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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繁荣发
展的新时代。这十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极不平
凡的十年，也是文艺事业守正创新、蓬勃发展的十年，
文艺事业出现新格局、展现新气象，攀登新境界。新时
代十年来，网络文艺也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快车道：从井
喷式增长到精品化建设，从“圈地自萌”的亚文化向主
流化、精品化发展，从本土化、民族化发展到频频“出海
圈粉”。回望十年，展望未来，整体上或可用十个关键
词概括新时代网络文艺发展。

百花齐放，频现精品

十年来，在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社会舆论合力治
理之下，网络文艺告别野蛮生长走向稳健成长，时代精
神的朝气锐气熠熠生辉，精品力作如雨后春笋，丰富了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增强了人民群众精神力量。

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其
中，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9.95亿，短视频用户9.62
亿，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用户分别
达4.93亿、7.28亿、5.52亿、7.16亿。这充分说明网络
文艺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生力军，庞大的数据
背后伴随着网络文艺不断向主流化、精品化方向加速
发展的铿锵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网络文学为代
表的网络文艺主流化、精品化趋势更加明显，网络文学
中的优秀现实题材小说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入选年度“中国好书”等。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网络文艺在蓬勃发展的同
时，最大的变化是规范化和精品化。”微信公众号“影视
风向标”主编胡建礼如是说。网络文学方面，《无缝地
带》《太行血》《烽烟尽处》《战长沙》等革命历史题材作
品致敬了为中华民族奋斗奉献的革命先辈，《朝阳警
事》《大义凛然》《青春绽放在军营》《上海繁华》体现了
各行业劳动者奋发有为、创业敬业的精神，《大江大河》
《复兴之路》《浩荡》《大国重工》等作品从大处着眼，表
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成
就。这些作品有的已出版实体书，有的已经拍摄成电
视剧，成为口碑“爆款”。网络视听方面，微纪录片《百
炼成钢》、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音频节目《红色文物
100》等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网络剧《约定》《在希望的
田野上》、纪录片《追光者》等作品，为新时代的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留下真实鲜活、振奋人心的影像。《长安十
二时辰》《最美的夜》跨年晚会等，以鲜明的美学风格和
传统文化意蕴受到好评。

书写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2021年10月，中国作协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国
际传播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传播作
品1万余部。2021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
亿元，海外用户1.45亿人。“我国网络文学跨文化传播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授权实体书的输出超过
4000部，上线翻译作品3000余部，对外输出的语言包
括二十来种，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1亿多。作品
已经覆盖‘一带一路’沿线4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
是2018年，起点国际对用户开放原创功能以后，培育
了数十万海外原创作者，他们用自己的母语在中国网
站上写作，原创作品超过37万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介绍。

网络文学方面，《择天记》《斗破苍穹》等深受海外
读者青睐。网络影视方面，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剧《甄
嬛传》《琅琊榜》《亲爱的，热爱的》《欢乐颂》《都挺好》
等，在日韩和东南亚地区都颇受欢迎。2018年的《延
禧攻略》，成为谷歌全球电视剧热搜榜的榜首。多部网
络剧被海外平台购买播出，以高质量赢得了市场和口
碑。网络动漫方面，漫画企业继续加大力度新建“出
海”平台，动画海外传播可圈可点。网络游戏在融合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表现亮眼，《原神》等展现出独特
的文化品格和文化风韵，取得巨大成功。“网络游戏连
续三年国产游戏出口产值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的规
模，这在其他各种网络文艺或者数字内容里独树一帜、
最为领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数字
创意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威介绍道。他认为，具有
互动、沉浸和融合特征的数字游戏、网络游戏也是网络
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实践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而新颖的路径，
游戏还有助于实现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短视频也已成为文化出海的热门，在YouTube、Tik-
Tok、Facebook等海外视频平台，非遗技艺、传统建
筑、民族舞、茶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服饰、中医文化等
都深受海外受众喜爱。借助科技和融合传播的力量，
网络文艺创意辈出，破圈出海，乘风破浪，在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正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有生力量。

技术革新，艺术开拓

新时代十年，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从形式到内容
都对网络文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大拓宽了网络文
艺的想象空间，提升了网络文艺创作的表现力。

文艺与技术的结合让文艺前景有了更多新可能。
“元宇宙”，虚实相生的沉浸式观影观展，NFT技术与
影音、动漫和游戏相结合形成的数字藏品，综合IP技
术、CG动画捕捉、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虚拟人物，AI
写作、互动剧、虚拟歌手等，这些都是技术创新和艺术
创作深度融合的产物。技术赋能网络文艺发展，在各

领域大显身手，给人们带来全新审美体验。技术革新
也改变了网络文艺的传播、欣赏途径，进而影响了作者
的创作方式。网络作家、四川省网络作协主席爱潜水
的乌贼认为，网络文学创作在技术推动下，作者在语言
上变得更精练直接，趋于强互动性、强体验感，他结合
自身创作经验对比了AI创作和人类创作，认为AI创
作涉及大量素材版权的问题，有创作目的但没有创作
思想，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未来人类创作和AI创
作可以在不同赛道上并驾齐驱。正如杭州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单小曦所说，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一
种“元宇宙”文艺。它将实现Web2.0到3.0的飞跃，提
倡去中心化的技术逻辑，虚拟人、赛博格人、生化人及
其化身等都将成为交互的文艺主体。技术革新也促使
理论评论不断开拓创新。上海大学教授张永禄将网络
文艺定义为“新大众文艺”，认为这是新的生产力、新的
文化形式与审美、新艺术群体及网生代群体共同形成
的时代新艺术，是一种新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感，代表
着新的文化主体崛起和新的文化与美学原则正在形
成。

技术革新对艺术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但我们同
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冷静，要评估技术引发的文化振
荡。恰如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所言，一切数字艺术本
质还是艺术，艺术攸关情感和人文，要避免被技术反
噬。这就更加需要理论评论的引导引领。因为“艺术
不是一种简单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化存在，而是系统性
的、制度性的审美关系。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让系统性
的审美关系更好地组织起来”。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
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杰说。我们相信，通过社会
各界的努力以及对网络文艺的精细化治理、分类化治
理、精品化发展等，借助技术走出文化困境，网络文艺
必将发挥更加强大的文化引领力量。

IP化浪潮，经典化追求

新时代十年来，网络文艺IP化浪潮持续高涨，其
中尤以网络文学IP化最为突出。随着网络文学发展
迈入黄金时期，优质作品不断涌现，相关IP产业链也
不断完善，有大量源头IP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加之近
年来网络视频平台不断扩张，音视频娱乐成为主流消
费形式，打造IP矩阵更是成为网络文艺发展的重要方
向。在欧阳友权看来，网络文艺要解决“有‘高原’缺

‘高峰’”的问题，其中一条路径就是“线上线下联动，打
造IP生态链。网文产业链需要延伸多版权分发，拓宽
全媒体经营，培植产业集群，共建IP生态业务矩阵”。

打造IP矩阵也是业内共识。经历多年努力探索，
网络文艺 IP开发呈现有序推进、内容产业链耦合态
势。以IP化为核心的数字文化生产方式，通过网络文
学、动漫、影视剧、游戏、电竞等多种数字化手段，在推动
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也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故宫、敦煌与数字文化企业展
开合作，以新文创的方式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
进程，涌现了一大批制作精美、功能现代的数字文化原
创产品，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原创能力。

下一个十年，网络文艺如何心怀未来、提升发展？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教授夏烈认为，评论界要
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工作，进一步提炼和提
升网络文艺的“新现实主义”路径，选拔评价一部分具
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民间创作和网络文艺作者、名家，将
沉淀于民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构建新的网络文艺境界和精
品。在胡建礼看来，网络文艺的精品化建设要有更高
要求，要与优秀的传统文艺作品融合，把创作出经久不
衰、载入中国文艺史的经典作为中国网络文艺发展的
终极目标。

评论引导，生态净化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
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在网络文艺领域尤其如此。新时代十年来，文艺理论、
评论主动介入网络文艺创作，及时总结网络文艺发展
规律。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先后举办了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活动，推出了
一批优秀作品，团结凝聚了人才队伍，汇聚起网络文艺
健康发展的合力，为构建山清水秀的网络文艺生态发
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中宣部等发布《关于加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网络文艺界共同努
力，激浊扬清推介好作品，深入探索文学规律，建立评
论标准体系，在网络文艺现场构筑起评论力量，推动创
作高质量发展。网络作家月关认为，网络文学创作应
当尊重并合理听取读者意见，网络上的评论反馈是即
时便利的，但读者的非专业性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因
此，迫切需要更加专业的评论界学者们的参与：“以前，
专业的网络评论家对网络文学了解不深，其评论也不
受网络作家认可，形成了各自弹唱的局面。近年来专
业评论家们对网络文学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来进行
研究，评论越来越准确、犀利。”

在全媒体时代，面对文艺创作出现的新形态、新情
况、新特点，文艺评论界主动进入网络文艺创作现场，
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更新言说方式，紧紧跟上新媒体时
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着力点和发力点，力求探索出一
条传统文艺评论和新媒体文艺评论融合发展的道路，
体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新时代十年，网络文艺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
创作力迸发，更有文艺理论评论的积极主动介入和有
力有效的引导引领，这十年是网络文艺渐渐形成新格
局、新气象、新境界的十年。以此为新的起点，未来网络
文艺必将走向更加健康、长久繁荣的发展之路。

新时代十年网络文艺发展十大关键词
□艾超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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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最早一批网络文学作
家之一，写作至今，我已历经了近20载春秋。很多人对我
的创作历程都很好奇，为什么一位女性作者会去写历史？
为什么我笔下的人物又大多是以女性历史角色为主？为什
么我挑选的这些主角都是大家熟悉但又有一点陌生的？其
实这些大家眼中的疑惑一直以来都是我个人创作之路的
特点，也是我的成长经历的独特体现。

我是从1999年开始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当时受限
于温州没有传统文学的出版途径，于是我就在“清韵书院”

网站上发表自己的网络文学作品。那时，许多网络作者都曾在那里“贴文”，比
如江南、沧月、今何在等。

最开始我创作的是武侠题材，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魔刀风云》。世纪之
交，武侠小说曾十分盛行。中国因加入WTO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就如黄霑的
词所写“微笑看看今朝，天也从人愿”一样，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大家的精
神状态都意气风发，个个都是勇闯新世界的冒险家。所以对我来说，写作也是
能够让我“生活在别处”，或者说追求更好未来的一种奋斗方式。同时，网络的
发展也给了我机遇，在网络上结交了不少“江湖豪杰”。

写完《魔刀风云》之后，我开始不满足于现状，相继创作了多部不同视角的
武侠题材小说，直至发觉自己对这类题材已“驾轻就熟”。后来，我又创作了不
少都市、言情、玄幻题材的小说。作品数量多了以后我发现，对每个故事类型，
我都是用已有的手法创作，而越是如此，越容易习惯简单，便越逃不开“安全
区”。而我之所以开始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就是想逃离“安全区”。从小我就
爱读历史，那一个又一个散落在历史长河中有趣、有情、有故事的人物，让我对
那些历史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探知欲。但创作历史小说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几
乎要耗尽我所有的知识储备，可它也会催促着我不停地去补充能量、学习、思
考、提升。

2004年，我发表了个人第一部历史小说《凤霸九天》——一个关于宋朝女政
治家、皇后刘娥的故事。一开始，我的写作是为了回答自己内心对历史的疑问，
后来我发现，单纯地阅览史书并不能得到解答。只有把自己也投入那一段段历
史，去体会他们的挣扎，像历史人物一样无所适从、毫无经验地面对着发生的一
切，才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我想从头开始，在历史中再生一
次。这样的“重生”不仅仅是解答我从童年开始就对历史书所有的疑惑，更想从
历史中得到对现实困境的解答，从更高的维度去梳理我的人生。

通过纵览上下五千年，我的内心也在不断地被扩展。这个学习新知和“破
壁”的过程令我发现，对我最重要的不是创作一个故事，而是创作中带来的对自
我思想的冲击与洗涤。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个人原有的视野和想象是相当局限
和狭隘的。通过书写历史，我希望能够打开一种与远古对话、与当今贯通的新
视野。希望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和造成的结果
来引发人们的思考，甚至有可能生发出一种新的对历史的解读。我们怎么看待
历史其实就决定了如何看待自己。我们需要以“历史”为锚，才能在时代风云变
化之际走好自己的航路。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希望它不只是冰
凉的反射，更能拥有温情的光泽，能从各个角度映照出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留下
来的人物。这是创作历史题材小说对我个人有所启迪的地方。

生于这个时代的我很幸运。创作本来是一件孤独的事，但在当下，我们这
个群体却是幸运的，互联网连接了你我，共同构筑了如今的网络文学世界。个
人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要感谢这个时代的馈赠。20载时光匆匆，网络文学改变
的已不再是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更是成为了影响人们生活和价值观念
的重要文化产业，甚至成为彰显民族文化、凸显社会风貌的“中国文化新名
片”。我想，这是对跨越几代的数千万网络文学创作者夜以继日笔耕不辍的回
报，是数亿网络文学读者热烈渴求的回馈，更是新时代下科技文化全方位高速
发展的缩影。

过去，人们把文字记录在甲骨、青铜器、竹简、纸张上；而今天，我们把文
字记录在网络上。文字的核心意义没有变，变的只是载体。在甲骨文和青
铜器时代，可能只有祭司和部族首领能够接触文字、使用文字；在竹简时代，士
大夫阶层垄断了文字；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普通的底层读书人也能够接触到
书本；进入工业印刷时代，文字走进了千家万户。而当我们用移动互联网打
车、吃饭、买票、购物时，也同时在网络上看书、听音乐、看视频。载体对文字
的改变是一小步，但对时代的改变则是一大步。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故事不
再是被二传手加工变形的产物，而是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自己来表达、传递
给世界的。

在这种传递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会改变。过去的历史故事更多是
写君臣之斗、忠奸之斗，而今天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更广阔的视野，是不同社会
之间的互动。比如从《芈月传》到《燕云台》再到《天圣令》，我的体会是，作者的
创作观念会在与读者的交互中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写秦一统天下，对立面东方
六国的人物常被塑造为反面人物。但在《芈月传》中，我感觉到当我“代入”人物
的时候，通过苏秦、张仪、黄歇、赵武灵王、燕昭王等，能有更多元的视角。先秦
的人精神世界张扬、大胆、狂放。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芈月才能够作
为女性执政秦国四十一年，进而开疆拓土、问鼎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
后。包括我在书中写到的秦国策士诸子百家的辩论，其实都有着各自的文化源
头和思想脉络。

《芈月传》之后，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宋辽西夏题材。从《燕云台》再到《天
圣令》，用宋的眼光看辽夏，用辽的眼光看宋夏，用夏的眼光看宋辽。转换视角
以后会发现，我们只有站在多元的视角上才能理解这段历史，跟这个世界沟
通。如《燕云台》中，包括萧燕燕、韩德让、耶律贤等所有人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
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怎么走。阿保机时代，辽国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汉
化”，但到了他们，面临的局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继续走下
去还是要退回到原来？所以《燕云台》不只是讲爱情、亲情，它讲的是在大时代
的十字路口，当时的一群顶尖人物所做的选择、思考。

而在《天圣令》里，如何结束唐末以来的乱世，让大宋政权不至于重蹈五代
时期三世而亡的老路，如何让已经习惯于“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百姓从心中
认可宋朝作为一个稳定政权的合法性和存续性？正是有了这个政治基础，才有
了宋朝之后的经济繁荣，有了独特的“宋代美学”。而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也为
宋辽的关系走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带给了此后120年的和平。可以说，这些历
史经验对今天的小说创作依然能带来很多启示，即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网络表达
是有双重含义的，中国故事通过网络得到了新的表达途径，网络又让中国故事
有了新的表达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