络文学现今已成为助力中国走向

世界出版强国的重要力量，而国家倡导的“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更是为中国网文发力全

球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将指导其充分发

挥精品价值，在全球文创领域扮演更具分量

的角色。

网络文学携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因，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向世界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技术的相互融

合，绽放出中国文化创新的多彩魅力，在

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经过多年的发展，无

论是在出海队伍还是出海业务等层面都得到

一定扩展，网络文学核心相关企业的整体业

务布局也越来越专业化。在内容选取层面更

加规范，规避有版权、种族、法律等问题的作

品，在作品翻译层面借助AI翻译，大幅提升

行业内容供给能力，从而充分满足海外市场

需求 。

目前出海的中国网络小说大多先选取的

是在国内成绩表现较好的作品，内容题材多

是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幻想类作品。随着海

外网文市场的逐渐扩展，内容翻译更新效率

的提升等因素，未来海外网文市场面向读者

的内容题材必将更加多元化，会更加依据当

地市场的内容需求特色来制定相应的内容选

取策略。通过更加细分的内容维度来拓宽受

众人群，并不断提升中国网文在整个海外市

场的内容优势，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中国文化

影响力。

身为一个作家，我也有幸成为网文出海

的一员，我的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泰文、韩

文。在倍感荣耀的同时，我也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的作品在海外广为流传，那是向外

国友人展示我们中国的文化，如果我们的作

品质量和三观有问题的话，会影响外国友人

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印象和认知。所以我个人

认为，广大的网络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还是要

考虑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多创作一些高质量

高水平正能量的作品。

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有太多的历史和

文化积淀，我们有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无数感人的故事。我

们将他们写进去，将我们中华儿女可歌可泣

的精神融入进去，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博大

精深的文化，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力量。

中国网络文学融入世界，不再是天方夜

谭的事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这是一

个大国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中国网络文学势必在国际的文学、影视

剧等各大领域有自己独具一格的地位，让我

们一起努力，未来可期。

加强海外传播加强海外传播 扩大网络文学影响力扩大网络文学影响力
□□妖妖 夜夜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和音频、短视频等兴

起，以免费阅读为代表的流量变现模式日渐兴

盛，网络文学经过多年发展进入了滞涨期，到了

通过发展模式的变革和丰富实现突破的节点。

网络文学创作类型化、同质化仍一定程度存在，

“三俗”问题稍不注意即会沉渣泛起，部分网络

作家的历史价值观，仍存在一定误区。网络文

学 IP改编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海外传播缺乏

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和整体推进。盗版侵权现

象时有发生，适应网络文学特点的理论评价体

系仍未完全建立。

为更好解决网络文学发展的顽瘴痼疾，凝

心聚力，以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为宗旨的

新时代网络文学发展趋势论坛近日在内蒙古赤

峰举办。论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胡

邦胜主持论坛，100多位知名网络作家、网络文

学研究者、省市作协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参加

了论坛。

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策，围绕网络文学发

展的主要成绩和突出问题，探讨网络文学如何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应对微视频、

网红经济的挑战；面对海量的作品，如何推动

网络文学经典化，催生更多精品力作如何加

强组织建设，优化行业生态，提升网络文学的

社会美誉度等议题，做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大家普遍认为，在网络文学进入转型升级之

际召开这次发展趋势论坛很有意义，网络文

学近年来遏制不良创作倾向，传播正能量，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主流化方向发展

的趋势更加明确。网络作家的担当精神和使

命意识进一步加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努力提高作品质量，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作品显著增多，质

量明显提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胡邦胜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各位专家、行业

代表及网络文学组织管理者的发言，剖析问题，

总结经验，谈得都很深入。经过 20 年的发展，

中国网络文学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网络文学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拐点。随着5G

时代的到来，短视频、直播、音频等与网络文学

阅读展开直接竞争，网络文学产业遭遇冲击和

挑战。

胡邦胜强调，举办这次新时代网络文学发

展趋势论坛，就是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党中央、中宣部关

于网络文学工作的相关安排，优化网络文学行

业生态，加强顶层设计，尊重网络文学的创作规

律和传播规律，进一步强化引导，多出精品，弘

扬网络文学的正气、朝气和锐气，吸取行业智

慧，共谋网络文学发展大局。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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