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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文创行业重要的内容源头。就

IP市场的观察而言，网络文学大约领先剧集市场两三年。因
此，想要看到两年后由IP改编的电视剧模样，可以先了解一
下今天网络文学的创作现状和存量构成。

尽管当前剧集市场整体低迷并具有不确定性，但仍未改
变市场当前的主要矛盾之一，即头部IP的稀缺。所谓的头部
IP既需要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人设极致，也需读者
基础的广大。将一个好的IP打造成头部IP，一个有辨识度的
好故事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品的共情能力。
其次，典型人物的塑造也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

“新”故事几乎都是“新瓶装旧酒”。故事内核与模型不变，外
壳变成能够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心理对接、产生共情的内
容情节。因此，从接受效果来说，好的IP应该是情感优先于人
设，又优先于故事，即情绪>人设>故事。

但判断IP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头部IP，还不能仅就IP
的内容构成和结构要素来判断。作品最终还是要交由市场来

检验。成功的头部IP永远是内容与市场口味博弈的结果。因
此，其作品中既会有理性设计的部分，也会有非理性的部分。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非理性的因素
对判断一个IP的价值往往有更重要的参考作用。相较而言，
那些有广博阅读量和一定审美能力的读者的判断，有时或许
更为有效。

就作品本身的内容和结构而言，头部IP并不需要在所有

要素方面达到平均或全部领先，只要能在某些关键要素上实
现大距离领先，即使在其他一些方面还存在某些缺陷甚至也
可接受。换句话说，要实现从头部IP到超级剧集的跨越，首先
要找到头部IP广受欢迎的核心要素，并努力将之放大。因此，
准确还原就显得非常重要。

此外，头部IP往往还具有很好的成长性，生长周期较长。
这并非基于当下的一日之功。同所有领域一样，审美品位的

提高也需要读者能放下成见，走出舒适区。换言之，那些能迎
合大众审美一时口味的，并不见得就能一劳永逸、一招通
吃，审美样式的重复同时也意味着审美效果的“腻味”。只有
能不断提供新的、不一样的，甚至有难度的文本，才有可能领

“下一个”潮流之先。
就市场开发的潜力而言，年轻受众永远是头部IP的“发

力”目标，这也是所有有志于深耕IP和剧集领域的人的共识。
所以，当我们分析IP的大数据时，并不能仅局限于已知阅读
市场里的读者画像，更需关注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领域中
发出的“弱信号”，或者说是在IP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那些
具有不确定性的“变量”部分。

从目前网络文学的分类前景和成熟度来看，女性向的网
络文学已经超越了过去常见的“情感+模式”的叙事模式，而
变成了“类型化+模式”的形式，这也意味着女性读者审美的
觉醒与改变。整体而言，女性向网络小说在IP改编方面是更
具影响力优势的。

责任编辑：路斐斐 唐伟（特邀） 2020年11月23日 星期一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改编的历史机遇网络文学改编的历史机遇
□□侯小强侯小强

■■总编说总编说

上世纪90年代，黄河出
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

《极限人生》，我读后感到深
深震撼。彼时文学复苏，一
批充满着生活气息的文学作
品像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本已
不再会被一部书触动太多神
经，但《极限人生》的出版，确
实令我有种心灵震颤之感，
因为该书的作者恰好是我曾
经的采访对象，一位手脚残
缺、失去了左眼、右眼视力仅
剩0.3的特级残疾人。

他，就是山东省沂蒙山
腹地沂源县张家泉村的抗美
援朝英雄朱彦夫。朱彦夫
1933年出生于此，从小家贫
如洗，14 岁毅然参军，1949
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不怕
流血牺牲，顽强作战，先后参
加了战淮海、过长江、攻打上
海、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役
战斗。1950年12月，朱彦夫参加了在
朝鲜争夺250高地的血腥恶战。他所
在的一个连，在零下30度严寒的条件
下，与装备精良的两个营的敌人进行
了殊死搏斗，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
攻。在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仍然坚持
与敌人拼搏。在残酷的战斗中，他几
度昏迷几度惊醒，成为二五〇高地的
唯一幸存者。他在长达几十天的昏迷
中醒来时，已躺在了陆军医院的病床
上，这才发现自己已没有了手脚，残存
的右眼视力非常微弱，后被转到山东
省荣军休养院，成为了受专人护理的
特级残疾人。然而，朱彦夫却主动放
弃了特护待遇，毅然回到了自己的家
乡，肩负起家乡父老的重望，成为群众
的领头雁，为振兴家乡贡献了自己的
余热和智慧，把环境恶劣、条件落后的
张家泉村变成了全省的先进新农村。

朝着一定目标走去是“志”，一鼓
作气中途绝不停止是“气”，两者结合
起来就是“志气”，一切事业的成败，都
取决于此。朱彦夫是个非常有志气的
人，他率领乡亲致富的事迹被新闻媒
体争相报道，我也因此认识了朱彦
夫。后来，随着新的新闻事件不断出
现，我的视线也被新的人物和事件渐
渐转移。《极限人生》的问世给我的震
撼也就不言而喻了：朱彦夫没有手，他
是用怎样一种超人的毅力完成写作
的？如果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属
于世界的精神遗产，那么，朱彦夫的精
神又何尝不是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宝
贵的精神财富？

黑格尔曾说过：“生命是最真实的
东西，它比星星更高级，比太阳更高
级。”星星是灿烂的，太阳是辉煌的，比
星星、太阳更灿烂辉煌的是人的生命
力。要创造辉煌的人生，就应当有“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
著，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的悲壮。朱彦夫以
对“使命”的执著、对命运的
坚韧抗争，以悲壮的形式超
越了自我的人生极限，谱写
了一曲共产党人自强不息、
无私奉献的凯歌。1987年5
月，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
浩田同志特意看望了朱彦
夫。老首长鼓励他把当年在
战场上亲眼目睹的我军英勇
作战的情况写出来，把身体
重残后信念不倒、意志不减
的精神写出来，以缅怀先烈、
教育后人。《极限人生》一书
的问世就是朱彦夫意志力量
的结晶，如何传播这种精神
也成了我的最大追求和奋斗
目标。

朱彦夫的历史和足迹是
我追寻的原点，十几年如一
日，我丝毫没有懈怠，借助网
络、利用退休之后的“自由”，
不断地把“打捞”到的珍贵历
史变成文字传播弘扬，希望

朱彦夫的精神能成为熏陶、激励人们
意志，帮助当代人树立正确人生观、价
值观的正能量。

我的《中国当代保尔：朱彦夫》发表
到网上后，朱彦夫的精神得到了很多读
者的高度赞誉，由于职业习惯，我的文
字表达总脱离不了新闻通讯的固有模
式，时代气息很浓但生活气息不足，在
与读者的相互交流中，有人提醒我：朱
彦夫精神如果能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
来会更有生命力，朱彦夫的事迹和精神
价值绝不亚于保尔，值得大书特书，是
非常难得的文学素材，是我们这个社会
正需要的精神。因为对朱彦夫精神的共
鸣，我和这位朋友成为了彼此欣赏的文
字知音，通过网络交流彼此思想，我们
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把朱彦夫的事迹用
小说的形式创作出来。

异地联手、网络牵线，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人物虽然有“塑造”成分，但不偏
离真实的轨道，作品之外的探讨，远比
作品的内容更多更杂陈，无数次我被朱
彦夫的精神所感动，直到作品完成，心
中依然久久挥之不去那种激情。

作品初始命名为《铁骨钢魂》，
“骨”是朱彦夫意志的脊梁，“魂”是朱
彦夫毅力的精髓，朱彦夫就是由这种
特殊材料锻造而成的。

我和朋友邓伟带着《铁骨钢魂》相
约拜访了作品主人公朱彦夫，再次零
距离接触英雄的感慨无以言表。

在决定作品投放书海小说网时，
我特意将书名又更改为《铁骨金魂》，
我认为这个“金”字更能代表此书的精
髓，用红雨做我们的网名，寓意着我们
创作的心迹和初衷。

朱彦夫是人民楷模，关于他的宣
传材料很多，作为《铁骨金魂》的作者，
我为自己的作品付出的劳动和艰辛感
到光荣，希望读者能通过我们的作品
对朱彦夫的精神有更多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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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传统中，有辛弃疾的“男儿到死心如
铁”，也有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之将“铁”这一
意象与在艰辛中前进的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结合
起来。身处今日，如何回望、展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如何通过对读者内心的打动建构起历史和当下
的关联，进而让“铁”的道德品格及其能量熔铸进现
实，是摆在文学创作者面前的挑战。杨凤山、邓伟、
彭红以英模人物朱彦夫的人生为素材，用笔名“红
雨”于2019年发表于时空小说网的传记体长篇网络
小说《铁骨金魂》，正以从抗日战争至当下的漫长历
史跨度、宏大时代背景描绘了一位百折不挠、忠于祖
国、心系人民的战斗英雄的成长史、奋斗史、奉献史，
为国人优秀代表“初心”的再现和“铁骨”的传承提供
了一个范本。

从新闻报道到网络文学

杨凤山开始讲述朱彦夫的故事，起初并非以文
学创作的形式。如小说后记中提及：“早在1997年，
杨凤山与他人合作的长篇通讯《今生无悔》就覆盖了
中央和省市各大报纸，朱彦夫的事迹已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在走近朱彦夫的22年间，杨凤山及团
队还曾出版了《当代保尔朱彦夫》《时代楷模朱彦夫》
等系列作品。朱彦夫的传奇经历贯穿了新中国历史
的若干阶段，且涉及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想要详
尽、准确、恰如其分地表现，不经调查研究绝不可能
完成。

与通讯体裁相比，传记体小说不仅要求细节的
可信度，更要求艺术的感染力。耗时如此之长的打
磨，正体现着作者的执著、严谨与匠心。毫无疑问，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铁骨金魂》是在史料上更为可
靠且在艺术手法上更为成熟的一部。值得一提的
是，伴随几十年间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学与传媒
关系的新变，杨凤山及团队也在进行着朱彦夫故事
传播媒介的更新，首次涉足网络小说创作便是一
例。借由这种对于老作家来说并不熟悉的形式，朱
彦夫的经历及精神得以走进更多年轻读者的内心。
尽管尚存在着一些局限，但仍是一次填补我国网络
小说题材空白的颇为可贵的创作尝试。

作为传记体小说，《铁骨金魂》叙事最突出的特
点即是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在叙述兖州一役的重要
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背景及合作化运动展开的
过程中，作者将大段历史资料植入行文之中，不仅体
现了对史实的尊重，更使所有彰显人物形象的细节
得以在足够可信的背景下被凸显出来。文章中，作
者并没有让“史”的可信性盖过“文”的可读性。朱彦
夫从14岁参军到朝鲜归来参与的多次战役中，只有
解放战争中的兖州一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二五〇高地
一战被详写，二者分别是令朱彦夫成长并走向战斗
生涯高峰的战役，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剪裁的用意。
两场战役的叙述重点又有不同。兖州一役凸显攻破
工事的困难，高地一役则用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
贯穿其间。

杨凤山及团队在处理历史素材过程中添加的文
学想象，亦体现在富有人情味的细节上。如放羊姑
娘送朱彦夫参军时唱的山歌“叫哥哥大步走你莫呀
回头/扛钢枪打豺狼替亲人报呀报冤仇”，再如朱彦
夫刚刚进入部队帮连长及指导员捉虱子的带有趣味
的瞬间……来自乡野深处的民间力量与艰苦生活中

的温情展现，使叙事节奏疏密相间，英雄形象不至流
于枯燥、平面、空洞，也暗合着朱彦夫精神与百姓生
活之间的渊源，让读者对孕育“铁骨金魂”的土地有
了更深入的感性了解。

“中国保尔”的“骨”与“魂”

《铁骨金魂》第十四章这样描写在高地战役中失
去双手和双脚的朱彦夫在病床上尽全力阅读《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的场景：“这页内容终于看完了，他用
右胳膊压着书的右半部，然后用左边的断臂推动书
的左半部，可是推来推去，不是一次推起好几页，就
是肉头的截面在书上干滑，根本无法掀起那薄薄的
一页纸来。……忽然，他想到了自己的嘴，就勾下
脑袋用双唇覆在书角上，两唇轻轻一和，很轻松地
将书纸夹在唇间，再拧着脖子配合双臂，终于将页
面翻了过来，就在他大喜之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情发生了，他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翻书上，竟然将
戴在眼睛上的眼镜给掉在了地上，没有眼镜，翻开的
书也无法看清，气得他挥起双臂直打自己的头，这一
打不打紧，臂下的书又合上了。”

这一颇具代表性的细节，浓缩着遭遇残疾后一
度想要轻生的朱彦夫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而“阅
读”这一动作正是肉身（“骨”）与精神（“魂”）的双重
历练。与此同时，“阅读”的过程也意味着正在成长
的“英模”朱彦夫和业已成为典范的“英模”保尔的精
神遇合。在此之后，在反复出现的各种困难面前，正
是保尔给予了朱彦夫鼓舞与支持。

杨凤山团队此前的作品曾以“中国保尔”为朱彦
夫的传奇人生命名，的确，读者可以从两部小说的情
节中找到诸多相似之处。就连朱彦夫的初恋姜小燕
身上，也能找到冬妮娅的影子：她们有相似的商人家
庭出身，与主人公同样因“英雄救美”而相识，甚至同
样因个人情感与革命需要冲突而分开。远隔万里、
前后逾数十年的巧合正说明着变革时代人物命运的
普遍性。小说告诉人们，是历史的呼唤使人物不得
不走向相似的道路，“保尔”的精神乃至经历皆无国
界，更非创作者的虚构。

在“保尔”二字前冠以“中国”，并非仅是地域差
异的标识。朱彦夫诞生又最终回归的沂源县张家
庄，并不是保尔·柯察金的舍佩托夫卡，“中国保尔”
的生命跨度也超过了保尔的两倍。“中国保尔”需要
面对的历史处境、承担的历史使命也与柯察金相当
不同。姜小燕的爱情短暂地发生在大都市的象
征——上海，而朱彦夫更多的生命则投入到了沂蒙
山区农村的建设之中，这也让《铁骨金魂》因主人
公的丰富经历而兼具了“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
材小说”的特质。前文已经论及，朱彦夫的“骨”与

“魂”脱胎于民间独具的“乡野精神”，而“乡野精神”
与现代秩序的整合则是由诸多班长、政委形象的引
领才可完成：来自土地的蛮劲化为满足革命或建设
需要的力量与智慧，才是“铁骨金魂”的完成形态。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让朱彦夫饱经磨炼而具备
的现代品格重新传回孕育他的“乡野”？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是小说对朱彦夫重回张家庄之后之行动刻
画的核心立意所在，也注定了这位“保尔”身上不可
替代的“中国性”。

1950年代起直至新时期来临，从战斗英雄化身
村委书记的朱彦夫的经历，正是曲折探索时期尽职

尽责、为民众奉献的基层领导生命经历之缩影，他
取得的成绩亦是农村面貌变迁的历史见证。《铁骨
金魂》着眼于乡村建设不同于硝烟弥漫的战场的特
殊性，将描摹深入到朱彦夫工作的方方面面：力排
众议、从零学起建图书室、开夜校，拖残躯实地考
察修水利、植树林。一度受村民误解的朱彦夫的每
一个作为，都记载着现代知识与技术向中国广袤腹
地传播、惠及大众的艰辛过程。叙及个别瞒报、虚
报产量及摆官僚架子的地方官员时，小说并未回
避，而是直接地予以暴露。每次紧张的冲突都衬托
出朱彦夫坚守底线、敢做敢言的品质，无不使蕴含
在“中国保尔”的“骨”与“魂”之中的启示意义
更加丰富与深刻。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让历史告诉未来”是《铁骨金魂》第三部的标
题，这也集中显现了杨凤山及其团队创作这部小说
时进入历史的姿态。书写历史的动机直接关系到历
史叙事的方方面面，在历史面前若失去了作者自己
应有的“身位”，则将拉远自身与历史的距离，甚至导
致历史的“景观化”甚至“虚无化”。正由于对“未来”
召唤的感知，小说才能够将历史的叙述化为改变“当
下”的动力、化为时间长河上的桥梁。在充满激情的
笔触的渲染下，朱彦夫的一幕幕经历不仅是被复刻
了的过去，更展现了其作为起点的意义。真正的“铁
骨金魂”之传递，需要作家数十年的努力，亦有赖于
全体读者的努力。

小说结尾，退休以后的朱彦夫用卧床写作回忆
录的方式继续着前行的脚步，到老不改“倔脾气”的
他将“书写”视为一种“燃烧”。“书写”和“作战”“建
设”一样，构成了“铁骨金魂”走出部队、走出张家庄，
面向更多人发挥其力量的方式。而杨凤山及团队对
朱彦夫事迹的每一次“再书写”，都是与小说文本的
相互映衬，也让朱彦夫的影响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
得以延续。《当代保尔朱彦夫》一书问世时，现代文学
研究专家牛运清曾致信杨凤山，称赞这本“朴实感
人”的书兼具“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令人聆听峥
嵘岁月的壮美回声”。这一评价显然也适用于《铁骨
金魂》。中国面临的社会转型尚在进行，朱彦夫曾经
面临的具体环境、处理的具体任务或许已经改变，但
其生命历程中每个节点所面临的精神抉择与挑战仍
在许许多多的个体身上重演。经由艺术加工，过去
与当下的差异不再是阅读的障碍，而成为了魅力的
源泉。小说的收获使人相信英模人物的题材仍待开
采，对每一位革命历史中以其人格及贡献被铭记的

“朱彦夫们”的书写必将继续。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冲
突，意志在现实面前经受的考验，文学永恒主题的旋
律在《铁骨金魂》中奏响，“书写”过程展现的是来源
于历史而超越历史的价值力量。

新世纪已过去了20年，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
增长与质量上的普遍提升并不相称，这已成为不少
评论家的共识。在网络小说这一产出庞大的新领
域，偏重幻想的题材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这或许
与作家群身份构成的相对单一有关，而其中泛滥的
雷同化作品不是强化了“历史”与“未来”的联
系，而是让“当下”本身也变得模糊。因此，面对
来自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读者群体日益增长的
需求，网络文学这一园地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垦，创
作亟待新的血液的输入。不可否认的是，《铁骨金
魂》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小说的文学性稍有
欠缺，体现在语言有时粗糙平淡，情节设置和人物
性格转变方面稍显刻意和生硬，对于次要人物的刻
画有时流于脸谱化等。但瑕不掩瑜，《铁骨金魂》
的诞生正标示着网络文学扎根历史、扎根现实的可
能性。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红雨红雨《《铁骨金魂铁骨金魂》》读札读札 □□徐舒桐徐舒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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