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网络文艺网络文艺责任编辑：李晓晨 刘鹏波
2023年4月26日 星期三

第4期（总第21期）

科幻网文展现未来叙事的无限可能
《中国科幻网络文学白皮书（2022）》发布

浅谈中国科幻经典化的路程
□□童童 童童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网络文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拥有
上百万网络文学作家、上千万部网络文学作品和上亿
的网络文学读者，拉动下游文化产业产值上万亿元，是
影视、游戏、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源头，已
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文学和网络视听都是互联网催生的新型文艺
样式，具有相似的网络属性，都拥有海量的作者和受
众，以及强大的创作生产能力。网络文学是网络视听
的重要内容来源，网络视听是网络文学传播的重要拓
展形式。目前，网络文学向网络视听产品转化的比重
不断提高，超半数网剧改编于网络文学，超八成网络音
频小说来源于网络文学。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
上，我们要打通从网络文学创作到网络视听产品制作
的生产链条，充分发挥网络文学的内容引擎作用，实现
网络文学与网络视听的相互赋能，助推网络视听的高
质量发展。

网络文学要助推网络视听的主流化。网络文学是
网络视听产品的源头和母本，要正本清源，将正能量从
创作源头传递到下游文化产业。网络作家要坚持正确
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主流化进
程；要优化题材结构，反映美好生活，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我国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
场，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书写力度；要立足新时代，
塑造新人物，书写新气象，以网络文学的主流化助推网
络视听的主流化。

网络文学要助推网络视听的精品化。网络视听产
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提质量、出精品。网络
文学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在创作的同时能及时得到读
者反馈，修正故事走向，这种前置的试错机制以及读者
阅读量的检验机制，能帮助网络视听有效筛选优质内
容，让视听精品制作少走弯路、提升效能。我们要发挥

网络文学这方面的优势，把推出更多内容精品作为当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引导网络作家不断丰富作品类
型、创新创作手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要鼓励网络作家传承中华文脉，向经
典作家作品学习，提升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学品位；要
遵循文学创作规律，精心打磨，“降速、减量、提质”，以
网络文学的高质量促进网络视听的大流量。

网络文学要助推网络视听的国际化。世界文化强
国的突出标志，就是具有很强的文化产品输出能力。
美国有好莱坞、奥斯卡、迪士尼、格莱美、ChatGPT，英
国有强大的动画、电影和唱片工业，日本有游戏、动漫，

韩国有电影、电视剧。英美文化输出在全球市场占比
70%。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成效显著，日益
成为世界级文化现象。但中华文化走出去，单靠文字
产品的传播力、影响力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强大的视听
文化产品。我们要正视欧美文化的世界性影响，对标
国际一流文化产品，推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
网剧、网络电影、微短剧、短视频、有声书等网络视听精
品，以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
国价值。在网络文学出海经验的助力之下，网络视听
也一定能够形成蔚为大观的出海景象。

网络文学要助推网络视听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
培育造就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网络文学新力量。网络视
听的发展日新月异，亟需大量熟悉网络视听的文学人
才。要增强网络作家的IP意识，面向视听产业发展前沿，
提高IP向创作能力；要鼓励网络作家大胆创新，推动网
络文学的题材、类型、手法百花齐放；要增强网络作家的
国际视野，培养了解海外需求的国际化创作人才；要引
导网络作家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现代传媒技术最新
进展，实现文学与高新科技的融合发展；要加强选题指
南、创作扶持、作家培训，助推网络作家成长。

近期，中国作协与广电总局拟共同推出“网络文学
微短剧创作支持计划”，就是要打通文学创作与视听产
品制作的壁垒，形成完整的现代文化产业链。我们要
为网络视听产业培育一批优秀的创作人才队伍，孵化
一批优质的网络文学IP，实现网络文学对网络视听的
内容赋能，推动网络视听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格局正在
深刻重组中。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勇担民族复兴重任，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打造世界一流的网络文学和网络
视听精品，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的致辞）

网络文学要助推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胡邦胜

■创作谈

本报讯 近期，在第33届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典
礼上，《科幻世界》联合四川大学中国科幻研究院共同
发布了《中国科幻网络文学白皮书（2022）》（以下简
称“白皮书”），从内容题材、创作生态、IP等多个层面
提供了国内科幻网络文学的最新发展状况，指出科幻
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年轻人接触科幻文化的
主要渠道。

白皮书指出，在互联网这一天然具有“年轻化”标
签的活动场域中，“95后”“00后”正快速涌入科幻网络
文学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同时，科幻网络文学持续输
出优质作品，不断斩获业内重磅奖项，IP相关产业链条
日趋完善，科幻网络文学相对稳固的商业模式与健康
有序的社区文化日渐成型，科幻成为最重要的网文品
类之一，体现出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趋势。

白皮书显示，科幻网文的题材开掘也在逐步走向
深处，作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科幻元素套用，诞生了
一系列新的融合写作方向，如进化超能、未来世界、星
际文明、超级科技等多个子类别，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
阅读期待。科幻网络文学还受到传统文学界、科幻文
化界青睐，越来越多科幻网络文学作品凭借其创新性
与趣味性，荣获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

近年来科幻网文作家爆炸式增长，年轻化、学历高
的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22年共计有超4.2万的起
点作家创作了科幻网络文学，其中，首次创作便选择科
幻题材的作家72%为“00后”，约超7成的科幻品类签
约作家为本科在读及以上学历；广东、江苏等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以及四川这一中国科幻重镇仍然是新增作家
分布最多的几个省份。

在读者生态方面，白皮书指出科幻网文正在成为
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网文品类。以起点为例，自2021
年起，月均有近半数的读者追更科幻题材网文，2022年
科幻品类阅读用户数量相较去年同比增长39.73%，位

居起点全品类题材中阅读用户增长首位。消费能力强
的读者也有着更强的付费意愿，2022年，起点科幻品类
的付费用户规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近118%，付费阅读
转化比高达25%，均为起点全品类网文题材的第一名。

科幻网文的IP开发方面，许多热门科幻网文被改
编为有声剧、动漫、影视剧。海外输出方面，一批经典
的国产科幻网络文学亮相国际平台，成为中国文化出
海浪潮中的“弄潮儿”。2022年，以《地球纪元》《第一序
列》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幻网络文学作品首次被收录
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超级神基因》《超神机

械师》等科幻网络文学也入选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
2020、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海外传播
榜”，凭借上乘的创作质量与鲜明的审美个性在北美、
东南亚等地区“圈粉”无数。

“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在国家、社会和平台等各
方的引导和扶持下，中国网络文学形成了题材、类型多
样化的内容格局，在书写“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想
象”的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作为当下最重
要的一种网文品类，科幻网络文学展现出“中国式现代
化故事”未来叙事的无限可能。 （刘鹏波）

本报讯 近期，首届中国“网络科幻”高端论坛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江苏省作协原党组书记汪兴国，南京市委宣传部二级
巡视员颜一平等出席活动。开幕式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杨发孟主持。

朱钢说，近年来网络科幻发展势头迅猛，成为网络文学的重要景观，开拓
了中国科幻文学的路径和趋势，也为网络文学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新动
力。互联网进入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快速发展，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
广阔的视野和强大的想象力，“网络+科幻”具有独特的共生性和融合度。希
望网络科幻在科学上下功夫，努力向科学审美出发，为科学技术赋予温暖的人
文关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进行叙述，让网络科幻有更丰富的中国叙
述、更全球化的世界表达。

汪兴国表示，中国科幻文学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江苏省作协也非
常关注科幻文学的创作和发展，通过设立“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科幻悬
疑类奖项，发现和推介优秀科幻文学作品。期待科幻作家通过科幻的形式描
摹和记录伟大的时代，反映这个时代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和美好向往。

论坛上，网络文学作家、传统科幻作家和批评家围绕网络科幻的发展与前
景、“科幻+玄幻”的结构性探讨、纸媒科幻和网络科幻的互动等议题展开讨
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执行副主任李玮作总结发
言。她表示，科幻与数字文明、人工智能的冲击息息相关，网络科幻是社会变
动在文学中的反映，本次论坛是中国“网络科幻”辉煌和腾飞的再出发。（苏文）

本报讯 4月21日，阅文集团与上海图书馆举办“书香上海 阅读全球”主
题合作发布会，宣布百部网文及IP作品入藏上图，并共同开启“数字阅读周”
等系列读书活动。

发布会上，上海图书馆与阅文集团宣布，103部网络文学作品以数字形式
入藏上海图书馆，内容横跨网络文学20余年的创作历史，既有《上海凡人传》
《上海繁华》《都市赋格曲》等展现时代风貌的上海故事，也有《吾家阿囡》《择日
飞升》《巫神纪》等展现传统文化底蕴的作品，还有《灵境行者》《黎明之剑》《机
动风暴》等融合理性与想象力的科幻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庆余年》《赘婿》
《斗破苍穹》《星辰变》等14部阅文IP改编的动漫、影视作品入藏上海图书馆。

发布会现场，上海图书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阅文集团共同发布了
《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阅文新增用户
中66%的读者为“95后”，累计评论量超3000万，累计阅读时长超过20亿小
时。根据阅文集团旗下QQ阅读数据，近12个月来，93%的Z世代读者阅读
了至少一本书，年平均在读书籍超11.7本。

报告显示，青春文学、经典文学、心理学、传统文化读物、科幻成为Z世代
最爱的五大出版书籍类型。其中，《龙王：世界的重启》《鲁迅全集》《自卑与超
越》《论语》《三体》成为年轻人最爱的对应类型读物。科幻网文成网络文学
2022年度题材，近70%的科幻读者年龄小于30岁，2022年阅文Z世代阅读人
次TOP3网文为《灵境行者》《夜的命名术》《深空彼岸》，均属科幻题材作品。
报告还指出，网文出海已经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Z世代用户占
比75.3%，美国读者最多，巴基斯坦读者增速最快，“中国”相关词在海外评论
区热议超15万次。

阅文IP宇宙装置艺术展同期展出。未来，阅文与上海图书馆还将在网文
出海方面合作，依托“上海之窗”共同推动优质网文作品的海外推广。

（沪 闻）

“网络科幻”已成为
网络文学重要景观

百部网文入藏上图
Z世代成数字阅读主力军

本报讯 4月12日，中国网络作家著作捐赠仪式在中国
现代文学馆举行。4位网络作家蒋胜男、烽火戏诸侯、天蚕土
豆、紫金陈，分别将各自的网络文学作品《天圣令》《雪中悍刀
行》《元尊》《长夜难明》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参加捐赠仪式，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
馆长王军、副馆长计蕾接受捐赠，并向捐赠人颁发入藏证书和
纪念品。

“此次入藏，对于激励和引导网络作家进一步提高创作质
量、实现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何弘表示，
4位网络作家著作入藏现代文学馆，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网
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发展成果显著，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当
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

据了解，本次捐赠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次举办的网络作家
著作捐赠。仪式结束后，大家还一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常设
展览、现代作家书房展，并观摩馆藏珍品。 （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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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之子》是一本尝试之作，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
对一个酷爱科幻作品的作者而言，这次尝试充满了对未知探
索的勇气，对我个人而言，创作上没有任何遗憾。

自《弗兰肯斯坦》以来，科幻小说或者说科学罗曼司作为
重要的文学类型登场，经历了黄金时代、退潮与复兴，最终成
为一种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富有生命力的流行文体。在
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科幻小说仍然会继续保持其活力与
创造性。

我觉得这种活力和创作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源自
人类本性的对未来的幻想与恐惧——这造就了科幻小说乐
观与悲观的二元性，这种对未来的幻想和恐惧是多层面的。
比如我创作《月球之子》时，主角之一的裴思海表面上有宇宙
恐惧症，面对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对人类未来感到迷茫；但
是人类最伟大之处也在于此，不怕挑战，不惧困难，充满了求
知欲和探索心，即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看到一点光亮。
二是人类不可知与不受限的想象力。正如威尔斯所说，科幻
小说是针对现实的幻觉，实际上实现的是历史小说的效果，
是作家站在更高维度创造的更高形式的小说。

当确定了科幻小说的两大价值之后，作为中国科幻文学
创作者，就能够清晰地明确自己的立足点与方向，为创作出
真正科幻经典作品做好认识论上的准备，但科幻小说创作仍
然要受到前人与读者固定认知的桎梏。在这种有限的无限
中，如何创造出脍炙人口的流行与经典，同时做到娱乐性与

思想性的统一，需要勇敢的想象力，以及将想象与现实、人性
相结合的方法与能力。

我觉得科幻小说成功的一大要素是科技概念，想象出读
者认知内能够自圆其说的、全新的概念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到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莫不如
是。近一点而言，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的如《三体》中的“二
向箔”。

而在科技文学范畴，小说家与评论家们常有软、硬之
争。早期类型文学发展中，代表着技术推演的硬科幻似乎更
受到推崇，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与海量作品的堆积，基于现实
科技而产生的相对比较硬的概念在竞争中陷于颓势。事实
上，哪怕是科幻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阿西莫夫，本身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也是专业的科普作家，但在科幻
创作领域，他最为人所知的两大概念“银河帝国”与“阳电子
脑机器人”，与他的技术背景毫无关系，也并非基于当时乃至
于现有科技可以推演的结果。在信息爆炸的当代，几乎已经
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全新的、宏观的科技概念，科幻小说
的创作也开始围绕基于热点性的几个原点概念来创作，比较
典型的就是时间旅行与宇宙探索。

在这种前提下，科幻小说的价值更多体现于科技概念与
现实相结合的能力，在虚幻的想象中呈现真实的人性与情
感、矛盾与冲突，让人忘记这是一个假想的世界，开始随着作
者的笔触而深入思考。科幻小说可以是细致入微的情感叙

述，也可以是可歌可泣的史诗。这需要倾注作者的情感与思
想，在一个完整故事之下，奔涌的是何种价值观与情愫，这种
价值观能否得到读者的共鸣，这种情愫能否打动人的心灵，
才是文学价值的根本体现——只依靠一个“概念”的噱头，便
得到追捧与吹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科幻小说更多将回归文
学的基本面。

身为作者，本身就应该要有广泛的阅读量。如果是科幻
作者，更需要阅读历史。众所周知，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来
自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海因莱茵的《星船伞兵》来自
他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纳粹的反思，罗杰泽拉兹尼的《光
明王》来自对印度与佛教文化的重新解读。中国科幻要走出
世界科幻的类型枷锁，创建出自身的派别与类型特征，从而
诞生经典，同样需要从文化根源与民族性中汲取养分，这样
才能摆脱对西方科幻作品的拙劣模仿，从而定义自我价值。
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推理小说自欧美本格推理中涅槃重生的
过程中找到一丝可参考的模板——从模仿西方创作的江户
川乱步、横沟正史，到初步找到自己创作道路的松本清张等
人，再到彻底确立日本推理文学特色的宫部美雪、东野圭吾，
以及不断涌现的结合日本民俗的京极夏彦、三津田信三、乙
一等新一代推理作家。

中国科幻创作的经典化，也必须经过这样艰辛的路途。
我们还不能忘记老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的精气神，例如郑文光
的《飞向人马座》，尽管年代久远，但其中透露的中国人的精

气神是我们科幻精神的溯源。
《月球之子》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准确地说，是在中

国作协的鼓励下，一次勇敢的尝试。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作
者在探索更多的创作手法，挑战更广阔的创作题材。我也
相信，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科幻作
者们，一定会面向世界文学，给全世界的读者带来更多的
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