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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改编电视剧继续探索属于自身
领域的叙事风潮，将绚丽多彩的文字想象融入视觉的盛
宴。从古装玄幻到现代都市，多元的素材搭配多样的视角，
这一年作品纷至沓来，各具特色。在文学与影视的交汇之
处，我们看到了创新与经典的碰撞、情感与理性的较量。视
觉媒体时代下，网络文学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电视
剧如何与时俱进，把握网络文学的精髓？年终盘点既是对
网络文学作品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网络文学电视剧改编方
向的思索与感悟。

现代现实题材：破圈与落空

整体来看，今年现实题材的都市剧无疑是破圈成功的，
但如果从口碑和反馈来看，破圈成功不代表成功破圈。在
优秀的职业影视剧中，我们可以沉浸式地借由角色之眼目
睹行业运转的基本规律，并随着剧情游走于以职业为中心
延伸出的社会空间，这种体验既包含了现实性，也包含了知
识性，甚至在这两者的基础上颇有教育性。

纵观今年的现实都市题材改编剧，我们不难看出创作
者对艺术理想的追求，既有对职业剧的深耕细作，也有立足
于不同职业的多样化尝试。精彩之余着实有不少遗憾，从
不够真实到脱离现实，从职业细节到职业图景，今年的网文
改编电视剧市场很难说给出了足够让观众“喜闻乐见”的作
品，都市职业剧外壳下该讨论怎样的现实，无疑需要创作者
们持续思考。

当代网文改编剧对职业群像有了更丰富的呈现，编剧
对职业嗅觉无疑是敏锐的。改编自《一座城，在等你》（玖
月晞）的现代情感剧《我的人间烟火》展现出的消防队员形
象，既包含了作为主角的宋焰，也包含了整个消防小队构
成的消防员群像，其中不乏专业的消防救火场景和职业守
则展示。与此同时，这部剧备受争议之处恰恰也是消防员
身份而产生的诸多细节上的瑕疵，无论是以灭火器为“浪
漫爱”道具的细节，还是消防员职业标签下男主性格的刻
板化处理，都使这部破圈之作在真实性和职业性上构成了
双重失落。同样，年底播出的改编自《错撩》（翘摇）的都市
言情剧《以爱为营》在女主职业塑造上也颇具争议，在越来
越多的都市职业者将恋爱与工作分开的现实语境下，《以
爱为营》中的女主角作为一位财经女记者，不断以性别话
语代替专业话语，构成了一场与大众情感相悖的“逆流”，
郑书意不断将恋爱与工作糅合，让职业剧专业性消解的同
时也让观众难以从中找到角色在职场上的高光，更难以与
主角共情。职业剧特有的魅力在于读者对于现实职业人
生的好奇，好奇之下产生的代入感与共情让职业题材的电
视剧具有重要且独特的价值。改编自吉祥夜同名小说的
《听说你喜欢我》、改编自《只因暮色难寻》（御井烹香）的
《暮色心约》、改编自耳东兔子同名小说的《三分野》虽然以
多元化的职业人设作为剧作的重要标签，然而落到情节
上，主线依然是男女主相恋过程你来我往的详尽展现。种
种出圈与不出圈的作品，让我们不免担心都市职业剧的叙
事重点是否过于偏颇，重情之外的职业之“理”显然更需要
当代文艺去书写。

浪潮之下，改编自柳翠虎同名小说的《装腔启示录》显
示出其可贵之处。《装腔启示录》中的男女角色通过足够真
实的细节还原了当代都市白领对于“装腔”的信仰，也刻画
出都市男女“装腔”之下的疲惫与不忿。剧中借用主角之口
说出“烧仓房”的比喻，提出了对于职场权力、性别权力结构
的质疑，更是让整部剧有了高光时刻。《装腔启示录》虽然依
旧以“爱情”作为疲惫都市心灵的阿司匹林，但证明了这样
的编剧思路的确可行：与其编织脱离大众共情范畴的粉色
泡泡，不如戳破幻象直面残酷真实，哪怕面对真实，影视剧
给出的仅仅是一句或几次叩问，也比预设和虚设的回答更
胜一筹。

古装玄幻题材：创新与架空

古装类题材作为网文改编的重要类型，无论是仙侠玄
幻剧还是古装偶像剧，2023年的改编作品都在去年热门
作品的基础上尝试新的突破。2022年《苍兰诀》的成功，
点燃了观众对宏大背景下身份反差的人物之间相互拯救
故事的共情，今年多部作品延续仙侠玄幻题材“爱一人”与

“爱苍生”的矛盾冲突，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构建的经典
轮回情节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精品化制作。改编自藤萝
为枝小说《黑月光拿稳BE剧本》的《长月烬明》在数据层面
无疑是成功的，故事的结构以神女对于魔神的拯救为主
轴，主角团在三界轮回中开启多个身份副本，女主背负灭
族之恨穿越时空，不惜克服万难以爱拯救苍生，达成这一
目标所依托的方式是以爱感化“魔神”男主，以私情的完满
促成天下的太平。这样的剧作结构无疑极富野心且荡气
回肠，然而其中情感的转化是否自然？情节承接是否合
理？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较于强调灭世与救世的
《长月烬明》，改编自九鹭非香同名小说的《护心》对宏大叙
事的追求相对较弱，设定也从男女主皆为“神魔”强者，变
为肉身皆有缺陷，需要互相补足、共同成长的“弱者”设
定。从双强到双弱，新设定下人物的成长弧光与情感变化
双线并进，结局“舍一人”而“救苍生”的选择，不失为一种
更具现实意义的处理。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改编的周期长短不一。2023年的
改编作品中，《一时冲动，七世不祥》（九鹭非香）、《尘缘》（烟
雨江南）等是10年前的网文，《重紫》（蜀客）原作完结的时
间也与《花千骨》相近，能否把握好经典旧文内涵的华点，并
使其适应于当下的电视剧形式，是当下改编剧面临的挑
战。《七时吉祥》的改编将原著的重点分散，试图在仙侠“无
限流”之外构建更宏大的“阴谋与爱情”。在原著中，“七世
轮回”的副本相对简单，包含着丰富的日常，也因为这些日

常点滴的累积推动着主角的情感发展，让永生不死的“仙”
逐渐体会到凡人凡心之“爱”。在电视剧的改编下，历情劫
的天仙配故事增加了更多的“阴谋”与“悬疑”，循环的恋爱
副本被万年前的仙界阴谋所笼罩，结局看似完满的有情人
终成眷属，也随之变得不确定起来。《重紫》的改编思路与
《七时吉祥》相反，贴近原著师徒恋的同时，不断强化这一设
定下男女主的行为模式：师父强大而包容，徒弟愚笨但率
直，本应充满禁忌的设定被弱化为男强女弱的甜宠模式，伴
随着突然转折下的“生虐”，时隔数年唤起观众对于《花千
骨》的记忆，也让观众很难再次接受这一没有进步的玄幻恋
爱观。《星落凝成糖》改编自一度君华的同名小说，将“错嫁”
故事旧瓶装新酒，单纯讲好性格迥异人物的恋爱故事不失
为一种深耕方法，利用喜剧元素消解仙侠叙事中的宏大悲
情，反而使得叙事在反差中见出新鲜感。

仙侠电视剧被视为网络文学尤其是女频小说的重要成
果，纵观今年的仙侠玄幻改编，“仙”的奇观也许通过不同妆
发、特效的加持，力图避免同质化，然而当真的“心系天下”
的“侠”之义难以落到实处，对超凡者的想象脱离不了“恋
爱”范畴，仙人神魔的世界被架空的同时，“恋爱”故事本身
也会越来越重复乏味，纵有奇观美学上的成功与东方画韵
下的境界构筑，但故事本身的新意和伦理上的新思，也许是
古风仙侠玄幻未来更应该重视的方向。

2023年的古装偶像剧虽然逃不开经典套路和故事模
型的“影响的焦虑”，形式上的新变无疑是丰富的。刻画古
代日常生活方式更加游戏化的《田耕纪》，更加大胆地将男
女恋爱与战争权谋结合的《长风渡》《乐游原》，更加丰富多
元的人设背景的《宁安如梦》《为有暗香来》……这些创新
都使得今年的古装偶像剧在以“谋爱”为中心外，展示出更
多私情外的思考。改编自《重生小地主》（弱颜）的《田耕
纪》一次性将网络文学中的“种田”和“游戏”元素吸收进电
视剧，无疑形式上探索了一大步。编导的野心也没有流于
形式。哪怕游戏化的“种田”进入故事，男主和各大亲戚角
色都被设置为NPC，《田耕纪》中的宅斗故事依然充满了现
实的沉重感，以至于让抱有“爽感”期待的观众对此感到疲
惫。而在女主角的形象塑造上，试图调和现代玩家和封建
儿女的道德观念的尝试，反将女主推入了不够自洽的“圣
母”境地。改编自墨书白同名小说的《长风渡》对于“先婚
后爱”的创新体现在整部剧的叙事视野从家宅走向了家
国，将商贾联姻后的男女主成长历程与家国动荡的背景紧
紧联系，让初期作为纨绔子弟的男主和唯诺彷徨的女主经
历成长，最终投入宏伟的家国叙事，剧作立意是高远的，但
最终呈现是否体现了男女主成长中的真实性，而非强行推
进的儿戏，就交由观众判断了。改编自匪我思存的同名小
说《乐游原》同样也是将双强男女主投入战争背景的权谋
场中，势均力敌的男女主在乱世斗智斗勇，最终驰骋乐游
原的景象构成了原著作者匪我思存向粉丝所保证的圆满
结局。《乐游原》展现出的龙凤斗无疑满足了观众对于棋逢
对手式爱情的想象，只是这样的对手戏虽美却旧，俊男美
女、文武兼备，过多熟悉的情节之下依旧少了为之一振的

锋芒。

女性叙事：怠情与过时

2023年的网文改编电视剧和原创IP电视剧相比，剧作
的女性向偏好明显，无论是以恋爱救赎为核心的仙侠玄幻
剧，还是以恋爱加职场为主线的都市现代剧，从作品宣发到
主题定位，都显示出对于女性成长的高度关注。追根溯源，
这与晋江、豆瓣等网站作为网文改编的头部阵地有关，也与
当代电视剧市场在宣发中对流量密码的把握，尤其是与女
性话题相关的流量密码的把握密切相关。然而，这样的“殷
勤”是否真的产生了优秀的女性叙事，在流量密码的牵引
下，国产IP改编剧离真正的群众喜闻乐见还差多远，我们不
妨从当下作品的女性叙事中略窥一二。

改编自《坤宁》（时镜）的《宁安如梦》和改编自《洗铅华》
（七月荔）的《为有暗香来》除了都是女主“重生”后的一女三
男模式，“撞车”之处还在于恶女重生后的成长状态。在这
两部剧中，《甄嬛传》中尚被肯定的无爱战神精神，在重生的
起点处被打倒，换来第二次人生的女主们，人生主题纷纷从
舍我其谁的气势变为不矜不伐的保全，虽然两部剧中的权
谋与悬疑因素占比不少，细究其女性的行动轨迹，似乎并非
越来越解放，而是越发如履薄冰。另一方面，《我的人间烟
火》中的伪骨科叙事作为今年出圈的情节之一，让这部剧首
次被关注，之后改编自竹已同名小说的《偷偷藏不住》似乎
也在原著的基础上发展了相似的甜宠配置，如何有深度地
表达亲密关系中“陪伴”与“成长”的主题，显然是现代恋爱
剧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伪骨科”仿佛一剂速效药，足够温
暖亲昵的同时又因为淡淡的距离感不至于肉麻，这样的处
理作为配菜也许尚可，作为主线则难免显出故事创作上的
怠惰与过时。

刻画更熟龄女性生活困境的都市情感剧《好事成双》改
编自《双喜》（郎朗），难免让人想到《我的前半生》，两部剧都
是全职妈妈再就业：正如罗子君在闺蜜和闺蜜前男友的帮
助下开始人生第二春，林双也在联合江喜后接受青梅竹马
顾许的帮助再度振作。且不说如此两女一男的三角关系从
现实伦理层面有怎样的虚幻性，稍稍细想便会发现，女性的
成长依然没有脱离外在金手指的点化，女性自身内在的驱
力始终没有具象成为匹配其独立主体性的能力，因而结局
再圆满、噱头再轰动，似乎都只是为真实的困境提供了一个
虚假回答。

今年改编自李薄茧同名短篇小说的《九义人》也许给出
了一个现实主义精神与拟古文本有机结合下颇有新意的案
例，“致敬林奕含”的立意让《九义人》从内核层面便有了足
够坚实的文学超越性支撑，合格的群像塑造和颇为无奈的
结局更是让剧作虽是讲古、却与当下的女性处境有了现实
性的共振。《九义人》当然不够完美，但其艺术层面的探索却
为网文改编剧的市场提供了新的方向。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北京大学当代文学
博士）

本报讯 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文
学理论和评论的深度参与和全方位助力。今
年以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推出“阅评计
划”，组织网络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研讨当下
具有热度和口碑的网络文学佳作，现已举办
近10期，取得了一定成效。日前，风晓樱寒
《逆行的不等式》、伪戒《永生世界》、匪迦《关
键路径》3部作品研讨会相继在线上举行。活
动分别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和广东省作
协、黑龙江省作协、上海市作协联合举办。与
会的专家学者从文学特色、结构形式、艺术价
值等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

《逆行的不等式》是一部以中医和排爆为
主题的小说，讲述了中医封静和排爆专家秦
峥久别重逢的故事。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职
业却有着相同的选择——成为这个时代的逆
行者。与会者表示，《逆行的不等式》立足现代
都市言情小说的情感支点，突破类型小说的
限制，对丰富网络小说的内容和书写模式起
到了良好作用。小说通过展现青年中医和排
爆员的成长道路和情感经历，折射出近20年
我国中医药发展和排爆技术队伍建设的辉煌
历程，展现出新时代青年为保障人民的幸福
生活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堪称献给青年基
层工作者的赞歌。

作为一部科幻题材网络小说，《永生世
界》的背景设定在2120年，人类科技水平再
次迈上新台阶，人类依托元宇宙技术实现了
虚拟永生；然而新种族的诞生、能令意识长生
不死的虚拟元宇宙世界的出现和可用时间抗
衡绝症的冰冻技术的诞生，引发了新一轮资
本角逐。伪戒通过解读脑机接口芯片、超高速
列车、AI机器人等科技元素，追问了人类该
如何面对生存与死亡、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
等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永生世界》具有严
谨的科学逻辑、磅礴的想象力，以及厚实的人
文关怀，作品遵循且娴熟运用了科幻小说的
基本法则，又以多类型融合的方法进行了新
的探索，为网络文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借
鉴的思路。

曾经参与大飞机制造相关工作的匪迦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
作了《关键路径》。这部小说聚焦高新技术攻关、体现行业发展和
时代潮流变化，讲述以杜浦、叶梓闻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商人埋头
苦干、设计制造大型客机的故事。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关键路
径》将专业感、职业感和生活感融为叙述整体，以科技为内核，突
出行业的独特性，专业、密实的科技知识既呈现了大飞机制造乃
至航空业的个性化内在与背景，又从侧面展现了我国科技界的
自我奋斗与面临的种种挑战，彰显了一代航天人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殚精竭虑的时代精神。

（刘鹏波）

本报讯 12月9日至11日，由上海市作协指导，上海网络
作协、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中国作协网文委上海研究与培训基
地承办的“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上海培训”举行。上海市作协党
组书记马文运、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华、中南大学网络文学
研究院院长欧阳友权，来自广东、广西、黑龙江、浙江、江苏、上
海、湖南7个省市区的相关作协领导，以及学者、网络作家、企业
代表等近百人参加活动，共商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径。

本次培训以“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与文艺共同体建设”为主
题。与会者就“网络类型小说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网络文学与网
站平台的相互成就”“网络文学IP的优质影视转化和中华文明
传播的新形态”“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写作的未来”“未来高校能
否培养出网络大神”5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话题关注网
络文学经典化、人工智能创作、网络文学IP改编等前沿问题，展
望未来网络文学的人才培养与发展趋势，旨在促进网络文学高
质量发展。

“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上海培训”举办

■聚 焦 ■动 态

2023年网文IP改编剧集：

在流量密码与喜闻乐见之间在流量密码与喜闻乐见之间
□□谌谌 幸幸

本报讯 为大力开展版权贸易，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
鉴，讲好中国版权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进一步增强中
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由文著协主办、广西出版杂志社协办的

“网络文学版权贸易促进文化交流论坛”日前在成都举行。中
宣部传媒监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段玉萍，中国作协社联部
（权保办）主任李晓东，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慈珂出
席并致辞。

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开展版权贸
易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影视、戏
剧、游戏、设计等版权输出、海外传播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些网文
平台、版权机构、出版传媒机构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有力
地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论坛上，多位版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科幻和网络”
“版权贸易推动中外文明互鉴”两个议题发言。大家还就如何规
避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防范的法律风险，以版权贸易形式提升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传播力等议题作了交流和讨论。

长篇报告文学《创作之伞——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纪事》在
论坛上首发。该书由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李燕燕和文著协常务副
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共同创作。大家认为，该作品兼具理论性、
实践性、可读性和知识性，对广大作家而言，是一部非常实用的
版权运用和维权辅导读物。

网络文学版权贸易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我的人间烟火我的人间烟火》》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