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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创作势头越来越旺盛，优秀作品可圈可点。然而，
相对于玄幻、历史、言情等较为成熟的网络文学题材，现
实题材创作起步较晚，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近几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迎来了一个创作高
潮。科技强国题材、传统文化题材层出不穷，时代新人、
人间烟火成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表现的主要内容。文
章合为时而著，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为网
络文学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一
些作品选材多样、手法出新，创作质量进一步提高，值
得关注。

《向上》是何常在最新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作家
将视野投向雄安新区建设，发挥了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
作的优势，从创作到阅读再到传播“三位一体”，一经推出
反响热烈，并于2023年7月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

《向上》讲述的是在雄安三县的广袤土地上，不同年
代的几个主人公，展开了他们的命运之旅。他们代表“70
后”“80后”和“90后”的不同群体，分别通过考学、经商、
考公等不同途径，走出农村，改变了命运。他们的事业正
当红火之时，雄安新区成立了，而他们的家乡正好被规划
在雄安新区里。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回到雄安，和新
区共同成长。

观照现实 努力锻造“文化自觉”

从新时代以来，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始终在探索
中前行。大多数作品基本面向好，不仅以真实具体、真
挚炽热的情感引发读者共鸣，艺术化呈现社会生活和
时代风貌，更是以网络为载体对当代中国进行了全方
位、立体化的展现。阿耐的《大江大河》、齐橙的《何日请
长缨》、匪迦的《北斗星辰》、麦苏的《生命之巅》、卓牧闲
的《老兵新警》等作品都让人耳目一新。到了何常在的
《向上》，网络作家从关注自己到观照现实，对国家发
展、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倾注更多关注和
思索，成为一种显性的“文化自觉”。作家借助作品，清
醒地、努力地为当代文学呈现更为丰富的中国式现代
化文学样本。

《向上》娴熟运用了网络文学的多线叙事手法，将
小说中人物的发展与国家民族复兴的进程关联起来，
以雄安新区建设为背景，将主人公的职业发展与时代
变迁相结合，在作品中全面反映社会经济建设突飞猛
进的时代风貌，具有很强可读性和代入感。谈及创作初
衷，何常在认为，当前网络小说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
影响力，在这种前提下，网络小说在娱乐读者的同时更
应发挥引导作用。新时代，网络作家要为时代立言、为
人民讴歌，立足现实，提升高度，以寓教于乐、融学于趣
为认知，以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为方向，努力迈出舒适
圈，担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正如《向上》的立意一样，
人间一趟，积极向上。

何常在从2008年开始发表网络文学作品，从仙侠
到职场商战，再到如今的现实题材创作，经历了曲折的
心路历程。从《浩荡》起，何常在试图将网络文学特质与
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融合，以网络文学作家的敏
锐度和现实感，把握风云激荡的时代脉搏，在网络文学
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何常在努力让自己的创作与中
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合拍。他最先创作时源自对文学的
热爱，用文学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发现很难与读者

高度共鸣，随着时代发展以及思想和写作的日趋成熟，何
常在在创作过程中体悟到，现实题材作品不仅能与当下
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共振共鸣，也可以挖掘和思考社会
问题，让网络文学承载更丰富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从
《浩荡》开始，到如今《向上》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在现实题材创作过程中何常在完成了从关注自我到
观照现实的自我蜕变，观照现实正成为网络作家的文化
自觉。

深入生活 精心塑造“奋斗者”形象

何常在的现实题材创作一大突出特点在于人物塑造。
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真实立体，其性格、经历、情感都得到了
充分的描绘和展现，非常接地气，又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主角，寄托了作者和读
者的热爱与向往，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在《向上》中，
主人公夏向上在青年时期努力学习，考上了985大学，成
为小头村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创业时期的夏向上有着
敏锐的头脑、果断的执行力、强大的自信心以及与人为善
的做人做事原则。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齐吴宁、谢远兮、温
任简、方一糖等诸多朋友，甚至改变了张大志、林海中等对
立面。描写细节非常生动，凸显了主人公十分鲜明的个人
辨识度。

何常在长于描写和强调人物之间的矛盾、反差和冲
突。比如，李继业出场时与夏向上等人发生冲突，到后来
李继业和夏向上成为挚友，共同创业，再到不满足于此，
走上了歪路。另一个有意思的角色是齐吴宁，具有“青梅
竹马”“富二代”的人设，从被掌控的人生到活出自我，逐
渐被夏向上影响，最终和夏向上一起投入雄安新区发展
的滚滚浪潮中。本应产生冲突的双方，随着剧情的深入却
发生反转。夏向上与张大志等人的化敌为友也是如此，给
了读者意料之外的阅读感受。与此相对应，夏向上的同学
易晨则经历了逆向反转的过程。一向内向低调的易晨成
为第一个离开公司的人，与大学同学孙宜形成对比。小说
主要人物感情线虽然复杂，但脉络清晰，表现了作者将故
事与人物组合的高超塑造能力。

《向上》为我们展现了以夏向上为代表的自信向上的

奋斗者形象。书中写道：“不管是哪一代人，都有敢为天下
先者，都有一心冲锋向前的引领者。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出生的人是开荒者，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开拓者，
那么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是拓疆者。先辈们从没有路
的地方走出了道路，是开荒。在有路的地方建起了城市，
是开拓。而我们，会在农村更广阔的天地掀起一场天翻地
覆的巨变，会拓展城市的界限和农村的边疆，所以，我们
是拓疆者。”夏向上及其伙伴们不断成长蜕变，在最好的
青春年华与雄安一起成长，他们的平凡故事是新时代山
乡巨变中一幅壮美的画卷，正是“人间一趟、积极向上”的
真实写照。

勇于担当 深情书写“山乡巨变”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
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
展现乡村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
力图以文学力量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昂扬斗志与
坚定信念。网络文学作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作家作为新时代文学的生力军，面对城乡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何常在以家乡情怀自觉投入用文学记录
雄安新区建设当中，为行进中的乡村振兴留下网络文
学记录。

《向上》的主角夏向上在现实情境中，始终不渝地拓
展“向上”的空间。读者看到夏向上在面对困难、面对问题
时的立场、态度与思考，如何剥茧抽丝，一环套一环地解
决矛盾，解开矛盾冲突上的每一个结，从而推动情节向纵
深发展；通过主要人物的拼搏努力取得成功，实现愿望，
推动矛盾冲突得到解决，激励读者产生向上之心，从而获
得强烈的愉悦感和成就感。由此，网络文学实现了思想引
领的作用。

新时代给网络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记录时
代、书写时代，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大有可为。正如《向
上》中所写：“错过了深圳、错过了浦东，千万不能又错过
了雄安。”网络文学如何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向上》给
出了一个“破题”思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干部）

网络文学作为一门随着新技术兴起而诞生的新
型文艺形式，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野蛮”发展中，逐渐
步入正轨，纳入主流化进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今时今日，在大力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的宏大格局下，网络文学不能缺席，也不应该被忽
视。网络文学如何助推新时代文学发展，进一步加
快主流化、精品化的步伐，向经典化迈进，多位网络
文学领域相关人士为此提供了真知灼见。

网络文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网络文学作为很多网络文艺的内容源头，必须
适应视频、音频等新媒体兴起的变化。文学作为提
供内容的源头，必须是优质的，如果没有中下游的支
撑，整个行业很难立足壮大。”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欧阳有权认为，主流化、精
品化和经典化是对整个网络文学行业的一种未来规
划，必然要求网络文学服务时代，把握时代的脉动。
面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高速更迭，网
络文学只能迎头而上，接受挑战、适应变化。在这个
过程中，网络作家要担负起新的责任和使命，让创作
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助力网络文学走向主流化、
精品化乃至经典化。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协主席匪我思存从
事网络文学创作近 20 年，几乎伴随网络文学的萌
芽、兴盛一路走来。面对短视频等新文艺形态的冲
击，她也有自己的思考。“人一天总的时间是有限的，
网络文学作为文化产品之一，与所有其他的文化产
品存在竞争关系。”不过让她感到欣慰的是，网络文
学领域不断有年轻的血液输入，网络文学的未来仍
然值得期待。她以多年制作影视项目的经历谈到，
网络文学是整个大文化内容的源头，可以改编为影
视、动漫、游戏、剧本杀、短剧等等，未来还会有更多
的改编样式出现。作为这些文艺产品的内容源泉，
网络文学要灵活结合当下产业热点，做出更好的链
接和转化。

“今天的网文作者越来越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
好故事、好人物，越来越明白脱离低级趣味的作品才能长远传播、永远留
存。”在网络作家会说话的肘子看来，网文读者是挑剔的读者，他们经历过
粗放的网文时代，看腻了跟风文、套路文，如今他们内心渴望真正的精
品。这将倒逼网文作者不断进步，推出更好的作品。他表示，网络文学的
主流化、精品化和经典化，不仅是读者的追求，也是作者的追求。“我们一
定要明白跟风和套路绝对不是我们的追求，网络文学已经来到最好的时
代，是该出精品的时候了。网文作者如今要考虑的不是自己在某个网站
是什么地位，你是大神还是白金都不重要。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在漫长
的中国小说史上，会有怎样的地位。”

经典化的进程已经启动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杨全曾经撰文提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
是个伪命题”，他从经典的固化特点对此作出了阐述。网络文学的经典化
是个伪命题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定家认为，对此要区别经典
和经典化这两个概念。经典靠时间遴选确定，经典化则是一个过程，中国
作协评选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便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这样看来，网络文
学的经典化便不是一个伪命题。他以鲁迅和四大名著为例作了说明：鲁
迅去世后20年左右，便列入“现代文学六大家”；四大名著在20世纪60年
代放在一起出版，到80年代就有人提出把四大名著列入教材，遂被大家
认可。“经典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桫椤。“无论赞同还是反
对网络文学经典化，大家都承认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历史化过程。这意
味着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时要带着历史意识，观照、衡量、想象我们的网络
文学创作。它的背后隐隐透出一种期待或者一种判断，如果我们的写作
能将现实历史化，它一定会是精品，一定会被经典化。”桫椤认为，把网络
文学看作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的读物，事实上矮化了网络文学。网络文
学至今还未解决关于自身的本体叙述，过分强调文学之外的东西，几乎把
网络文学推到了文学性、传统文学的对立面。网络文学利用已有的社会
生活、历史文化、情感精神等来创作，一部好的网络小说一定是把历史现
实化的，这是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经典化的基础。“一部没有现实的
小说一定没有历史，这就提示我们网络作家要锤炼写作能力和提升思想
水平，具备将历史现实化、现实历史化的能力，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进行
创作，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获得成功。”

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百花文学奖新设网络文学奖、网络文学入藏国家
图书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认为，这些举措都有力证明了中
国网络文学正在经历主流化、精品化的时刻，表明中国网络文学经典化的
进程已经开始。他表示，将新的文学形式纳入经典制度，是文学观念、文
学知识和文学制度发生转型的一种标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文
革命掀起了第一轮文学经典的中心运动；20世纪30年代，因为蘸笔和钢
笔的应用而产生长篇小说的繁盛；20世纪90年代，电脑进入中国，很多中
国作家开始用键盘写作。“键盘写作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写作
速度的成倍提升、天文数字的文字产量和规模巨大的作品篇章。在今天，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给网络文学的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
遇。保持人的精神诉求，在审美体制层面进行提升，让个人的写作成为数
字文化时代的新兴文学经典，不仅仅是对作家创作的一种激励，更是不被
游戏态新兴文化淘汰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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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如何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以何常在的《向上》为例

□李伶思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江西省作协主办的红
刺北《我要上学》作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
任何弘，江西省文联党组成员、作协主席李小军，以及禹建湘、胡疆
锋、战玉冰、刘阳杨、闫海田、孙葳、李昕、于杨、邢晨、刘佳怡等专家学
者、网站编辑和读者、网络作家20余人参加。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副主任朱钢主持会议。

《我要上学》讲述前身为高级工程师的女主角卫三，一觉醒来发现
自己穿越到无名星球一个濒死的孤女身上，但卫三努力追求自己的爱
好，最终成长为星际最强的超3S级机甲单兵兼机甲师。作为一部融合
了科幻、穿越、游戏等多种元素的星际机甲文，《我要上学》呈现出了红
刺北冲破女频长期以来“言情至上”创作倾向的努力。

何弘表示，作为一名“90后”青年作家，红刺北在多种类型的网文
创作中表现突出，极大丰富了网络文学女频创作的类型，开拓了创作空
间。《我要上学》把以往在男频作品中更为多见的“机甲文”移入女频创
作，显示出作者不断冲破类型束缚、拓展题材边界的探索和努力。创新
是网络文学保持活力的关键，离开创新，网络文学就失去了生命力。选
择以红刺北的作品进行研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从她的创作中能看
到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活力。

李小军介绍了江西网络文学创作队伍情况，红刺北是其中优秀代
表。《我要上学》以“星际机甲”的设定，以“钢铁战甲”的隐喻，讲述一个
贫穷少女成长的故事，赋予女主新的特质，实现了女频网文在“去性别
认知固化特征”上的又一突破。希望红刺北进一步紧跟时代，扎根人
民，放飞想象，勇敢尝试新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丰富创作题材和内容，一
步步攀登高峰，不断书写新的具有重要地标意义的网络文学景观。

与会专家表示，《我要上学》以穿越、星际和机甲等强想象元素，以
多种类型重组新的叙述，建构了一个人的成长史，讲述人之成长的综合
图景，轻松诙谐、网感丰沛、爽感频现，内里的精神亮色又极具生活性的
现实感，为网络文学的强幻想类小说开启了破圈新维度。

“我希望女主能够借助机甲的力量，摆脱人类自身脆弱渺小的桎
梏。”谈及创作感言，红刺北表示，写作《我要上学》是希望女性无论身处
何种境地、遭遇何种困难，都能勇敢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

（刘鹏波）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协、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处主办的中国网
络文学分享会在波兰举行。中国网络作家横扫天涯结合创作经历，向波
兰读者介绍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情况及国际影响力。

横扫天涯表示，10年来，中国网络作家队伍进一步壮大，累计超过
2000万人次在各类文学网站注册；超过200万人与网络文学网站签约，
成为签约作者。海外传播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文本出海、IP出海、模式
出海到文化出海，网络文学将中国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已然成为世界级
文化现象。他期待波兰的作家朋友关注网文行业，与中国作家一起书写
故事、共同成长，也期待更多中国读者可以读到波兰作家的作品，实现更
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结束波兰行程，横扫天涯又来到英国伦敦，参加“中国网络文学作家
走进英国”相关活动。活动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指导，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
化处、英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支持，大英图书馆、中国教育图书进出
口有限公司、英国康河出版社承办。该活动也是英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
部”成立以来，第一次邀请中国网络作家赴现场交流。

参与活动策划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利用“中国文
学海外读者俱乐部”这个平台，邀请更多优秀的中国网络作家走出国门，
来到线下，向海外读者讲述中国故事。

■观 点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新史诗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新史诗

近日在腾讯视频收官的《繁城之下》，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虚构的江南蠹县接
连发生凶案，小捕快曲三更携手宋辰、高士聪、冷桂儿、凤可追等人深入调查，勾连
出二十年前的纵火灭门惨案。该剧重拾古装探案剧魅力，以悬疑推理为表，让观众
窥见历史“繁城之下”的人性搏斗、风云典故，被认为是今年最好的剧集之一。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内的水系沐浴在晨光中（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网络作家横扫天涯
赴波兰英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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