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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江花红胜火日出江花红胜火
————江苏网络文学五年奋进之路江苏网络文学五年奋进之路 □吴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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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两个纲要深扎活动，参观徐州当地党建工作

“水韵江苏，重文兴德”。网络文学应时而
生、顺势而立。江苏网络文学经过20多年的生
长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网络文
学“苏军”千帆竞发，万舟争渡，以高质量的作品
不断面世和创新性人才的不断涌现，为引领新时
代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五年
来，江苏网络文学在推动“三强三高”文化强省建
设，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时代洪流中谱
写了奋进的篇章。

加强组织建设，积极发挥阵地作用。江苏是
较早关注网络文学发展的省份之一，2009年，江
苏省作协在无锡召开了网络文学研讨会，2010
年开始吸纳网络作家加入江苏省作协，2012年
开始在全省各市开展网络文学调研活动，组织了
10多场网络文学专场创作座谈会。2014年在无
锡举办了中国网络文学南北对话论坛，此次论坛
成立了江苏作协网络文学工作委员会。2016年
3月发布的《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关于网络文艺的发
展举措，强调要发展基于网络的文化产品，促进
文化与网络的深度融合，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
的传播工程，促进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的创新型
融合。6月，在中国作协和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关
心指导下，江苏成立省网络作家协会。有了坚强
的组织领导，网络文学事业步入到发展的快车
道。五年来，江苏网络作家协会共发展会员545
人，其中“80后”占比接近50%，“90后”占比接近
40%，127人成为江苏省作协会员，40人成为中
国作协会员。同时，江苏省网络作协积极引领、
指导市县建立基层组织，形成省、市、县三级网络
作协联动机制，实现资源共享、联动服务的组织
结构，扩大了团结和引导的覆盖面。截至目前，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镇江、泰州、
宿迁、淮安、连云港已经先后成立了网络作协组
织，海安县还率先成立了县级网络作协组织。各
地网络作协通过定期举办交流座谈、“深扎”实
践、学习培训，团结、鼓励网络作家走出宅居，深
入生活，多出精品力作。

突出价值引领，着力提高思想境界。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
上的讲话》中说：“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
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新时
代党和人民对网络作家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这就要求网络文学作家一是突破长期“宅”化，加
强对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的体悟感。在江苏省
作协的指导下，省网络作协组织网络作家赴西
安、延安两地，开展“一带一路”主题文化和红色
传统教育实践活动；赴浙江参观网易集团公司、
华数公司数字平台、杭州滨江文创产业园、横店
影视产业基地等，与当地文学工作者开展结对交
流；赴南昌、遵义、重庆、长沙等地，行程数千公
里，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型主题实
践活动；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组织“长
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网络作家研修班学员赴徐州
开展“深扎”活动；为加强江苏网络文学队伍党史
学习教育，引导网络文学作家从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汲取智慧力量，组织网络作家开展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大家在南京、安徽
泾县、徐州和淮安等地，参加党史教育学习现场
教学。系列活动为广大网络作家积累了创作素
材，激发了写作灵感，同时精神和灵魂得到了洗
礼，加深了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再理解、深
强化，提高网络作家的时代担当意识以及责任感
和使命感。二是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学习，提升
网络作家精品创作的素养。五年来，江苏省作协
分批次举办了四期网络作家、编辑培训班，邀请
著名网络作家、大型文学网站主编、网络文学评
论家、党史军史专家等为学员们授课，有130多
人参加线下专题学习培训；省网络作协还积极配
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开展线上培训，分四批
共推荐400人次参加线上学习，学员均认真完成
相关课程学习，多位作家被评为“优秀学员”。通
过线下、线上内容丰富的培训活动，深化了学员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
情的认识，引导网络作家成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的坚定拥护者、践行者，也提高了网络作家队伍
的学养、涵养、修养。

优化体制机制，构建人才培养体系。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
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人才是保障也是
支撑。五年来，江苏省作协结合江苏实际，采取
了一系列促进网络文学发展的举措。一是增补

“紫金山文学奖·网络文学奖”，以大奖破除观念
等级。江苏省作协从2011年第四届“紫金山文
学奖”始设“紫金山文学奖·网络文学奖”。目前，
已有丁捷、迦楼罗火翼、骁骑校、天下归元等7人
获得此项大奖。二是开展网络作家职称评定。
从2017年开始，江苏省作家协会在省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厅的支持下，首开全国网络作家职称
评定工作。政策上的激励、待遇上的提升，进一
步增强了网络作家的获得感和尊严感，同时解决
了网络作家对社会认同的后顾之忧。五年来，已
经有15位网络作家获得副高以上的文学创作专
业职称。三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2018年，江
苏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江苏文化人才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印发《实施江苏文艺“名师带
徒”计划工作方案》，通过顶层设计、高位指导，努
力建成一支以紫金文化名家为引领、紫金文化英
才为中坚、紫金文化优青为支撑的高质量、专业
化的江苏人才队伍。江苏省作协积极落实省委
决定，多措并举，政策上扶持激励，创作实践中关

爱帮助。在江苏省紫金文化艺术人才评选中，跳
舞、我吃西红柿入选“紫金文艺英才”；天下归元、
雨魔、王鹏骄、赖尔、沐非、漠兮等入选“紫金文艺
优青”。五年来，一批知名网络作家成为省市县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联委员等，初步形成了以
省网络作协主席团成员为领军人物、理事会成员
为主力队伍、百名重点作家为中坚力量的网络文
学人才梯队。

锻造精品力作，讴歌人民回馈时代。五年
来，广大江苏网络作家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记“创作是自
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
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
给人民”，力戒浮躁之气，潜心创作，取得了显著
的业绩。

一是对传统网络类型小说的转型升级，涌现
了一批新类型作品。跳舞是以西方奇幻、都市小
说类型为主的代表作家。继东方玄幻小说《至尊
无赖》和都市异能小说《天启之门》之后，新近创
作的“源世界”系列之《源世界之昆仑域》和《源世
界之天衍》均为异能软科幻之作。天使奥斯卡以
架空历史和“清穿文”成名，近年创作的“望古”系
列之《望古神话之星坟》则将历史类型与科幻类
型进行深度融合，以建构新神话体系。骁骑校曾
以都市类型、穿越历史等类型为主，而《匹夫的逆
袭》开创了“逆袭流”类型，《橙红年代》已改编为
同名电视剧。新创作的《罪恶调查局》将科幻元

素融入其中，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气
息。雨魔则自《驭兽斋》开始，在奇
幻类型小说中开创了独特的宠兽
系列。任怨的作品有穿越异界创
造新世界、离经叛道的开拓者以及在异界发扬中
华古老传说等故事。新近创作的《神工》则讲述
了一个钳工妙手改变世界的故事。

二是传统男频作品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劲
头。萧潜的《飘邈之旅》是网络玄幻修真类小说
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套完整的现代修仙体系。
他的《超凡传》在2016年度“福布斯中国原创文
学风云榜”中位居玄幻题材榜第15名。我吃西
红柿代表作有武侠、修真、玄幻等类型，其作品
《盘龙》《星辰变》均以西方玄幻小说的笔法写东
方的想象世界。他的作品除被改编为漫画外，尚
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网络游戏，其中《星辰变》已
经改编成同名网络游戏并荣膺金翎奖年度最受
期待游戏称号。《盘龙》将改编成网络游戏，《九鼎
记》的同名漫画已经正式推出单行本。忘语以个
人处女作《凡人修仙传》开创了修仙小说凡人流，
其新书《凡人修仙之仙界篇》于2017年11月开

始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
网络游戏和漫画。无罪的《罗浮》被誉为中国玄
幻小说百科全书，他新近创作的《剑王朝》已经改
编为网剧。此外，宅猪的《牧神记》、观棋的《万古
仙穹》、新丰的《一不小心就无敌啦》等新作均以
幽默轻松的笔触写出普通人在幻想时空中如何
超越自我，将个体价值与整体的融合提升。

三是女频作者凸显女性主体价值的挖掘，倍
受影视改编的青睐。天下归元自写作至今出版
了《扶摇皇后》《凰权》《燕倾天下》《帝凰》《千金
笑》《凤倾天阑》《女帝本色》《山河盛宴》等作品，
共1000余万字，多部作品上市后登当当网青春
文学热门新书榜首。目前，《扶摇皇后》已经改编
电视剧《扶摇》，《凰权》改编电视剧《天盛长歌》
等。其作品《女帝本色》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
奖。寂月皎皎已出版《繁花落定》《风暖碧落》
《莲上仙》等十余部小说。2020年，由小说改编
的同名电视剧《两世欢》在爱奇艺播出。同时，
漠兮、花清晨、时音、赖尔、聂非等一批年轻网络
作家均有多部作品版权售出及陆续改编上映，
《我好喜欢你》《老男孩》等热播剧获得了广泛关
注和好评。

四是现实题材、红色题材和传统文化题材一
枝独秀。五年来，以卓牧闲、姞文、赖尔、王鹏骄、
童童等一批网络作家创作的现实题材、红色题材
和传统文化题材成为江苏网络文学的新亮点。
其中卓牧闲聚焦基层公安工作，塑造了一批践行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层民警形象，代表作《韩警
官》《朝阳警事》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引领网络
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正面典型。2021年1月28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文艺创作活力显
著增强（“十三五”，我们这样走过）》，其中点到卓
牧闲的《朝阳警事》。其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老

兵新警》入选中国作协
2021年度定点深入生活
项目，并成为中国作协
当代文学作品创作工程
唯一入选的网络小说，
作家出版社已定出版第
一册。姞文的《琉璃世
琉璃塔》以南京的大报
恩寺琉璃宝塔为题材，
围绕大报恩寺的前世今
生，通过深邃的历史视
角写出了其中所蕴藏的
人文风情，《朝天阙》和
《长干里》也以南京著名
的朝天宫和长干里两处
历史文化遗存为故事内
核，书写了一座城市内
在文化底蕴的形成。其

中长篇小说《长干里》荣获2019年中国优秀网络
文学原创作品、2019年获得第九届全球华文文
学星云奖。王鹏骄创作了《遇见山茶花》《棉花公
寓》以及《八四医院》、《核医荣光》《核医荣誉》《核
医荣耀》三部曲、《抗疫“共和国”》系列三部曲等
众多医学题材作品，《八四医院》入选国家新闻出
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介的25部“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
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童童近年创作了
传统文化题材《大茶商》，最新作品《冬有暖阳夏
有糖》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着力塑造了有趣真实
又可爱的民警群像。赖尔的《我和爷爷是战友》
堪称中国首部以“穿越”类型创作的抗战文学作
品，故事以两名新时代“00后”的高三学生，穿越
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他们在炮火与热血
中获得了心灵的成长与磨砺。此外，赖尔创作的
红色抗战题材《女兵安妮》入选江苏省委宣传部

“2020年国家公祭日宣传教育活动”出版物主
题。同时入选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国家新闻出版
署“2021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

五年来，江苏网络文学创作成绩优异，取得
了丰硕成果，一大批作品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
和高度评价。我吃西红柿、天使奥斯卡、天下归
元、骁骑校先后两届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
文学新人奖”。卓牧闲的《朝阳警事》被国家新闻
出版署和中国作协联合评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姞文的《王谢堂前
燕》和童童的《大茶商》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
版工程”；江苏有16部网络文学作品获得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重点作品扶持，10部作品跻身
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2021年9月，中国作协
在深圳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中，骁骑
校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天下归元的《山河盛
宴》、忘语的《凡人修仙传》、我吃西红柿的《吞噬
星空》、任怨的《元龙》入选榜单，骁骑校的《长乐
里：盛世如我愿》还作为唯一网络文学作品，登上
了2021年花地文学榜。同时，在历年的各大文
学网站举办相关评选中，江苏都有众多作家获
奖，居于全国各省前列，充分展示了江苏网络作
家的创作实力和江苏网络文学发展的勃勃生机。

秉持高质量发展，构筑全方位生态链。构筑
文艺精品创作高地，追求的不仅是累累硕果，更
关键的是打造一个出精品、出人才、出影响的文
艺生态体系。“精神高度、价值标准、内涵品质”是
其重要的内涵之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
意。五年来，高质量发展一直是江苏文学的关键
词，加强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既需要高屋建瓴的
顶层设计，也要有协同发展的生态支撑。

一是加强网络文学评论队伍建设。在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的指导下，江苏省作家协会、
南京师范大学和秦淮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成立

“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中心主任由省作协
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
担任，下设秘书处，具体文学活动由江苏省网络
作家协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网络文学
谷承办。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李玮分别担任
副主任和执行副主任。“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
心”工作重点旨在通过专业评论引导网络文学创
作，以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为核心价
值，通过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具有权威性、专业性
的中国网络文学评论与研究平台。目前，江苏的
网络文学评论人才梯队结构合理，专业化水平
高，已经形成了高校、机构和作协三方专业评论
协同发展的态势。以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为主
体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团队为网络文学的通俗
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2021年11月21日，中
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高峰论坛暨《百年中国通
俗文学价值评估》新书发布会在苏州召开。这是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也是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其中就包括了网
络文学卷。2019年12月，以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张春梅教授为首席的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网络文
艺研究中心——网络文学工作坊成立，该工作坊
致力于研讨中国网络文学的理论系统，着眼于现
存和潜在的重要问题，强化科研成果转化率，促
成对网络文学研究缺口的补充。张春梅教授的
多项研究获得中组部人才项目和中央直属高校
重点项目。同时，江苏的网络文学评论成果近年
来也屡屡获奖，如张学谦的《媒介化、模块化与视
图化》获得第一届“白马湖杯”全国网络文学评论
大赛二等奖，于经纬、张学谦的《网络玄幻小说进
化的叙事与复归的传统》获得第一届“钱潮杯”网
络文学评论大赛一等奖，吴长青的《数字时代文
学研究的转型》获得第二届“白马湖杯”全国网络
文学评论大赛一等奖。何平、李玮的项目《中国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研究》和周丽（赖尔）的项目
《网络文学创制艺术》入选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

二是通过横向联合，积极推进网络文学参与
并服务公共文化建设。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委统战部的支持指
导下，江苏省作协、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江宁
区委等单位联合，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举办
了两届“扬子江网络文学周”。文学周期间，组织
与会网络作家进校园、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
通过举办“江苏网络文学发展论坛”、文学讲座、
图书签赠等活动充分展示新时代美丽江苏人的
奋发形象。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持续
的社会影响力。2019年，“扬子江网络文学周”
作为江苏“扬子江”系列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被
省委宣传部列入《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三年行
动计划》。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委统战部、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和江苏省作家协会

的指导下，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与南京市江宁区
人民政府联合设立了“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
奖”，至今已举办两届，共收到949部参赛作品。
同时，该奖作为国内首个面向全国，以创作类别
作为评选对象而设定的网络文学奖项，吸引了国
内众多网络文学作家、文学爱好者的强烈关注和
积极参与。

三是采取多种形式与地方政府融合发展，提
升网络文学的产业贡献度。五年来，江苏省作协
在积极引导创作、培养优秀作家的同时，努力推
动江苏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协同地方政府打造
江苏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性人才高地、精品
创作高地和产业文化人才孵化高地。2018年7
月，“江苏网络文学谷”在南京成立，该谷由江苏
省作协、南京市委宣传部与秦淮区政府三方共同
建设，重点打造以原创网络文学精品为源头，以
IP版权转化为纽带，集文、艺、娱为一体的IP全
产业链园区；2018年11月，中国·江苏网络文学
创意产业园在南京市江宁区成立，同日，首届“扬
子江网络文学周”启动仪式在此拉开帷幕；2018
年11月，“江苏网络作家村”在镇江宜园举行揭
牌仪式。通过设立专业园区吸引全国网络文学
作家、知名文学网站和文化影视公司签约入驻，
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提升网络文学在文化产业中
的比重，并在产业源头上保证网络文学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东风吹来满眼春，潮起正是扬帆时”。在江
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强富美高”新江
苏现代化建设正式启航之际，我们满怀信心、倍
受鼓舞。肩负新征程“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光荣使命，全省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工
作者将以“赶考路上，不负今朝”的坚强决心，努
力克服短板弱项，不断提升网络文学原创质量，
拓展网络文学全产业链发展空间，推动江苏网络
文学事业“高处再攀高”。

（作者系江苏省网络作协理事、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