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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创作网络小说的
——网络文学名家六人谈

网络文学旺盛生发，始于写作初心，成于时

代机遇，更离不开所有写作者一点一滴的耕耘。

无论是知天命的阅历还是Z世代的新浪潮，他们

眼里闪烁着同样的光芒，他们对于写作的每一点

思考都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本报联合中国作家网，推出“网络文学名家

谈写作”专题，邀请远瞳、御井烹香、囧囧有妖、三

九音域、桉柏、吴半仙6位网络文学作家，与读者

一起重温他们的写作初心，分享他们的文学理念

与创作细节。 ——编 者远 瞳

御井烹香

囧囧有妖

三九音域

桉 柏

吴半仙

网络是浮躁的，但网络文学不是
□远 瞳

网络文学正从浮躁转向沉稳，能够成功走下来的网文作
者们，也在从浮躁转向沉稳。“稳”，是让我们能在这条路上长
远走下去的基础。

“稳”，首先是写作的心态，这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网
文的创作者众多，其中不乏有一定天赋的作者，对这些作者而
言，怕的不是某一部作品成绩糟糕，或某一段时间写作的状态
差劲，怕的是没有“稳”的状态。

开书时患得患失，过于关注成绩导致心态大起大落；写作
时思考太多与作品无关的事情也容易导致心浮气躁，最终把
大量精力都消耗在跟写作无关的事情上。在自己的作品面前，
只留下身心俱疲，最终无奈选择弃坑跑路——这是很多作者
都曾面对过的问题。

不少网文作者习惯于弃坑、“腰斩”，习惯于关注开书时早
期的成绩，一旦成绩不佳，便选择弃文跑路，匆忙开启新书，新
书成绩若是再不好，就再弃再开……形成恶性循环，这样永远
没有提升的机会。

对于习惯弃坑、“腰斩”的新人作者，如果你有足够的精
力，能够支付一定的时间成本，那么我的建议是，至少先稳下
来。稳稳当当地完成一部作品，将一个故事从开端、发展到高
潮、结局完整地构筑出来，先经历这样一个创作过程，积累一
次这样“完本”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是远远大于连开七
八个“坑”的。

当然，这种完成一本书需要的不只是“硬着头皮写”。“稳”
不仅是写完一本书，更要在这个过程中主动思考，积累经验，
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如果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写作，在这个过
程中不思考、不总结，那么仍然没有得到提升和助益，这种“完
本”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浮躁。

真正的“稳”，是可以耐住性子，在相对孤独、不佳的反馈
下，仍然能够有意识地学习和训练自己，这样才有意义。

而“稳”的另一个要点，是对自己精力的取舍。人的精力是
有限的，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写作之外，那么写作的精力就注定
不够——要关注成绩，但不能过度关注成绩；要重视读者反
馈，但不能对所有的读者反馈照单全收；要和同行或读者交
流，但要避免陷入牵扯精力的纠缠、冲突，这些都是对精力的
取舍，要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作品是第一位的，在
这方面，只有作品有资格占据大部分精力，除此之外，一切都
有可能变成心态的搅局者。

一定要避免这些分散精力的东西破坏心态上的“稳”。当
然，在做这种精力取舍的过程中也要警惕落入“闭门造车”的
陷阱，这是必须注意的。

总而言之，沉淀下来，平稳心态。创作本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耐不住性子的人，是很难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基建文会是下一个风口吗
□御井烹香

基建文，顾名思义，通常指主角以重生、穿越等方式，携带
现代科学知识回到较落后的环境中，运用知识率领一地的人
民在科技和民生领域取得突破，提高生活水平的文章类型。一
旦作者采取平实的创作基调，新的问题便会随之浮现，正所谓

“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的创作需要戏剧冲突。我们可以描述
农夫的一个普通清晨，由这个场景唤起大量读者对田园生活
的共鸣，但很显然，如果把这个清晨一直重复，文章将不成为
文章。

基建文最常面临的问题是，平实的视角往往乏味而不易
引起剧烈的冲突。毕竟现实生活中，人的一生往往也在单调的
重复和有限的、无逻辑的冲突中度过。但如果我们把视角凝聚
到超常人物身上，就会发现这样小说将容易偏离重点，基建文
最主要的爽点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变化，这恰恰和主角的生活
距离很远。

一篇成功的基建文需要经常采用多视角的切换，用主角、
百姓、中层人员等多种视角观察、体会基建给生活带来的变
化，塑造一个又一个在大时代的浪潮中迎难而上的形象。这种
多视角的切换几乎是基建文的标配，一定要运用好视角切换
这个工具，来从容地掌握文章的节奏，使读者既可上天揽月，
又可下海观鲸，既能明了大开大合的政策变化和科技进步，又
能下沉到一餐一食中，观察科技进步给小民生活带来的每一
个细微改变，以及民风民俗因此产生的变化。

以拙作《买活》为例，穿越者谢双瑶的视角戏份反而比重
不大，小说以农民、青楼女子、手工业者以及饱受压迫的底层
人民为主要视角，着力描写了他们饱受禁锢、压迫的生活。其
中青楼女子与千金小姐联合逃亡，离开表面花团锦簇、实则饱
含压迫的苏州城的情节，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好评，大家对人物

命运更加关心，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这样的情感并非是宽泛描
述政策、机械塑造英雄人物所能激发的。

不过，这也给基建文的创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作者
必须拥有丰富的观察能力和经验，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各阶
层群像，使得他们的心声能被读者认可，也唤起读者的情感共
鸣。这种设身处地的功夫，要比塑造一个超凡视角或一个凡人
视角更加困难。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认知都是不同的，不能让
所有人都拥有同一种性格，又要在这些性格上塑造戏剧冲突，
维持一定的紧张感。

要培养这样的素养，需要在生活细节中多留心、多下功
夫，不能只阅读古籍资料（当然，这仍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也
要在生活中注意观察古今共通的人性，唯有彻悟人性，才能塑
造出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反应，形形色色的人物才
能立住。以冷静观察的目光留意身边因人性而起的悲欢离合，
才能把这些养分映照在文中。一旦攻克这个关口，那么一篇基
建文的成功也就近在咫尺了。

走出舒适区，打破“同质化”
□囧囧有妖

我的第一部小说《总有一天你会喜欢我》写的是一个青梅
竹马的故事，我喜欢这本书中女主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也喜
欢她失败后重新开始的坚强。这部作品虽然稚嫩却生动，承载
着我对写作的纯粹热爱。现在回过头看，会发现有很多不足之
处，因为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完全凭
借一腔热情，也没有什么技巧，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在此之后，我又创作了《你是我年少的小欢喜》和《家有萌
妻》。写完三本类似题材的小说后，我陷入了很长时间的瓶颈
期，长期写同类型小说导致了灵感的枯竭和思维的停滞。其
实，在舒适区里写自己喜欢的题材，同时读者也喜欢看，这很
省事。如果要突破，换题材和风格，那必然会有一定风险，很可
能会丢失大量读者，但如果不做改变，就一定会走向同质化。

写作单靠热爱是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的。网络小说渐渐开
始朝着精品化的方向发展，只有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才能适
应时代。我开始去思考如何提高和突破自己，同时开始研究写
作的方法。在这样的契机下，我开始构思《许你万丈光芒好》这
部作品。

《许你万丈光芒好》获得了很多海外读者的喜爱，尤其是
东南亚地区的读者。有很多人问，在中外文化差异之下，怎样
让作品也可以得到海外读者的喜欢？我想，这和小说中涉及的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这本书中提到的刺绣技法。小说由女主衣服上的花
鸟刺绣引出了重要人物宫尚泽的出场，由此展开女主新的事
业篇章，落魄设计师宫尚泽遇到自己的伯乐，在女主的支持
下，两人合力创办了“则灵”这一中国风传统服饰品牌。故事最
后，宫尚泽被好友盗窃设计稿的冤屈，也因为“双面三异绣”这
一独特的刺绣技法而洗脱。刺绣这一中国优秀的民间传统工
艺与小说剧情结合，首尾呼应贯穿全文，同时文中也以中国风
的服饰为载体介绍了敦煌、青花瓷、水墨画等具有东方魅力的
中国传统元素。

《恰似寒光遇骄阳》中的女主叶绾，我为她设置了一个比
较有反差的设定——看似外表柔弱但武学造诣极高。这本书是
我第一次尝试在现代都市背景下融合武侠的奇幻设定。中国武
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
要媒介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国外读者对中国
武术的热情由来已久，这本书中关于武学方面的设定融入了
很多中国武术的元素，武学思想也参考了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
的李小龙的武术理念——“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

从海外读者的反馈来看，这两部作品都深深地吸引了他
们。由此可以看出，用心创作、符合时代精神的作品可以跨越
文字和语言的障碍，引起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的共鸣。而这些
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知识不仅没有成为国外读者的阅读障
碍，反而恰恰是吸引他们的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后来我的作品会被译介到海
外，也没有刻意去迎合海外读者的喜好。在今后的创作中，我
会更多地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小说中，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

世界观是打开小说幻想屋的钥匙
□三九音域

我喜欢把写小说想象成邀请读者走进一个由我搭建的幻
想屋，而打开这间房子的钥匙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原本指每
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网络小说中的世界观，指的是故事设定
中世间万物运转的方式，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规则，这些规则
和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不一样，但正是因为这些规则，才会发
生一些超乎想象的故事。

什么样的世界观能够吸引读者走进小说幻想屋？怎么让
读者喜欢上这间屋子？如何吸引读者一直留在这里？这是我常
常思考的问题。

对读者来说，追求新奇，就是要光怪陆离、天马行空，比如
曾经的传统仙侠世界，通过修炼和法宝层层升级，证道飞升。
又比如玄幻世界，斗气灵力各种修炼，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
都是日常生活中无法见到的奇珍异兽。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传统的仙侠、玄幻“打怪升级”的世
界观，对读者来说已经太过熟悉，不再新奇。读者需要一些新
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一些曾经小众的克苏鲁神话体系
越来越火的原因。

我认为，新奇并不是要求作者从无到有，直接开辟一个全
新的体系流派，这么做的难度很大；我们可以在一些现有的传
统世界观的基础上，加上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奇元素，以及反套
路。比如《斩神》最原始的构架，就是在现代背景下的势力对抗。

对抗的双方，如果其中一方是人类，那另一方是什么呢？
在热血小说的基调下，我需要一个难以战胜、有神秘气息的，
能够在对抗中拉满读者期待感的对立面。我选择了存在于各
大神话传说中的“神”，书中的神明形象灵感来源于希腊神话、
印度神话、北欧神话、日本神话、埃及神话、波斯神话等各大神
话体系。

人类和神，在我们的认知中是两种差异极大的存在，通过
从小阅读的神话典籍，我们知道人类在神的面前多么渺小，神
有多么不可战胜。所以越是强烈的反差与绝望感，就越能够引
起读者的关注。

人类为什么要斩神？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斩神？这两个问题
都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其实《斩神》中不是所有的神都要斩，
代表正义力量的组织只斩威胁人类生存的恶神。在《斩神》的
世界观体系中，神和人一样，有善恶，也会遭遇精神困境。主角
既斩坏神，也在诸神的“精神病院”中治疗、治愈值得拯救的
神。“精神病院”也成为我引入小说世界观的一项创新元素。这
里生病的神明既是主角的“金手指”，也是贯穿全文的线索。

选择恶神作为反派的好处在于，我们对一些神话常识有
所了解，能够省去很多篇幅的反派威慑力构架，只要恶神一出
现，读者立刻就能体会到对立和落差，放在书名中也会引起读
者的阅读兴趣。而人类斩恶神、治愈善良的神，也体现了一种
平等。人类有惩恶扬善、向往正义的主观能动性和执行力，神
也不必高高在上，神有权利伤心和生病，也可以向人类倾诉，
这些都体现了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主人公行为的价值驱动力。

至于如何斩神，这个过程沿用了一些传统的网络小说写
法，引入超能力体系，再将其按危险级别划分，再引入境界体
系，拉开彼此间的差距。同时，我也设置了一些“小怪”，来填充
早期与中期的矛盾对立，于是从各种乡野传说中走出的“神
秘”应运而生。为了应对这些“小怪”，我构造了一条主线，来逐
步增强主角的实力，并传递出热血与牺牲的主题，由此守护国
家的组织——“守夜人”出现了。

世界观的创新本质上是构成小说世界的基本规则的创
新，规则创新之后，连带着故事的背景和人文环境也会发生变
化。我期待这种变化，也希望自己可以在尝试中打开一间间神
奇的小说幻想屋。

如何搭建赛博游戏感的小说世界
□桉 柏

网络文学发展到现在，一些流派已经相当成熟，有的流派
始于脑洞大开、灵光一闪，有的流派则直接取材于现实素材。
当看过足够多的同类型小说、电影、游戏、漫画，就会很自然地
从这些同题材作品中提取出相同的元素，作为搭建小说世界
的砖瓦。

当提到赛博朋克这个词，你能想起什么关键元素？末日世
界、资源垄断、阶层矛盾、机械科技、人工智能、仿生人、霓虹
灯……当提起游戏这两个字，又能想起什么元素？升级、打怪、
组建公会、推BOSS、收集装备……不过“游戏”这个关键词有
些笼统，网文中有“游戏文”这个单独的分类，而游戏文大多归
属于爽文或剧情流，细分之下还有全息网游、键盘网游、第四
天灾群穿等细分，这些类别的小说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其主线
大都可以简单地用三个词描述，即升级、打怪、收小弟。

元素提取，赛博朋克世界观与游戏题材组合，基本就可以
呈现一个清晰立体的世界架构。不过赛博朋克和游戏都已经
是老题材了，只是复刻元素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决定加入新
的流行元素“克苏鲁”，不管在游戏领域还是在小说领域，克苏
鲁元素都很受读者欢迎。那么克苏鲁元素都包含什么？崇高的
古神、渺小的调查员、不可直视的恐惧，诡异的呓语、不可名状
之物、疯狂……我的脑海里冒出来这些关键词。为了更好地理
解克苏鲁这个元素，我还专门去寻找了各种相关的游戏进行
试玩，扮演猎人与奇特的怪物搏杀，初步确定了如何将这个元
素融入故事中。有读者评价我的小说中异生物种描写很生动，
打斗场面也很利索、有画面感，大概得益于此。

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许多作者写作初期面临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剧情平淡，少有波折和起伏，包括我在内。
针对这个缺点，我进行了有意识的学习和弥补。写作上有些道
理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但是融会贯通却很难。

要让剧情有波折和起伏，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让主角
遭遇危机。作者需要做的就是有意识地为主角制造危机，用小
危机来铺垫大危机，并且还要赋予主角解决危机的能力，抓住
读者的心理。如果一味地制造矛盾而不解决矛盾，剧情就会有
憋屈感，读者会丧失追文的爽感。

我在和身边的作者朋友交流时，发现许多新人都会犯主
动规避矛盾的错误，例如此处剧情可以增添矛盾，却让这个情
节平稳度过了，主角的成长过于顺利，顺利到让人觉得平平无
奇。问及原因，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
盾，怕读者感觉憋屈，所以干脆就不加矛盾了。

与其说这是制造矛盾的能力不到位，倒不如说是思维还
没有转变过来，作者首先想的就是制造矛盾，接着才是解决矛
盾，而不是矛盾还没产生就开始瞻前顾后。敢写、敢想、敢做，
是优秀剧情文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入行四五载，从纯萌新到现在摸索出一点属于自己的技
巧，离不开“输入”与“输出”。输入为“看”和“听”，多阅读书籍、
多看影视作品，多涉猎不同领域，多听取意见，这是一个充实
自我的过程。输出为“写”，多写多练，不要怕犯错，而要在错误
中明白自身的不足。

时至今日，我依然在重复输入与输出的循环，也时刻保持
着谦卑的学习心态。许多时候我以为自己懂了很多，可我懂
的东西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浮于表面罢了。很幸运在写作这
条路上，有许多人与我一同摸索前行，今后的道路也与诸位
共勉了。

在我的题材转型中

“民俗文化”从未离场
□吴半仙

兜兜转转数年，我从IP类小说创作转型到现实题材。从黑
土地上的民俗故事，到天马行空的架构世界，最终又回到黑土
地上的人和事，“民俗文化”从未离场。我出生成长在历史悠久
的东北，这里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造就了形式多样的文化
艺术。不同的服饰、风俗、生活习惯，形成了东北民俗文化的多
样性和鲜明性。我从小耳濡目染，“民俗文化”深深地刻在我的
骨子里。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萨满文化，以及远古神灵崇拜。
这类文化中的神秘元素非常符合网络文学中故事要“好看”

“有趣”的特点。
萨满文化是一种原始的自然文化，有着祖先崇拜、图腾

崇拜、神灵崇拜的特点，曾长期盛行在中国北方各民族，作为
中国民俗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由此衍生的民间故事更是流
传甚广。萨满文化认为万物有灵，崇尚自然，热爱生命，信奉
善恶有报，认为自然界存在神灵，掌控着自然现象，从而产生
崇拜和信仰。但在目前一些流传的说法中，对于这些民俗文
化却有一种“妖魔化”的印象。所以我在创作时，就很想在故
事里把这些文化真实的面貌表现出来，于是就有了《东北出
马笔记》。

萨满文化的素材收集，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也只能
学习蒲松龄，四处寻找收集这些民间故事，包括亲身实地地观
摩萨满文化，从中汲取各种能够运用在创作中的元素。比如萨
满鼓、萨满神调，其实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化传承，有着丰富的
历史和文化内涵。在萨满神调中，人们通过音乐和舞蹈祈求神
灵保佑，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也在唱词中融入神话
故事、历史发展、风土人情等，包括一些警世恒言。

力图在小说中真实展现优秀民俗文化的同时，我也在光
怪陆离的故事中真实描写社会现象，揭露打着民俗文化旗号
的骗局。所以这本书也被一些读者戏称为《东北出马防骗指
南》，我想要做的就是把真实的民俗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在我看来，民俗文化贴近民众身心和生活，在增强民族认
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俗
文化和现实题材的适配性其实是比较好的。以《锦绣鱼图》为
例，小说以脱贫致富为主题，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皮画”
的生产加工细节，讲述了当代赫哲族青年通过互联网，让古老
的鱼皮画走上世界舞台的故事。这部作品也表达出民俗文化
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所独有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
我们认识历史，也可以融入现实社会生活，带动民俗文化产
业，是应该长期重视并且坚持传承下去的。

我在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所表达的精神、所传扬的人间正
道，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甚至能够帮助一些人走出人生的
迷局，这是我创作的意外之喜。回过头看，我想这既源于民俗
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是现实题材的独特价值，更是我创作这些
作品的初衷和动力。

（本版文章由中国作家网编辑虞婧采写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