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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读书””和和““写书写书””是个轮回是个轮回
——访网络文学作家血红 □张小童

2022年底，笔者和血红发讯息，关切之下，得知他前段时

间大病一场，住院半月。期间，自身体验以及身边“病友”的生

离死别、悲欢离合让他有了很多感悟，对于生命更加敬畏，对

于创作和人生也有了更加通透的想法。于自己而言，要用更强

烈的爱去拥抱世界以及身边关心、爱护、惦记自己的人。于创

作而言，对于书中人物的命运会有更加深刻的领悟，力求刻画

得更加真实、真切。这种全新的体悟和视角对创作无疑是有益

的。我们的访谈就带着这些感悟和内省开始了。

“唯有对创作的虔诚，才能让无数网文作
者写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张小童：可以介绍下您笔名的由来吗？您作为网络文学作

家圈里的“码字劳模”，目前为止共创作了多少篇幅？

血 红：我最早的笔名是一个很长的英文字串，是我读书

时在一些论坛上用的账号。后来我的书在中国台湾出版，那边

的版面是竖排，英文笔名印刷上去不甚美观，所以就起了一个

中文笔名。那天正好看到一个BBS上的一篇文章名中有“雪

白、血红”，感觉“血红”这个词很不错，于是笔名就成了血红。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写作的文字估算应有将近6000万字

了。创作的十七八部长篇小说平均每部都在300万字以上，最

长的《光明纪元》有700余万字。“流浪的蛤蟆”曾经在知乎上

将网络文学圈“内卷”的源头归结于我，说我“凭一己之力改变

了整个网文生态”，说起来也是有点小尴尬。我入行前，国内互

联网上几乎还没有专职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作者，所以很多

作者都是一两周才更新一章，一章一两千字。那时相对能稳定

更新的是台湾的一批早期职业化作者，他们和出版社签署了

固定的出版合同，大约一个月出一本书，一本6万字，平均每

天写2000字。我入行后，因为除了码字和看书没什么别的爱

好，加上在学校编程写程序带来的手速以及理科生特有的逻

辑能力和中学时“文山题海”养成的快速解题能力，我每天平

均能更新一两万字，最多的一天写了9万多字，直到现在，每

天也都还能创作一万字左右，所以后来很多作者都说，是我带

起了网文“日更”以及“日更一万”的风气，让后来的网文作者

都习惯了每天勤勉写作。

张小童：您写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对质量会有

所担心吗？

血 红：网文作者圈里整体的阅读量都是很大的，我们需

要不断看名家名著，不断搜集各种资料，阅读的内容估计也是

最杂的。比如说写一个历史文、穿越文，那么炼钢铁、炼化肥、

造火药的技术要会，从厕所的粪土中提炼芒硝的技术也要会，

等等。我们的知识掌握可能不够深，但知识面非常广，由此带

来的灵感刺激也就越多。每天看书，自然而然就有无数的素材

会积累起来。现在，我每天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看各种有

助于写作的书，比如《王安石全集》、唐诗宋词等，每天要读一

读里面的句子。我会根据诗歌描绘出那一片世界、一片山水，

把那种很美的东西直接用到我的书里去。

我们很多网络文学作者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当进入创作

的高潮阶段时有一种口吃甘香、无法停手的快慰感，脑海中有

无数的念头同时冒出来，感到所有的情节发展、人物对话，所

有的场景变幻都会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那是一种宛如

天成的创作状态，而每当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创作的情节也

会格外吸引人。网文作品今天能获得这么多读者的喜爱，就证

明了其本身有很大的优点。当然，高速写作会有错别字，会有

措辞用句上的一些漏失等，但这都是瑕不掩瑜的小问题。解决

了世界架构、故事大纲、情节主线、人物设定等主要问题后，其

他可以通过仔细雕琢来完成。当然，文字久经打磨后会更加精

美耐看，但高速的写作同样也代表了作者的思维能力和创作

能力的强大。

张小童：您的作品不仅数量多，创作类型也很多元，为什

么要做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尝试？您认为一部优秀的网络文学

作品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血 红：我的十几部长篇作品大概涉及七

八个不同的类型，都市、历史、仙侠、玄幻、奇

幻、科幻等类型我都写过。与很多作者专事一

个类型的写作不同，我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类

型，这样可以带来更多新奇感。当年之所以进

入网文写作领域，也是因为那时在网上找不到

想读的书了。我喜欢阅读新奇的作品，创作也

是如此。况且一个作者本来就应该不断求变求

新，所以未来我还会尝试更多更有趣的类型。

我的目标是想在65岁退休前写满一亿字。今

年我43岁，还有20年时间，任务还是蛮有希望

完成的。

目前我正在创作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大

概的构思是写快速发展的大都会和出身郊区

乡镇青年的命运纠葛。如果将大都会比喻成一

块光怪陆离的镜子，那么青年站在镜子前会看

到什么？总之，这是一部讲述当代青年在乡土

和大都会之间挣扎、游离以及创业、建业的故

事。在我看来，现实题材创作一定要扎根生活、

扎根人民，深入现实中的各行各业。书中的每

个角色在现实中都应该有原型，每个故事都能在现实中找到

锚点。现在的网络文学作品不缺故事，不缺情节，在世界架构、

背景设定方面有突出的优势和特点。在人物刻画上，不少作品

也已经做得很不错，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给人以极深的

印象。从作品本身来说，一部分网络文学佳作没有太多可以挑

剔的地方。但是因为类型创作的原因，不少作品的故事主线、

矛盾冲突等更多地纠结在主角个人的恩怨情仇上，在立意、导

向上还不是很积极向上。一个好的故事，几个好的人物如果还

能配以劝人上进的有更多教育意义的立意导向，我想这样的

作品会更受读者的喜欢，也会得到社会大众更多的期待。

张小童：在您看来，如何创作出高质量的网络文学作品？

血 红：我有一点个人见解和心得。其一就是初心。最早

的网络文学写作是没有经济收入、没有稿费的。网络文学诞生

的初心是作者对文字的热情、对创作的激情，是一群“小众”网

友因为对小说的热爱聚集在一起创作，由此自然诞生的一种

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文学样式。因此，网络文学的初心是对创作

的虔诚。也唯有此虔诚，才能让无数作者写出一个又一个精彩

的故事。也唯此虔诚，才能让这群网络作者当中的一小部分精

益求精，不断追求文字底蕴的逐渐雄厚，不断追求作品中人文

情怀和文学价值的提升。也正是这一小部分网络文学作者，他

们其实已经超越了对作品衍生的经济利益的追求，而去追求

作品本身更高的内在价值。所以，对他们而言，初心已经变成

了一种情怀，他们正在不断努力创作出更好地让自己和书友

更满意的作品。这是值得期待的。

其二，就是传承和创新。网文作品中的很多元素可以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在书中我们可以尽情地讴歌从先祖

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以及由此衍生、酝

酿出来的厚重而有人情味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伦理等。这些传

统美德会让我们的作品更有感染力，更有情感力量。我们这些

作者更要传承网络文学已经由创造而生的一些特性。比如网

文的各种类型，以及让各种故事更动人、更有吸引力的写作手

法等。这些网络文学的好东西我们要传承下去。而创新则要求

我们所有作者、编辑及周边从业人员要警惕固步自封。我们需

要创造新的类型、模式，新的写作手法、结构逻辑等，我们要抵

制广被诟病的诸如套路文、千篇一律、相互“模仿”之类的创作

问题，每个作者都应当力求创新、开拓，发挥自己的天赋，创作

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我们要虔诚地

对待创作，传承好的基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再创新。

“让更多的海外读者通过我们的作品，明
悟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和精彩。”

张小童：您的一些作品，比如《巫颂》《巫神纪》在海外也很

受欢迎，您如何看待“网文出海”？

血 红：“网文出海”无疑是一件好事。中国有博大精深的

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网络文学中东方玄幻、仙侠故事乃至都

市、科幻等很多类型小说的创作源头。我们有理由、有责任，让

中国的网络文学作品走出去，让更多海外读者通过我们的作

品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悟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和“精

彩”，进而爱上并尊敬我们的传统文化。

为了写《巫颂》《邪风曲》《巫神纪》这类作品，我阅读了所

有能找到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书籍。研究《山海经》、研究道教，

熟读《道德经》，尤爱读的是《封神演义》……我阅读的书籍很

多，题材也不尽相同，从世界名著到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再到

西方玄幻、魔幻类书籍，这些书籍对我的网文写作产生了极大

影响，因此我的大多作品总是能给读者构建出一个宏大的西

方玄幻或者魔幻世界，同时在这些作品中又都能找到中国武

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张小童：在您看来，中国神话故事与西方神话的关联是什

么？您在作品中是怎么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的？

血 红：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都体现了人类的祖先在抗

争大自然中的那种生命烙印。比如我们都有过大洪水的记忆，

有过史前文明的传说，无论是东方的中国神话还是西方的神

话当中，都有过巨人，也都有过山岭、海洋、湖泊、河流中各式

各样的神灵，证明人类在关于神话的文化脉络中，其实是有很

多共通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神话可能在对大自然的抗

争中更多表现出一种奋斗的、不屈的精神。东方的神话故事可

能是以一个又一个的神仙为个人体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个

人的积极奋斗、不断向上晋升的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类似于

小草从地下长出来的澎湃的生命力。而西方的神话故事更多

是以血脉论、天赋论为主，这是东西方神话故事在人文精神上

的根本不同。

在故事创作中，中国的网络文学早期汲取了不少西方魔

幻小说的元素，代表着中国的网文作者有非常强烈的汲取外

来营养然后化为己用的能力。到了网文发展的中后期，中国网

络文学无论是仙侠还是玄幻、奇幻，乃至于都市小说，更多元

素则来自于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体

现了中国故事博大精深的底蕴。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和设定充

满了中国神话当中的浪漫主义情怀，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抗争

精神。比如追求大逍遥、大自在、大无畏的精神力量等。我觉得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融合方式。希望未来中国的网络文学中能

涌现出一批“出海”的精品之作去影响更多的海外读者。我觉

得这也是我们在文化交流和融合上的一个努力方向。

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更喜欢给主角赋予“虽然出身比较

卑微，但是非常努力向上”的一种精神。其实这种精神在中国的

许多历史人物身上都可以寻到，比如那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

乎”。相比西方神话更多传达的一种宿命感、宿命论，我们的主

角积极向上，不断努力提升自己、拔高自己的奋斗精神其实要

更加珍贵，这也是我在未来的创作当中会不断坚持的一点。

张小童：作为一名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是什么样

的机缘巧合让您推开了网络文学创作的大门？

血 红：我们这一代网络文学作者普遍都受到过金庸、古

龙、梁羽生等作家的影响。我们崇拜侠客，崇尚中国最朴素、原

始的侠义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侠客梦，一个

热血慷慨、男儿自强的侠客梦。比如我推崇的作家古龙，我羡

慕他身上很多东西，总之可以说是一种“潇洒”的生活态度。

1998年我考上了大学，读的是那时热门的计算机软件专

业。因为专业的要求，1999年就买了台电脑，开始学着在网上

找“资源”，其中一部分就是早期的网文。记得我最早看的网文

作品是《星战英雄》，是中国台湾的作者写的，在学校的BBS上

有人上传手打的连载，一个月更新一集。后来就有了《紫川》

《风姿物语》这些连载小说，按照现在的归类都是属于玄幻类

型的。稍微晚一点就有了大陆作者仿照写的一些作品，但是都

不成体系，作者也不出名，唯一记得的就是冰川伸的《咆哮七

海》。再之后，就有了网友翻译的外国魔幻小说，如《暗黑精灵

三部曲》《龙枪》等。那时的感触是，这些作者的想象力、对世界

的架构都太了不起了。

2003年，我在武汉和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在大学门外的居

民公寓内租了一间房。那段时间，我每天刷BBS找书看，但是在

网上能找到的书基本都没有结尾，很多作品写上很精彩的十几

章二十几章后就突然没了，从作品到作者都消失不见了，无数

情节故事、人物恩怨在我脑海中翻腾。终于有一天，我想注册个

账号，把脑子里翻滚着的那些情节故事吐出来。于是就写了第

一本作品《林克》，一本“西幻”类的小说，现在看起来除了故事

主线设计得还有点意思，其他的一切都糟糕透顶。但是想想，一

个学计算机软件的男生敢于下手写东西，已经很大胆了。

张小童：目前为止您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请介绍一下

您的创作情况。

血 红：我从2003年开始创作，今年就20年了。主要的

代表作大致有《升龙道》《邪风曲》《巫颂》《巫神

纪》《光明纪元》等。我擅长的主要是玄幻和仙

侠，十七八部长篇，大抵上就是一年多一部的速

度。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巫颂》。它在我所有的

小说中也占据了“世界观核心”的重要地位。其

他的作品比如《升龙道》发于起点，应该是网文

界最早的都市修仙文。《邪风曲》是古典仙侠文，

应该也是网文界最早的假借历史为背景的仙侠

题材小说，同样是发于起点中文网。《巫颂》首发

于17K，确切地说应该也是最早以远古历史为

背景，对远古神话和早期文明做文学衍生的神

话仙侠类作品。以上三本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后来的《巫神纪》《光明纪元》以及其他十几本长

篇各有特色，但是代表性不如这三本。我也出版

了不少实体书，有的作品做成了游戏，业绩不

错。这两年有些作品还售出了影视剧版权，最近

就刚刚有一个短篇作品的影视相关版权已经

“落地”，希望未来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

张小童：对于网络小说中的人物设定您有

哪些独到见解？

血 红：我可以做一些粗浅的阐述，但仅仅局限于比较传

统的网络小说类型。传统的网络小说篇幅普遍较大，一本书几

乎涵盖一个人物的一生。从主角的幼年、童年开始，有动辄数

百年、数千年甚至更加漫长的时间跨度。人物一生所经历的一

切就是作者要呈现给读者的故事。篇幅如此之长，时间跨度如

此之大，是什么在吸引读者不断地追读？毫无疑问是主角的奋

斗与挣扎，是主角从微末崛起，一路战天斗地不断获取成绩、

功勋和荣耀的经历在支撑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过去不少

网络小说中，作者对主角的设定都是出身较低微，层级不高，

甚者孤身一人、贫苦无倚、身处绝境，时刻面临灭顶之灾。这样

的设定可以在情节处理上让主角更迅速地进入紧张激烈的矛

盾冲突中，第一时间吸引读者。而读者也会对这些弱势的有缺

陷的、被各种外部压力、危险包围的主角的命运抱有一种焦虑

和好奇。他们会如何扭转命运？如何抗争命运的压力？如何从

绝境中转危为安？这一切都值得期盼。主角在一场场艰难激烈

的矛盾冲突中一点点补全缺陷、夯实基础，一点点强大和提升

自己。读者也会在此过程中获得足够的代入感与满足感。在配

角的设定上，这类网络小说往往喜欢将负面角色设定成高大

上的类型，让配角一出场就拥有足够的力度迅速激化矛盾、推

动情节的发展，催化主角的成长。同时这些超凡配角的出现，

也会让主角在成长旅途中拥有更大的可期待性，会让整部作

品的情节更加丰满有趣，更有吸引力。

张小童：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学对网络文学的滋养？对网络

文学的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血 红：在我看来，所谓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只是载体和

传播渠道有了差异。网络文学中比较流行的类型在古代的传

奇故事、神魔小说中也能找到对应的种类。比如还珠楼主先生

的《蜀山剑侠传》，又如卫斯理的系列小说等。如果将文学划分

为严肃文学和商业文学，或许是更加恰当的划分方式，这是我

个人的想法。网络文学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所谓的

“网络”与否，其实和文字本身的属性没有多大关系。因此保留

原本网络文学最原本的东西，仙侠也好，奇幻也好，各种类型

都保留下来，然后在类型上进行扩大，容纳吸收更多的主流的

文学样式，做大整个网络文学的规模，让更多的精英作者进入

这个行当，产生更多的精品、经典，让网络文学成为下游产业

的概念输出源头是当务之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网络文

学的从业者，从作者到编辑再到周边的一些岗位，都会提出更

高的要求。这就要求网文作者更要充实自己，学更多，读更多，

走更多的路，见识更多的市井民情以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而

编辑以及其他的相关岗位也会有类似的要求。这其中还包括

职称评定和职业道德审核、职业道德约束等问题。或者说，网

络文学下一步，应该在标准化、体系化，在评判标准、评判体系

上做出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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