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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影视如雨后春笋在我国
蓬勃发展。经过2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网络影视
行业已成为文艺创作领域的一支大军, 实现了由
粗粝奔放向求精创优的深度转变，成为新时代中
国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网络影视行业精品不断涌现，在艺术
创新、市场传播、思想引领、文化和社会价值挖掘
等层面开展了极具创新性的文化创意实践。与网
络影视观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一
样,网络影视评论也越来越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思想表征。树立经典精品意识，坚持
内涵式发展，着力提升网络影视创作的生产水
平，不仅是网络影视发展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文化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此，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教授张智华主编的《网络影视精品选
评》一书以近年来口碑、市场表现俱佳的热门网络
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网络短视频精品案例为
线索，结合网络时代网络影视的发展变化，进行精
品价值的探析，总结精品作品的特点，并对其发展
趋势做出了相应预测。该书的出版对于繁荣网络
影视文化市场，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培养影视学科及新闻
传播学科专业人才正确的网络影视观和艺术审美
鉴赏力。

《网络影视精品选评》全书共计30万字，分为
四章，条理清晰，内容翔实，理论阐释与精品案例
分析结合得当。第一章选取了《硬汉枪神》《网络
谜踪》《超能灭赌师》等10余部精品网络电影案例，
分析了中国网络电影的新特点、形态特征、符号建
构、跨媒介叙事、精品化探索实践、青年亚文化读
解等内容，同时对网络分账电影这一新型网络电
影的合作模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第二章选取了
《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长安十二时辰》等20余
部精品网络剧案例，论述了中国网络剧的现状、文
化内涵、传播机制等内容，对悬疑、刑侦、青春、奇
幻等热门网络剧题材分别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厘
清了网络剧类型和题材的部分范式，同时也评述
了竖屏网络剧、网络互动剧等新兴网络剧形态，展
现出网络剧更灵活、更沉浸的网络媒介特点。第三章选取了
《奇葩说》《吐槽大会》《奇遇人生》等10余部精品网络节目案

例，对其叙事特点、创新发展、视听传播进行了探
讨，尤其突出了精品网络节目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起到的作用。第四章以精品网络短视频为例，
挖掘其媒介形象及文化传播意义，探讨了中国乡村
题材短视频的精品意识。整体而言，全书选取的网
络影视作品案例具有精品意识，对网络影视内涵的
分析体现出了深刻的理性思考。

在网络影视盛行的时代氛围下，《网络影视精
品选评》一书彰显了当下网络影视评论的细致和
敏锐，对网络影视作品进行了点评与修正，同时也
丰富了网络影视的理论内涵。该书最大的特点在
于凸显了网络媒介批评的时代精神，即融合网络
影视作品的平民意识与专家学者的精英文化属
性，具有立场的平民化与理论的简约化。当下网
络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良莠不齐，《网络影视精
品选评》一书注重网络影视文化自身的特点，保持
了正确的方向。作者认为网络影视作品需要明确
定位和方向，不盲目追求高成本、大制作，应当扬
长避短，强化叙事能力，秉承现实主义精神，注重
提升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走精品化道路，创作上
坚持创新，突出艺术独特性，注重挖掘更长期的效
益和口碑。优秀的网络影视作品应当是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应当做到思
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同时，接受端
的多元化、庞大体量以及新的审美接受趋势对网
络影视的发展有直接影响。该书对网络影视发展
的传播和用户群体以图表、数字的方式进行了认
真分析，多次提出了“网生代”是影视艺术的观众
主流，并且深刻影响了影视艺术的审美趣味和艺
术创作。

网络影视作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讲好中国故事中
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网络影视精品选评》是对
我国网络影视产业长期研究和积累的产物，具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促进当代网络影视文化的发
展。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网络影视精品的价值，
更能认识到当前网络影视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
展趋向。发挥网络影视的评述价值是中国网络影
视健康发展的指南针，《网络影视精品选评》有利

于在新旧媒体的分化与融合的进程中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
与人民群众产生共鸣，切实做到“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清扬婉兮：现实题材展现了网
文创作的多元和深广

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现实题材网文创作的作
家，过去我常常感到，一提起网络文学，大家就
会想到玄幻、宫斗、仙侠等题材，并冠之以“草根
文学”“快餐文学”等标签，又因网文创作门槛较
低，很多作品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近些年，现实题材的创作热潮让广大读者
看到了网络文学创作的多元和深广，不仅拓展
了网文创作的新天地，甚至也打开了传统文学
暂未触及的表达方式。

在我看来，网络文学更注重故事性、娱乐
性、互动性，而传统的文学创作更注重思想性和
文学性。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大众文学
趣味和精英文学观之间的冲突，用作家木心的
话说，是“水手”和“船长”阅读喜好的不同，但说
到底，两者都是文学，只是载体不同，写在纸上
和发表在网络上并没有本质区别。现在，随着
网络文学创作的精品化趋势越来越强，注重思
想性和文学性的网络文学精品纷纷涌现，相信
不久的将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也会
越来越模糊。

近年来，我一直从事现实题材网文创作，有
多部小说推出。我想做一个在虚构作品中说
真话的作家，也有多部作品出版和获奖，《有
喜》《爸爸不是超人》《春天的薇薇安》等已经售
出影视版权。其中，《有归》是我在番茄小说平
台的首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因意外事
件穿越时空，遇到了40年后老年的自己，展开
一场心灵之旅，并进行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本
书着力描写了未婚未育女性群体的养老生
活，旨在探讨和反思婚育问题的现实意义，是
一个轻喜剧电影的体量，也希望能顺利实现
影视化。

这几年，番茄小说的发展迅速，流量大、读
者活跃度高。《有归》自连载以来，受到不少读
者好评。为了避免老年主题过于沉闷，该小
说主打诙谐的轻喜剧风格。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有位读者每一条评论都以“哈哈哈”开场，
让我非常欣慰，认为作品达到了预期的轻喜
剧效果。

回顾十数年的写作生涯，于我是一个打破
和重塑的过程，是一个从自我否定到找到自
我的过程。我觉得写作让我的人生更加丰盈
饱满。在写作中，我收获了自信、坚定、快乐，
这些东西是千金不换的。我也逐渐完成了从
随机的写作、自我的写作到为人民、为时代而
创作的蜕变，期待网络文学未来不断精品化、
主流化，把握住时代契机。

月关：与读者的互动能给我们
带来极大的满足与喜悦

从2006年到现在，我已经写作了17年，加
起来大概写了有3000多万字的作品，算是网络
文学界一名老作者了。有幸的是其中一些作品
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包括我的处女作《回到明朝
当王爷》，还有《锦衣夜行》《夜天子》等也被改编
成了影视作品。2022年，我与番茄小说签约，
开始了新书《莫若凌霄》的连载。这部小说同样
是我擅长的历史题材，很高兴能在新的故事里
和更多读者交流。

很多人问我，写网络小说和传统写作有什
么区别？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网文作为一种连
载性强、与读者即时互动性强的创作模式，对故
事性的要求极高，不仅整部作品不能平铺直叙，
每一章也都要有丰富的故事性，这才能吸引读
者。传统文学要全部创作完成才能出版，即便
故事的某一章写得不够精彩，也不会影响读者
购买并阅读。网络文学作为连载作品，则必须
时刻保持故事的精彩度，才能让读者愿意追文
并一直读下去。对于所有的作者来说，这样的

创作模式都会是一种挑战。
现在，技术的进步也让作品的推广和传播

拥有了更多渠道，同时也让情况变得更加复
杂。在新时代进行网文创作，实际上是作者、读
者、编辑三方共创的过程。编辑也会把精力放
在对作品的分析中，判断作品大纲，不断优化改
进内容。他们需要阅读大量作品，同时每天都
在研究作品、作者和读者，希望可以帮助作者在
作品创作上少走弯路。

对于平台，我还有一点比较看重，就是作
者与读者的互动。我是一名老作者，也曾获得
过网文界的最高荣誉，应该说在心态上已经是
处变不惊了。我热爱创作，喜欢与读者互动。
进入手机阅读时代后，最初由于屏幕界面小
影响互动，但现在手机端也有了更便利的作
者与读者互动的工具。我在重阅自己发表的
内容时，随时可以就某一段内容看到众多读
者的发言，并与之互动，这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与喜悦。

我很感恩这个时代，感谢科技的发展给我
带来的机遇。我本来是一名金融行业的从业
者，是互联网的出现、网络文学的出现改变了我
的人生，使我成为一名成功的专职创作者，让我
的爱好和工作完美地合而为一，并且在创作过
程中拥有了许许多多欣赏、支持我的读者，人生
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岁月神偷：写作让我的人生焕
发生机

2020年5月，我开始动笔写作《我祖父是朱
元璋》这部网络历史小说。那是一部以明朝初

期为时代背景，表现祖孙温情的故事，也是一个
现代人融入历史浪潮的虚构故事。2021年1月，
这部作品开始在番茄小说连载，目前已经更新
了420余万字，有51.9万人在读，光是评论就
有18.6万条。在下笔前，我从没想到它能这么
受读者欢迎。可以说，阅读和写作已经深刻地
改变了我的生活，每天坐在电脑前，想象然后
描摹出那个时代的故事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
分……

走上写作的道路之前，我是一个南下广州
经商的生意人，经历过事业的上升，又突然在
巅峰时期下坠，乃至一无所有、债务缠身。有
一段时间，每天都要亏损一万多，我焦虑得开
始自我封闭。我在想，好好的人生怎么突然间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又
该怎么办？

好在，事业低谷时闲暇下来，我开始拿起
笔，让自己的日子踏实、充实，不再自怨自艾。
没想到的是，人生的转机也在于此。原本我负
债累累，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在番茄写
作给了我再一次年轻并且拯救自己的机会。“靠
文字谋生”是我很久以前对自己人生的设想，没
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居然实现了。在写作上看到
希望后，我开始好好地谋划自己的职业前途。
每天下班回家，我放弃一切社交活动，低头写自
己的作品。

写作让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更让
我重燃了少年时的梦想，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
路。最大的成就感在于，在番茄平台连载写作
让我收获了几十万的读者，也收获了成就感、自
信和希望。当然，写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
可能比我之前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积淀。最初我
写的是一个都市题材的故事，写到15万字都还
没有签约，这一度让我心慌，到后面才去写历史
题材的故事。为了写《我祖父是朱元璋》，从《明
实录》《明史讲义》到《朱元璋传》等，我至少仔细
查阅了20多部历史类著作。

其间，最让我难忘的经历是遭遇抄袭。网
文抄袭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顽疾。作为一个新
人作者，遭遇侵权之后除了气愤，并不知道该如
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幸，我所签约的平台给
了我很大的支持，帮助我获得了本该属于我的
赔偿，这让平台所有的网文写手都认识到平台
维护作者权益的决心。

我一直觉得，我是幸运的。写作让我重燃
了少年时的梦，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路，让生活
变得有希望。我通过故事收获了几十万的读
者，更是得到了几十万个朋友、几十万份爱。我
想对大家说：“世界是公平的，只要有梦想，永远
不会老；只要有梦想，永远有舞台；只要有梦想，
就会成为主角。”

宁雨沉：读者给予了我创作的
力量

我是1999年出生的辽宁女孩。2014年，
我开始写第一部网络小说，当时自己只有15
岁，写了有30多万字，从此走上网文创作的道
路。来到番茄小说是2021年，当时特别想写一
部校园题材作品，确定题材、写好开篇、投稿，很
顺利地过稿后，我和番茄小说的故事就此展开。

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见野》，讲的是男女主
人公从校园走向婚姻，双向救赎，成为彼此的光
的故事。目前小说已经完结，共44.7万字，很高
兴作品受到了读者们的喜爱，在平台有超过7万
网友点评，打出9.5分，最高在读人数超过47万。

我记得最初之所以选择在番茄小说连载作
品，是因为它的包容性比较强，如果不怕失败，
什么题材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对如今相对小众
的校园题材小说来讲难能可贵。

在网络小说平台连载和传统写作不太一样，
通过平台，作者与读者频繁交流，可以更快地得
到对作品、情节的反馈。《见野》连载之后，越来越
受欢迎，在读人数、评论人数不断增加，让我很有
成就感。我很喜欢了解读者们的想法，每当有

“99+”条消息时，我都会很开心。因为小说内容引
起了读者共鸣，代表我的想法得到了读者认可。

《见野》这部作品算得上是我追逐梦想途中
一个小小里程碑。写书多年，终于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第一部实体书。我有自己的抖音账号，《见
野》改名时发布了一条抖音视频，没想到之后陆
续收到了很多出版社的私信，后来在番茄小说出
版编辑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签约并出书。如今
我看到自己的书摆在书架上，特别有成就感。今
年是我在番茄的第三年，我又“开”了新书，依旧
是校园题材，讲的是一个伤痕累累却依旧坚强生
活的女主的青春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多年来，写作让我接触了很多可爱的读者，
他们无条件地爱着我和我笔下的角色，在我每
一次觉得疲惫的时候，给予我坚持下去的力
量。我也会收到很多读者的私信，每当看到他
们的经历和我创作的内容重合，像我笔下的主
角一样坚强勇敢时，我就会觉得我创作的作品
是鲜活的，有存在价值。

写作让我们找到了自己写作让我们找到了自己■聚 焦

近年来，女频网文中涌现出一批
以人设为核心的新类型。有的学者借
用东浩纪在讨论日本轻小说时提出的

“萌要素”等相关概念，认为人设是一
种从独立于一切文艺作品的“萌要素
数据库”中抽取“萌要素”拼贴而成的
创作人物形象的新手法。

人设即人物设定，最初是动漫游
戏设计里的一个术语，意指动漫游戏
作品中人物在立绘风格、性格、技能、
装备等方面的设定。对于游戏或动漫
来说，人设是吸引玩家的重要法宝，同
时也是团队内部沟通必要的工具。现代
游戏产业多倚靠团队合作，一个角色从
概念到实装，往往要历经数人之手。在
此过程中，人设的存在可以帮助经手的
每一位团队成员正确拿捏角色的特征，
共同完成创作。简单地说，人设就是具
体角色的锚。

在网络文学出现以前，已经有一
类写作非常依赖人设对于角色的锚定
作用，即转化型写作，又称二次写作，
指的是在已经成型的叙事文本基础
上，利用原作中的人物、情节和背景等
元素，讲述新的故事文本的写作行
为。转化型写作的类型多种多样，本
文关注的是利用原作角色讲述新的故
事这一特定类型。例如，鲁迅的《奔
月》就是对嫦娥奔月这个神话故事的

二次写作。神话中，嫦娥的丈夫后羿
是射日的大英雄，而在鲁迅笔下，后羿
却变成了一个只能射乌鸦来做炸酱面
的贫穷猎户。能够让读者将神话里的
英雄和猎户联系起来的除了名字，就
是后羿射日的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
认同，鲁迅想借此文表达的复杂情绪
才能够顺利传递给读者。

网络文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数量繁
多，其中也包括各种形式的二次创
作。二创的数量持续增长，人设所链
接到的文本也会越来越多。所有的互
文文本都会被纳入同一个人设中，粉
丝社群则会共享这一切。甚至有人
说，一群人开始讨论某部作品的时候，
二次创作就开始了；当人们对原作中
的角色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人设实
际上也就产生了。

网文创作的人设转向，正是在网
络文学的文本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出
现的。假设有一篇网文的主角人设是
由A、B、C三种要素构成，当读者看到
该人设的A属性时，同样包含A属性
的无数个其他人设的印象就会被无意
识地浮现出来。属性B和C也是同
理。人设中包含的海量互文文本能够
在瞬间调动读者以往的阅读经验，也
包括这些人设所属的人物曾在故事中
给读者带来的兴奋与感动。单独孤立

的人设是乏味干瘪的，读者对空洞的
人设不感兴趣，他们兴奋是因为人设
激发了对所有互文文本的印象。人设
的完成要靠无数其他网络文学文本的
支撑，以及读者的想象。因此，人设实
际上是一种高效的情感触发器，可以
使网文作者免于学习和使用复杂的环
境描写、气氛渲染等传统小说中常用
来激发读者情感的手段，简单直接地
抓住读者的心。

无论是在游戏公司内部合作的情
境中，还是在转化型写作的情境中，人
设都只是人物的从属，主要起到锚定
作用。而在以人设为主的网文创作
中，网文作者们反过来利用人设作为
互文文本触发器的功能，使得人设型
角色能够高效率地捕获读者的喜爱。

由于人设只是互文文本的触发
器，所以它本身并没有能力单独地成
长为人物。相反，一个成功的人设背
后需要过往诸多具体人物的积累。人
设作为一种塑造角色的方式，具有显
著的短平快的特点，符合互联网发展
的趋势，会被网文作者普遍采用也就
可想而知，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手法并
不天然就会降低角色的魅力，作者依
旧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人
设的基础上创作出深刻的、立体的人
物形象。

我们为什么会被
网络文学中的人物吸引

□徐艳婷

作为综合性的电子阅读平台，已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选择在番茄小说上进行网络文学创作，书
写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阅读和写作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在用自己笔下建构的世界
影响着更多的人。4位番茄平台的签约作者希望通过他们的自述，与读者朋友分享他们对时代、阅
读和网络文学的一些思考心得。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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