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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圈从未绊住脚步，笔直前
行才能奔向未来

张小童：当初是怎么走上网文写作这条路的？

沐清雨：接触网文算是机缘巧合。最初是朋

友带我入坑“清穿文”，那时候正值穿越文兴盛的

时期，涌现了《步步惊心》《独步天下》这些经典作

品。我接触“清穿文”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把

网站上所有“清穿文”全都看完了，一边看一边

想，这本书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构思安排。

后来“书荒”，我就在网站上随便翻书看，看着

看着就会发现，这本书写得太差了，要是我自己来

写，也许能写得更好。于是我就动笔了，从一个“无

书可追”的读者变成了一个“自力更生”的作者。

第一部作品是穿越小说，当时也没有做创作

准备，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简单的构思就开始写，

没有存稿，写3000字就发3000字，半年写了60

万字。一开始动笔，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无

书可看就自娱自乐，内心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写

完了就往网上发，也经历过读者“毒舌”的批评。

有读者留言说“你写穿越文一点逻辑都没有”，

我当时心想，穿越它哪来的逻辑。《步步惊心》的

穿越，女主角脑电波都摔出来了，也没有逻辑。

后来渐渐读者多了，我才意识到应该更加认

真地对待作品。因为写作不单是为了让自己满

足，也要对每一个追书的读者负责，不能随心所

欲，信笔胡来。

其实现在回想，创作真是一件特别有乐趣的

事情，哪怕有人追在身后骂你，你气得恨不得摔键

盘，但是当你想到那些等待着你的读者，想到还有

许多人为你的故事感动，你就会很坚强地写下去。

张小童：在第一部穿越文后，还创作了哪些

作品？

沐清雨：我从第二部作品开始转向现代文，

一直写到现在。开始写了三部都市文，然后是“军

旅三部曲”《幸福不脱靶》《若你爱我如初》《你是

我的城池营垒》，后来又写了“民航系列”《云过天

空你过心》《翅膀之末》等。近几年还写了中医题

材的《渔火已归》、记者题材的《无二无别》、公益

救援题材的《星火微芒》等。

从“军旅三部曲”开始，我在每本书里都向读

者介绍一个新的行业类型，比如军人、中医、机

长、民航管制官、公益救援队长等等。

张小童：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不同的行业来写？

沐清雨：因为不想呆在舒适圈里，想要不断

地挑战、突破自己。

最开始我对题材的选择不太有概念。写完三

本都市题材作品以后，我对“霸总文”产生了疲倦

心理，想写一些有新意的作品，故事里的虐恋纠

葛少一点，正能量多一点，人物的职业和故事的

背景都要接地气，和现实生活贴得要近。

因为我有一种“军人情结”，所以首先把目光

转到了军旅题材。“军旅三部曲”写完后，读者们

的反响还不错。但我觉得再重复就没有意思了，

于是又想到了创新，去探索新的领域和行业。

在写作的过程中，有读者留言说“你的每部

作品人设都一样，内容也一般”。这样的评价我虽

不完全同意，但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提醒。创作

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股劲儿的，这股劲儿让我

从舒适圈里走出去，不断寻找新题材，我在心里

要求自己，要把素材挖得更深更透、把人物写得

更立体饱满，尽可能去还原行业的真实面貌，每

部作品都要超越原来的自己。

近几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协举办的很多活动

和培训，这也是我进行题材转型的契机之一。想

要进行精品化创作，就不能埋头书屋、闭门造车，

就行业文的写作而言，必须要多去关注行业发展

和社会民生，向作品里注入更多有深度、有力量

的内容。近几年我以都市养老、教育扶贫、公益事

业为主题，尝试去反映更多行业生态和社会现

象，向现实题材转型，希望每部作品都能发挥出

各自的使命和价值。

张小童：变换写作的题材，从一个行业转到

另一个行业，就是一个不断跳出“舒适圈”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困难吗？

沐清雨：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写

作的内容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这意味着

之前学习、积累的一切内容都要重头再来。要不

断地汲取新的知识和素材，才能够确保新的故事

能够言之有物，避免生搬硬套。

一开始我对这些行业的了解是很浅的，仅凭

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人物不可能有说服力，所以在

动笔之前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去查阅资料，看大

部头的专业书，去实地调研采访，和各行业的从

业人员对话取经，在这个过程中，我主动放缓了

创作的速度。另外一个困境是读者的流失。创作

速度的下降、冷门小众的职业题材，都会“劝退”

一部分读者。“专业的职业细节”和“轻松的阅读

体验”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如何平衡这两个方

面，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方向。

现实题材成了“冷文”的新标签，一度令我陷

入创作困境。但是我觉得必须去写，这已经成了

一种责任，也是身为作者的良心。这条路上没有

捷径，唯有沉下心来，做好功课，才有可能沉潜到

一个行业的最深处，描绘出它真实的样子。

我和读者是相互宠爱、双向奔
赴的关系

张小童：网络文学的特质之一是互动性。作

者更新后，很快就能收到读者的即时反馈，双方

在留言区对话互动，彼此距离被前所未有地拉

近。读者不但是作品的“书迷”，往往也是作者的

“粉丝”。很多人说您是一个极其“宠粉”的作者，

您和读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沐清雨：我们之间是“相互宠爱，双向奔赴”

的关系。我的读者很包容，他们不会给我提很多

要求，连催更都是温柔的。有时我在连载的过程

中请假，他们会问：“沐沐，请一天假够吗？我们可

以等，你多休息两天。”我的书出版以后，有些读

者会一口气买10册。我和他们说，“别买那么多，

买了不是浪费吗？”但是读者们会说，“我是买来

收藏的，喜欢就要支持我的作者。”

有一次我看到读者发的图片，他收藏的作品

几乎铺满了一间屋子，配的文字是“我们一起走

过的那些年”。还有的读者写过一篇题为“我们走

过的2021”的文章，详细记录了2021年我创作

中的重要节点和大事记。当时我的感受是“这篇

文像是我的年度总结”，而他们记得甚至比我还

要清楚。

在这里，我也想对读者们说：“成为作者已经

14年了，如果我用最好的青春写下的故事，点缀

并陪伴了你们的青春，那是我最大的荣幸。未来，

被你们宠着的我，也要继续努力给你们宠爱！”

张小童：您创作之初主要是为自娱自乐，“没

想过会积累读者，也没想参与付费订阅”，后来作

品从免费转为 VIP 付费订阅，这个过程中，心态

是否有变化，读者会不会流失？

沐清雨：心态是有变化的。最开始写作的时

候，纯粹是想要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没有考虑

收费的问题，有读者看就很开心。后来第一部小说

写到10多万字的时候，编辑来找我，告诉我小说

的数据已经满足了签约VIP的标准，签约以后就

可以做付费阅读了。当时我没有答应，我觉得一旦

收费，读者肯定要骂的，他们觉得书都追到一半

了，突然要收费，没办法接受，可能

会直接弃文。我不想流失任何一位

读者，有人看就行，我不用赚钱。

但是编辑告诉我，如果不入

VIP，小说就很难得到推荐了。我们

最怕的就是不给推荐，这意味着没

有新读者来看，书的成绩也就止步

于此了。那个时候付费阅读起步没

多久，正在大面积推广，编辑也会做

我们的工作，告诉我们付费阅读是

今后的大趋势。最后我就“入V”了。

“入V”的时候，我特别卑微，恨

不得写一千字的小作文向读者道

歉。有的读者表示理解，也有的读者

会说：“你既然要收费，为什么不开始写的时候就

讲清楚，那样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追了。”当时我内

心是很忐忑的，后来坚持写下去，读者们也就渐

渐都接受了。“入V”以后，读者基本没有流失，而

且作品经过推荐，热度继续上涨，被更多新读者

发现了。我很感谢留下的读者们，很多人从那时

开始读我的书，一直陪我走到了现在。

张小童：从事网文写作前，您在做什么工作？

沐清雨：我以前是在企业做财务工作的。

2008年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网文，一直持续

到2015年，这期间的作品我都是下班后挤时间

写的。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就开始写，写到半夜，没

有12点以前睡过觉，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正常

上班，晚上的时间都用在写稿子上，家里的其他

事根本顾不上管。那时我对自己很严格，即便没

有存稿，每天也坚持更新，从不断更，因为断更会

让读者的期待落空，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这样“白天工作、晚上写作”的直接后果就是

要经常熬夜，而且工作忙的时候常常会和写作产

生冲突。2015年，我决定辞掉工作全职写作，当

时我的家人强烈反对，但我最终还是顶住压力，

坚持自己的决定：哪怕有风险，哪怕家人不理解，

我也要选择写作。

张小童：相比于2015年以前的“兼职写作”，

成为全职作家后，在创作上有哪些新的变化？

沐清雨：在速度方面没有很大变化，写作频

率还是一年一部。但在创作质量上比以前好，写

作状态也更专注更用心了。刚开始写的时候天马

行空，没有任何准备，从来不写大纲、不做简介，

也没有提前搭建人物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就随时拉出来去写。

现在时间充裕了，能比较系统地把前期的工

作做完，理出细纲，顺好逻辑，然后再动笔。和以

前相比，我能感觉到故事逻辑、文笔这些方面都

有明显提高。所以我现在不会推荐别人去看我早

期的作品，而是会让他们看近两年的作品，因为

这些作品最能体现我当前的创作水平。

现在我写一部小说之前，构思加准备需要花

上小半年的时间。其他时间我除了写稿就是改

稿，作品出版前我都要仔细修改，还会增加一些

新的内容。希望通过认真打磨，能让故事尽善尽

美，以最好的面貌交到读者手里。

理想的光照进现实，平凡生活
也有星火微芒

张小童：您曾在采访中说过自己更擅长写

“虐文”，但纵观您这些年的作品，似乎幸福美满

的结局占大多数，为什么坚持写“甜”不写“虐”？

沐清雨：因为希望作品能带给读者更多“正

能量”。生活总是有起有落，没有一帆风顺的人

生。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常常遇到艰难险阻。

在这种时刻，我希望通过温暖治愈的故事，驱散

灰暗压抑的乌云，给予读者走出低谷的力量。哪

怕一路前行已经满身疲惫，内心深处仍然坚信正

义与温暖、光明与希望。我想用故事告诉读者，保

持乐观、心向暖阳，别说人间不值得，每一个人都

值得被坚定选择。

张小童：您自己是从单纯的言情题材逐渐转

型到现实题材的，就您个人的经历而言，您怎样

看待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创作潮流？

沐清雨：我认为这是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信号。网络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处于自发生长

的状态，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套路化的作品多，思

想深刻、艺术价值高的作品少。当前，网络文学的

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如果我们想在现有基础上有

所突破，就必须转型升级、实现超越，现实题材创

作潮流就是这种转型发展的重要信号。

与此同时，创作者随着年龄、阅历的不断增

长，也势必会面临转型的考验。未来的创作道路

如何，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

致的，就是向着精品化的方向努力，写更有深度

和文学价值的作品。现实题材的创作潮流，反映

了大家在转型过程中的努力和探索，是很多作者

不约而同的选择。

从现实题材本身而言，这个题材需要我们去

写，也值得去写。现实生活是平凡的，但平凡中也

有温暖的闪光。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他们用

心生活，认真工作，时刻发散着微小却弥足珍贵

的善意，是生活中的无名英雄。把他们的故事写

进书里，既是一种记录，也是对这些“无私守护

者”的赞美和鼓舞。

当然，并非加入现实元素就是合格的现实题

材，重要的是作品能够反映生活的某种本质特

征，反映当代人的整体精神风貌，让读者感同身

受，也能在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上受益。一言以蔽

之，要让读者相信你所书写的现实，这是对创作

能力的极大考验。

张小童：在您看来，怎样算是一部好的现实

题材作品？

沐清雨：就我个人而言，是能够跟时代接轨

的作品。现实题材有很多分支，就像《大江大河》，

表现的是改革开放那段历史，气势激荡、扣人心

弦，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从我自己写作

的角度出发，我可能更倾向于写发生在当下的故

事，而不是没有亲历过的历史。同样做功课的话，

我更想去写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故事，对我来说，

现实题材行业文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能深度接触三两个行

业，就算很多了。有的人可能一直深耕在一个行

业，我们对其他行业的了解是很少的，甚至会不

经意间就给某个行业贴上一个刻板的标签。我

希望通过写作，带领大家走进故事里，代入主人

公的视角，亲身去观察、体验这些在人们看来或

“高大上”或“习以为常”的行业，从而打破偏见

和隔膜，看到这个行业真实的一面。

张小童：2021年底，您参加了鲁迅文学院举

办的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有哪些感受？

沐清雨：最大的收获是思路和视野的开拓。

刚开始网文创作时，懵懵懂懂，写作虽然纯粹，却

缺乏思考，没有仔细想过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

这类严肃的问题。后来参加了中国作协举办的系

列活动和培训，我找到了新的创作目标——现实

题材。在创作实践中，我也渐渐意识到，现实题材

正是网络文学精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这次高研班上，我认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

新同学，他们中有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创作的

题材与风格各有千秋。大家相互交流取经，我也

在这难得的“同窗”生涯中收获了很多启发。原来

我的创作视野是比较单一的，目光只停留在小说

这一领域。经过与班上同学的交流，我意识到诗

歌、散文这些其他体裁的作品，也有许多可供我

学习借鉴的优点，未来我在创作中更应打开视

野，拓宽阅读面，积极接纳新的事物，让自己的创

作更上一个台阶。

沐清雨沐清雨：：看我到底看我到底能写多少种行业文能写多少种行业文
□□张小童张小童

沐清雨，本名史鑫阳，出生于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委会

委员，鲁迅文学院学员，军旅言情代

表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代

表作有《幸福不脱靶》《若你爱我如

初》《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云过天空

你过心》等。网络小说《翅膀之末》

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8年“中国网

络小说排行榜”完结作品榜单；《渔

火已归》入选中国作协2019年网络

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青年网络

作家群体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引

领他们牢记时代责任，坚定跟党走、建功新时代，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联合团中央社会联络部共同

举办“学习二十大 青春著华章”主题征文活动。

征文自启动以来，网络作家踊跃投稿，用有情

感、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讲述青年学习、成长、奋

斗、奉献的青春故事，记录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百年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涌现出的先进青

年代表，抒发对党的诚挚热爱，对共青团的深厚感

情。至截稿日，共收到各类作品5385部（篇），经初

评、复评推荐，终评投票产生了33篇优秀作品。其

中，纪实类8部（篇），散文类9部（篇），小说类14部

（篇），诗歌类2部（篇），现予公布。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团中央社会联络部
2022年11月15日

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名单
（共33篇）

纪实类（8篇）
《铁骨铮铮筑忠魂》王基诺（长河熠）

《警容》申大鹏（风圣大鹏）

《记抗美援朝老兵董安国》刘正鑫（晨风天堂）

《还有后来人》刘金龙

《军医王凯》何东姝（东姝）

《永远21岁的朱启杰烈士》张启晨（本命红楼）

《勇攀高峰，路在脚下》范瑞文

《烟雨任平生》涂燕娜

散文类（9篇）
《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孙岸英（笔名雅楠）

《江与对岸》孙敏（念一）

《重振青春的翅膀》李凤艳（李子燕）

《岁月的印记》李睿洁（清水酹月）

《路》汪子妍（梅尔迪丝）

《跨越百年的誓言》张帆（浮生）

《一份穿越60年的“履历书”》林延军

《中国石，守护最美边疆》姜士冬

《铮铮铁骨》梁新运（离离、云山野叟）

小说类（14篇）
《故乡的风》王敏（冰可人）

《燃烧》史鑫阳（沐清雨）

《最后一份情报》李春霞（梦瑶）

《归途上的歌》杨碧颖（潇湘碧影）

《春天遇见温暖的你》杨曦（板栗子）

《暖归》张胜朋（雾外江山）

《天路华章》林淼（猫熊酱）

《青花瓷》周元秀（周娴）

《无悔》花自秋

《信仰》俞德珍（古萧）

《青春留青山，热血染红颜》聂怡颖（三生三笑）

《青砖黛瓦中国红》顾唤华（顾七兮）

《山野无绿我自当绘》董剑斌（沧桑是种美）

《心有万里星海》韩冰（如涵）

诗歌类（2篇）
《致“大白”》贾晓（清扬婉兮）

《红色地标》黄清水

“学习二十大 青春著华章”
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名单公布 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江苏

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作家协会指导，江苏省网络作协于2018

年设立，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是面向全国，以网络文学创作题

材、IP改编形式进行细分的网络文学专业奖项。

本届评奖自2022年6月启动，共收到推荐及申报作品482

部。经资格初审，并邀请30位全国著名网络文学评论家、重要

文学网站总编辑、影视文化公司内容总监和著名作家组成评审

工作委员会，推荐入围作品15个类别76部作品。9月30日，

终评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产生14个类别24部获奖作

品。从获奖结果看，本届获奖作品呈现出作品精品化、风格多

元化、题材细分化的趋势。我吃西红柿、骁骑校等知名作家持

续为网络文学界输入高质量作品，同时，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

新面孔陆续涌入，极大丰富了网络文学的创作题材。优秀影视

改编获奖作品《御赐小仵作》和《半妖司藤》均是近年难得的叫

好又叫座的优秀剧作；在现实题材获奖作品中，援藏工作者、警

察、外交官、创业者、运动员等现代职业形象纷纷进入网络文学

书写领域，深入行业的一线经历和充满“烟火气”的个体感受，

折射出了新时代的生活面貌和当下青年人的成长经验与情感

归属。与往届相比，本届评奖类别增设优秀网络文学评论作品，

旨在发挥文学评论的导向引领作用，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第三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获奖名单

现实题材类优秀作品奖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作者：骁骑校

《扎西德勒》作者：胡说

《2.24米的天际》作者：行知

《扫描你的心》作者：红九

玄幻仙侠类优秀作品奖
《沧元图》作者：我吃西红柿

《有请小师叔》作者：横扫天涯

都市幻想类优秀作品奖
《重回1990》作者：关外西风

《非洲酋长》作者：更俗

军事历史类优秀作品奖
《血火流殇》作者：流浪的军刀

《长宁帝军》作者：知白

现代言情类优秀作品奖
《寂寞的鲸鱼》作者：含胭

《烈焰》作者：尼卡

古代言情类优秀作品奖
《墨桑》作者：闲听落花

《穿成极品老妇之后只想当咸鱼》作者：寸寸金

悬疑科幻类优秀作品奖
《千年回溯》作者：火中物

《砸锅卖铁去上学》作者：红刺北

优秀影视改编作品奖
《御赐小仵作》作者：清闲丫头

《半妖司藤》作者：尾鱼

优秀有声改编作品奖
《一剑独尊》作者：青鸾峰上

优秀动漫改编作品奖
《绝世武魂》作者：洛城东

优秀翻译输出作品奖
《冬有暖阳夏有糖》作者：童童

优秀实体出版作品奖
《蹦极》作者：卢山

最佳故事创意作品奖
《第九特区》作者：伪戒

优秀网络文学评论作品奖
《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作者：王玉玊

（苏 文）

[

[

沐清雨作品

根据沐清雨小说改编的根据沐清雨小说改编的《《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剧照剧照

第三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在泰州颁奖

■访谈录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