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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忠于我的内心，忠于我的祖国，忠于我的人

民，用我一腔热血，护一方山河无恙。”2022年11月，

历经6个月的角逐，由全职网络文学作家北斗二娘创

作的刑侦题材小说《小山河》，在番茄小说举办的“她·

悬疑”征文活动中，以超20万的阅读量由读者从5000

余件投稿作品中“票选”成为平台推理榜榜首并将签约

出版。小说讲述了高智商实习生迟夏与接地气的“浓

颜系”刑侦大队队长骆寻，“强强联合”的系列刑侦破案

故事。作品别名《遮云》，意指“遮住罪恶之云，再造一

个太阳悬于苍穹和人心之上”。作为一位年轻的女性

网络文学作家，如何走上了现实题材网文的创作之路

并在刑侦题材的创作中有所收获？日前作者以笔谈的

形式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与您的另一部现代言情刑侦题材小说《硬骨

头》不同，小说《小山河》走的是以“破案为主，感情为

辅”的写作路线，如何写好“女频”悬疑刑侦题材小说？

您有哪些体会？

北斗二娘：写作“女频”悬疑刑侦小说，我的第一个

体会是难写，而且是“太难写”。如果不算之前那些“失

败之作”的话，《小山河》算是我个人的第5本小说。从

去年开始我就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故事，直到今年过年

时写好了故事大纲，却一直没有动手。年初，有朋友极

力推荐我跟番茄小说签约，于是到5月份我手头的书

正好完结之后，我便开始在番茄平台连载这部小说

了。自6月22日连载以来，《小山河》每天以“两更”的

频率保持更新，字数不定。写作期间我每天从一睁眼

脑子里就在思考：线索之间要怎么搭配，今天要不要抛

这个线索出去，昨天为什么要挖那个“坑”，等等。写作

顺利时两小时就能完成当天任务，不顺利时也会磨蹭

一整天。写这类型的小说不仅要

在作品中完成推理、埋线、挖“坑”

等“任务”，我也试图通过自己创

作的故事去表达一些观点、看

法。所以延续这样的写作，需要

把写作资料和写作细纲提前一天

准备好，因此写作推进起来并不

容易。

读者如果看过我之前创作的

同类题材小说《硬骨头》就会发

现，《小山河》与这部小说的文风

有些相似，写作模式也基本相同，

都是“串糖葫芦”式的。但是相比

前一部小说里“男主要帅，要有

钱，要无所不能”的言情偶像风

格，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我更希望

能把人物塑造得更接地气一点，

也就是着力于让人物“落地”，而

不能“飘着”。在推动小说的剧情

发展方面，前期案例需要大量的

输入积累。所以一开始我会刻意

搜集国内外各种真实的案例，整

理出大概的案例雏形，最后再从

这些案例中挑选适合剧情发展的

事件。搜集得多了以后，我在生

活中看到社会新闻热点都会不自

觉地触发灵感，甚至有时候看温

情的综艺节目都能突然联想到案情。除了案例，小说中还涉及了

专业的犯罪心理学，研究这些内容并最终融入写作都花费了我大

量的准备时间。

记者：有看过《小山河》的读者评价，这部小说的逻辑缜密，很

是“烧脑”，情节也比较紧凑、不拖沓。写作中您为自己设定了怎

样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的？

北斗二娘：在这部小说里，我把“破案”设定为主要目标，所以

小说中基本都是一个案件结束，感情上稍有一点进展，很快又进

入下一个案件。这样的处理我个人比较喜欢。一是我担心“感情

戏”太多会让读者感到“油腻”，另一方面，相比感情线我也更愿意

分一点“余地”给亲情线和友情线。如此，没有了拖沓的“狗血”感

情戏码，剧情的节奏也就紧凑起来了。对这样的处理，我的大多

数读者都是认可的。如果说到“逻辑”，其实我的数学逻辑不太

好，所以在书里我基本都会刻意避开“时间诡计”一类的设计。当

然这确实有些遗憾，不过在下部书里我会去做些尝试。

在我看来，要写好悬疑刑侦题材，特别是“女频”悬疑，创作者

首先不能“冲动”。要做好准备、设定好目标，至少要确定好主线

后再去写。当然，也不能太“耐心”了，现实中往往等把所有准备

都做好了再动手，写作的“冲动”可能也没了。

记者：您已创作的作品中除悬疑刑侦题材外，还有对阿尔兹

海默症群体与临终关怀服务等题材的涉猎，为何对现实题材的关

注较多？您是如何走上网文写作之路的？

北斗二娘：初入网文创作领域时我受杂志的影响较深，像《男

生女生》《花火》《飞言情》和《飞魔幻》这样的杂志都是某段时间内

我爱不释手的读物。后来投入到短篇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顺其

自然，虽然这些创作最后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我又受到了古

默等网文作家作品的影响，走上了“霸总”文的写作道路，写过几

本类似题材勉强“糊口”。直到有一天，我生命中最重

要的两位老人相继离开，感到遗憾和悔恨的同时，我觉

得自己能做的就只有通过文字来表达纪念了。于是我

开始投入到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先后完成了阿尔兹海

默症、临终关怀题材的《岁月忽已晚 》（已售出影视改

编版权）与《长宁街44号》。这之后，我又进入了悬疑

刑侦题材的写作领域。这与我小时候一直追看的经典

刑侦警匪类电视剧《重案六组》有关。有一段时间我还

沉迷于周浩晖老师的《暗黑者》系列，无论是小说还是

影视剧都刷过很多遍。再后来，实在找不到对自己胃

口的同类型书，我便开始自己写作了。当然，第一本尝

试之作依旧失败。之后进行了各种

调整，素材收集的也越来越多，最终

走上了“女频”悬疑刑侦题材的写作

道路。

在写作上，我一直有一种“不到

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执拗”。从2014年开始接触网文

写作时起，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弯路，

做过很多无用功。从一开始分不清

“分成”和“保底”、踩过各种各样的

坑，到2018年下半年正式开始在网

站上全职写作至今，我感到，没有任

何一份工作能像写小说一样带给我

这么大的成就感，所以对写小说这

件事，我从开始到现在从未动摇过，

一直很坚定。有人好奇我在番茄站

内的个人头像为什么选了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的一幕场景。那一幕

截取了鲁迅先生即将写完《狂人日

记》时躺到地面上的样子。剧中，钱

玄同先生进门，看着躺在地上的鲁

迅先生十分惊慌，然后发问：“是不

是小说写成了？”我用这一画面当头

像，除了因为特别喜欢这部剧和鲁

迅先生外，最重要的还是太“共情”

了。每天我更新完当日章节，第一

件事就是躺在床上发会儿呆，然后

欣慰地对自己说一句：“今天终于编完了……”

记者：您取笔名“北斗二娘”有什么寓意吗？对于写作未来您

还有哪些期待？

北斗二娘：这个笔名是2018年我正式开始在网站连载小说

时起的。那时恰巧正在看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于是突发奇

想就想出了“北斗二娘”这个看起来与之很“对称”的笔名并一直

用到了现在。我如今在网站上的个人简介其实也是这种“略不正

经”的风格：“写故事一个，换酒钱少许。”从学校毕业这些年以来，

在生活的磨砺中我的“得失心”已经变淡，感到一个人能做自己喜

欢的职业并维持温饱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写网络小说我一直也

比较“佛系”，平时受“数据”的影响很小。倒是每次因为被剧情问

题难住想偷懒时，我的编辑元宝就会带来一个个好消息：“数据还

行”“要出版啦”“得奖了”等等，这时我除了“赶紧写”，还有什么可

说的呢？

除了写作，在生活里我也非常“佛系”。写作之外的时间我会

看剧、看综艺、看小说、撸猫，还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给键盘“换衣

服”。过去的5年里，每天无论更不更新，我几乎都要写些东西。

思路顺畅时喜欢一边听剧放着声音一边码字，思路不好时就要保

持环境的绝对安静，逼着自己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当天的更新任

务。对于网文作者来说，更新的压力总是让我们感到紧张，但同

时这也是一种保持亢奋与手感的动力。写作对我来说已和吃饭

喝水一样重要，已经融入骨血，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写作也

是我最重要的情绪疏散和观点输出的方式，一天不写就会浑身难

受，一边写着一边嫌弃着一边又欢天喜地创作新书。对于未来，

我还没有想太多，但有一句话或许可以与每位心中有故事的人共

勉，那就是“别停下来，一直往下写”，写你觉得对的，写你觉得好

的。一直写下去，就是写作者最大的满足。

科幻科幻IPIP改编任重道远改编任重道远
——评《三体》动画 □李 政

■访谈录

北斗二娘北斗二娘

近日，《三体》动画在B站播出，打响了科幻 IP“三

体”系列影视化改编的“第一枪”。该剧上线首日破亿，

创造平台在线观看人数新高的市场热度，反映出观众

对经典科幻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极大热情。然而，随

着剧集内容的展开，这部作品的口碑却迎来了持续下

跌，豆瓣评分从7.2分下降至6.3分，更有超过半数的观

众给出了差评。

实际上，科幻IP的影视化改编并不容易，甚至一度

是创作者们屡屡“翻车”的“重灾区”。此次《三体》动画的

口碑走势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科幻IP改编之路的任重道

远。从未上线时的翘首以待，到开播后的褒贬不一，《三

体》动画虽然“高开低走”，但也给审视当下中国科幻IP

的改编路径提供了窗口，为同类型的创作沉淀了经验和

启示。

打造中国式科幻，动画改编的得与失

《三体》动画所改编的“三体”IP，是具有世界级影响

力的中国原创科幻IP。其在影视化过程中植根于中国

的文化土壤，展现出了丰富的中国元素。这部作品延续

了原著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尝试透过具有中国特色

的价值观去理解宇宙和人类存在，传递出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这是《三体》动画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也是较之于以往诸多科幻作品迈出的重要一步。

除了对中国风格的彰显，《三体》动画在场景搭建和

特效制作等方面同样下了不小的功夫。创作团队对于视

听影像炉火纯青的掌控力，更让整部作品在镜头设计、场

景转换以及叙事节奏等方面有着不少的亮点。除了一些

复杂场面的调度和部分人物肢体动作的僵硬等细节问

题，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视听水准整体尚佳。

可以说，《三体》动画在宏观层面构建出了大的故事

格局，微观层面也用顶尖的视听技术和手法进行了精心

雕琢与打磨。但是，这部作品之所以出现口碑上的两极

分化，问题的一大症结在于“中观”层次上的意义弥散。

这种“弥散”体现在故事剧情与原著情节设定的脱离。《三

体》动画的故事从原著的第二部讲起，大篇幅使用字幕概

述故事前情，叶文洁等核心人物也因为剧情的删减而变

得脸谱化。这既招致了“原著党”的不满，同时也让部分

观众始终难以进入故事情境，或是迷失在“摸不着头脑”

的剧情之中。

此外，《三体》动画还陷入了“炫技”的泥淖，致使故事

欠缺足够的叙事逻辑和意义深度。动画每集内容篇幅在

30分钟左右，理应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做到扎实紧凑，

其却在原本有限的篇幅中塞入了一堆与主线剧情关联不

大的动作场面和“奇观化”的视觉桥段，包括ETO刺杀罗

辑的追车戏、ETO幸存成员的集会仪式、罗

辑抵达面壁者会议的铺垫等。这些密集的感

官刺激虽然能够调动观众情绪，但却大大压

缩了内容的信息量，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肤

浅空洞之感。

科幻破“壁”，既是“技术活”
也是“脑力活”

科幻 IP影视化改编的目的在于打破科

幻圈层的“壁垒”，将原本相对小众的科幻内

容通过影视这一大众艺术走入社会主流视

野之中，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科幻世界的巨

大魅力。但是，科幻破“壁”并非易事，其不

仅需要过硬的影视技术，也十分考验创作团

队基于科幻文本进行再创造的能力。此番

《三体》动画口碑的分化，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正是在“技术呈现”与“内容创造”之间的

顾此失彼所致。

作为一门“技术活”，科幻IP的影视化改

编对视听技术有着极高要求。当下，科幻IP

的主要来源是科幻小说，在这种以文字为媒

的艺术形式里，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包裹于

高度抽象化的文字之中。无论是对于外星文

明的幻想，还是未来科技的想象，这些远在

“人类日常经验”之外的事物，都需要借助于

制作水准远高于一般影视作品的特效手段进

行呈现。无可厚非的是，《三体》动画凭借高

质量的视听技术，较好地还原了原著的一些

“名场面”。不过，对于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

而言，仅仅是精巧华丽的外壳是远远不够的，

值得推敲的故事剧情、人物和内涵同样不可

或缺。

也正因为如此，科幻 IP的影视化改编同样是一门

“脑力活”。创作者将科幻IP转化为影视作品的过程中，

不能简单地进行内容的复刻和转译，而是需要根据影视

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深度的再创造和再阐释。一方面，

科幻IP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的转换，要对原著结构、

叙事和人物角色进行合理调整。《三体》动画的原著多达

90万字，受制于内容篇幅等因素，其选择从第二部原著

的故事切入，却在无形中给未曾读过原著的观众设立了

较高的观看门槛。

另一方面，对故事内核的诠释也是科幻IP影视化改

编的一大重点。对于人性和社会的反思，是一部优秀科

幻作品必不可少的内核。能否在改编的过程中准确把握

和理解原著的内核，并准确传递其中所具有的人文精神

和批判精神，成为衡量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而从

《三体》动画已播出的剧情来看，其由于删减了大量主干

情节，反倒模糊甚至偏离了原著的内核，也难怪有不少观

众不买账了。

讲好中国故事，科幻IP改编要走出自己
的路

在国产影视市场中，科幻题材是尤为稀缺，却又备受

关注的类型之一。在市场供给关系不平衡的现实情况

下，基于科幻IP改编而来的影视化作品成为了重要的供

给源。这些作品既承载了观众对于国产科幻影视作品的

期待，更承载了彰显中国风格、讲述中国故事的使命，这

也要求中国科幻IP的影视化改编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

不可置否，《三体》动画在一定程度上迈出了“中国式

科幻”的新步子，其在人物形象和场景设计上都尽力凸显

了中国元素。例如，罗辑、史强等主要角色的形象、动作

和思维，带有着典型的东方特征，作品中呈现的生活场景

等也充满着中国符号和元素。但是，其在骨子里却杂糅

了“好莱坞”风格。无论是其情节中密集的感官“爽点”，

还是对于外星文明入侵地球和正邪对立的简单故事设

定，均暴露出了其较为明显的改编套路。

实际上，对于中国科幻IP的影视化改编而言，不能

单单地把中国风格和气质作为故事的“背景板”，而要将

带有中国价值的思考融入作品的底层逻辑之中，传递出

对于人类、世界和宇宙问题的中国哲思与洞察。此外，中

国科幻IP的影视化改编要走出自己的路，还需要进一步

搭建高度自主且成熟完善的工业化体系，从而更好地把

控剧本改编、资金运作、拍摄制作、宣传发行等诸多复杂

环节，力求让每一个创作环节都能够忠于原著内核，为作

品注入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视听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