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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网络文学，广泛的网文扫描是基础性工作。为了紧跟网络文学的最新动态和流行趋势，本报与山东大学
文学院的“电波扫文组”合作，共同推出一个全新的栏目——“网文扫描”，以期对各大网络文学平台的作品进行系
统性的梳理和分析。

首期扫描我们关注晋江文学城，这是一个汇集了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的知名网络文学平台。通过对晋江文
学城发表作品的深入分析，试图揭示该平台的文学特色和流行趋势。未来，我们计划陆续推出对起点中文网、豆
瓣阅读、番茄小说、知乎等其他主要网络文学平台的网文扫描，并定期作阶段性总结，以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及时了
解网络文学的演进和变化。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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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大事记

■ 当地时间 4 月 2 日，200 多名国际乐坛知名音乐

人联署公开信，呼吁AI开发者、科技公司、平台和数字音

乐服务商，停止使用人工智能（AI）来侵犯并贬低人类艺

术家的权利，要求他们承诺不开发与之相关的AI音乐生

成技术等，不能拒绝向艺术家提供合理报酬。

■ 为有效发挥优秀作品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网络

文学多出精品、多出人才，4月 1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

布 2022—2023 年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入选

作品名单。经严格评审，最终确定《苍穹之盾》《南北通

途》《生命之巅》《桃李尚荣》《熙南里》《野马屿的星海》《上

海凡人传》《守鹤人》《粤食记》《洞庭茶师》10 部作品入

选。这些作品聚焦现实、反映生活，生动展现新时代的伟

大变革，积极书写各行各业的拼搏奋斗，深情讴歌人民群

众的实践创造，体现了当前我国网络文学创作出版的较

高水准。

■ 4月14日，“中国网络文学三十年丛书”研讨会在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举行。该丛书由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

权主编，包括《网络文学三十年》《网络文学三十年年谱》

（上下册）《网络文学三十年研究成果目录集成》《网络文

学三十年理论评论典藏》4种5部，共计270余万字。来自

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传媒业等 20余位专家学者

与会，就丛书价值、特色作了深入研讨。

■ 4月 15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京举办《同心向

未来——2024 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座谈会。本届盛

典以“同心向未来”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

想，把握人民需要、弘扬主流价值、彰显行业责任，以集体

性文艺创新反映新时代气象，用主旋律引领大流量、用大

流量传播正能量。与会者谈到，本届盛典用颇具网感的视

听表现方式从不同角度礼赞时代、致敬英雄，沉浸式激发

观众的情感共鸣，是一场注重年轻表达、充满青春气息的

视听盛宴，充分彰显了网络视听的蓬勃力量，也引领着新

时代网络视听的发展方向。

■ 4 月 17 日 ，昆 仑 万 维 推 出 的 中 国 首 个 AI 搜

索——天工AI搜索，正式开启“天工3.0”公测，同时推出

中国首个音乐 AIGC SOTA——天工音乐大模型“天工

SkyMusic”。据悉，“天工 3.0”拥有 4000 亿参数，超越了

3140亿参数的Grok-1，是全球最大的开源MoE大模型。

“天工 SkyMusic”采用自研大模型音乐音频生成技术路

线，直接通过大模型技术实现乐器、人声、旋律、音量、音

符的一体化端到端音乐生成，作为中国首个音乐 SOTA

模型，被认为是中国的自研大模型技术第一次在 AIGC

领域领跑全球。

■ 4月 18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办的“网

络文学 IP 微短剧创作扶持项目发布会”在江苏无锡举

行，50个项目最终入选，包括人民美好生活、科技创新与

科幻、中华优秀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典之美 5大选

题，进一步为微短剧提供优质文学母本，推动网络文学和

微短剧行业相互赋能，打造网络视听精品。其间，中国作

协还组织与会的 100多位网络作家、网络文学平台负责

人和视听平台负责人，共同发出《提升网络文学微短剧转

化品质倡议书》，从创作导向、精品打造、人民喜爱、科学

理性、国际视野、版权保护、行业生态等方面，提出七条倡

议，引导网络微短剧健康有序发展。

■ 4月20日，环球时报研究院与阅文集团联合发布

《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报告从地域分布、阅读行为、内

容偏好等维度勾勒Z世代（泛指“95后”）数字阅读画像，

呈现2023年Z世代数字阅读新趋势。报告指出，Z世代已

成为数字阅读的中坚力量，Z世代在2023年阅文新增用

户中占比达到43%，年平均在读作品28部；青春文学、文

学、历史、心理学、哲学是Z世代最爱的五大出版书籍类

型，《十四年猎诡人》《龙王：世界的重启》《三体》《孙子兵

法》《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则

是Z世代最爱看的出版读物。《报告》还指出，网络文学带

动数字阅读新风尚，推动数字阅读向全球阅读迈进。

■ 4月 21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

专项行动，聚焦“自媒体”无底线造热点蹭热点，制造以假

乱真、虚实混杂的“信息陷阱”等突出问题，从严整治漠视

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为了流量不择

手段、丧失底线的“自媒体”。通知指出，专项行动整治的

重点问题包括：自导自演式造假、不择手段蹭炒社会热

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滥发“新

黄色新闻”。

■ 4 月 23 日至 24 日，2024 年河北省网络文学工作

推进活动在石家庄成功举办。活动期间，召开了河北省网

络作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团第二次会议、第一届理事会第

二次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河北网络文学取得长足进

步，表现出鲜明的趋势性特征：网络作家群体进一步壮

大，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与时代精神和大众情感遥相呼

应，主流化和精品化程度得到提升；深耕题材内涵，追求

类型创新与产业融合，实现了“声剧动漫”全链路开发，海

外传播有新突破；组织工作日趋完善，推进全省网络文学

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体系正在形成。

■ 4月 23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知名网络作家

唐家三少在网络平台通过视频形式宣布停更，并表示持

续写作20年，身体已经很疲惫，《神印王座2》写完后要休

息了，想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在回复网友时，唐家三少向

所有书友们20年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从23岁变成现在

43岁了，真的老了，我歇歇，写完《神印王座 2》后我病了

快一个月才好，等我调整好重出江湖时，一定第一时间告

诉大家”。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4月28日至29日，中国

作协在上海市举办了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3 年

度）发布活动暨网络文学新使命研讨会。会议期间，发布

了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3年度）和《2023年度中国

网络文学蓝皮书》，并组织专家学者、网络作家、网络平台

负责人等研讨网络文学新使命。

（刘鹏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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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文学城可以说是全球规模最大、

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女频网络文学网

站，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言情书写，更充盈

着历史、仙侠、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的文

学想象，最能代表和引领女频网文的发展

趋势。近半年来，“历史衍生文”“年代文”

“女强文”等类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新变，

表现为历史书写的多样化尝试与女性形象

的突破性建构，折射出女频网文的新兴阅

读潮流。

“历史衍生”新设定：心声泄
露、直播剧透

通过博采史家言论、品评历

史得失，为百姓苦难大声疾呼，展

现出“以史为鉴”“重视文明传承”

的严肃态度

无论是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历史小

说，还是诞生于网络论坛的《明朝那些事

儿》，历史题材一直备受广大读者关注，彰

显着经久不衰的魅力。作为一种小说类型，

历史文在网络文学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其中又以历史穿越文最为常见。曾经流行

的是女频的“清穿文”和男频的“明穿文”，

主角或穿越到清朝与皇子们谈恋爱，或穿

越至大明走上工业革命的基建兴国之路，

都展现着参与历史进程、改变历史走向的

想象。在穿越文中，历史往往作为主角们大

展拳脚的背景，故事笔墨重点在于主角的

行动与成长。

而新兴的“历史衍生文”则恰恰相反，

“衍生”意为从原本历史中繁衍生发，与同

人写作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这类作品

中，主角多为历史的旁观者，能动性十分有

限，小说的高光仍然聚焦在历史本身，更重

视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再现。近半年来，

“历史衍生文”中最为流行的是“心声泄露”

和“直播剧透”两大设定，进一步展现出重

视历史的特质，成为晋江文学城的一道新

风景。

“心声泄露”即“主角心声泄露为他人

所知”，在这一设定下，主角能被他人听到

的“心声”往往是他作为现代穿越者对当朝

时事的点评或后代历史的“爆料”，旁人因

听到这些预言而做出改变，但主角本人对

此一无所知。这种被动的“金手指”切中了

读者的爽点，历史人物“吃瓜吃到自己身

上”，主角在无意识中推动了历史的变革。

江南知微的《被读心后我助始皇一统

四海》可谓“心声泄露”类作品中的翘楚，主

角穿越到秦朝成了婴孩，凭借特殊的福星

身份，其感慨历史后续发展、赞美现代科

技制度的心声，被嬴政等人当作天启神

谕。以主角心声为依据，嬴政避开了二世

而亡的末路，走上统一四海的大道。小说

弱化了主角的作用，而将高光大幅倾注于

历史人物身上，旁征博引史书原文，借主角

之心声，勾勒出了嬴政、扶苏、韩非等一系

列人物群像。

如果说“心声泄露”设定以运用后见之

明改写历史为小说主线，仍延续了历史题

材最为常见的弥补历史缺憾的幻想，那么

“直播剧透”设定则彻底跳出了“开端—发

展—高潮—结局”的情节设置，以一个个

“直播”片段串联起小说全文。小说的内容

即现代主播向古人的直播，或点评历史、警

醒世人，或科普知识、破除迷信，或展示当

今美好生活、宣扬中华国威……充满了对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自豪，是现阶段新

爱国主义在网络文学中的直观体现。

何到关山的《[历史直播]青史之下，百

代共闻》是近半年最具代表性的“直播剧

透”类作品。小说以文白夹杂、充满古韵的

语言，书写主角向秦至清的历代古人直播

讲史的过程，通过博采史家言论、品评历史

得失，为百姓苦难大声疾呼，展现出“以史

为鉴”“重视文明传承”的严肃态度。

“年代文”：特定时代的弄潮幻想

无论是在秦皇汉武麾下治国

安邦，抑或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下海创业，都寄托着女频网文

投身历史、实现自身价值的幻想

在以往的历史穿越小说中，当代历史

很少被涉及。确然，因其距离读者所处的当

下并不遥远，当代历史往往难以形成广阔

的想象空间供作者发挥与读者代入。然而

近年来，穿越至上世纪60到90年代的“年

代文”开始走红，随着2024年初《我在八零

年代当后妈》等短剧的爆火，近半年更是迎

来了一场大规模的创作与阅读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年代文”虽然是将上

世纪60到90年代作为时代背景，但作者与

读者其实无意关心这一时期的真实历史，

而只是抽取其中知青下乡、大院生活、改革

开放等作为小说的关键情节，以打怪升级、

种田经营等网文的传统套路，寄托看似真

实、实则架空的时代想象。

因不同年代的时代风貌不同，不同时

段的“年代文”也有着不同的写作重点。60

年代的“年代文”多为主角穿越成知青、在

广阔农村展露职业技能的故事。如轻侯的

《草原牧医[六零]》中，主角原是畜牧兽医专

业的在读研究生，穿越成一名60年代在呼

伦贝尔大草原插队的知青。小说讲述她凭

借过硬的专业知识，一边为畜类助产防疫、

一边救助各种野生动物的故事，贯彻了“以

我一身技艺，共建大好河山”的理想。

而70年代的“年代文”则将视线转移至

城市，热衷于大院种田经营的书写。如金彩

的《热热闹闹大杂院[七零]》，刻画了国营饭

店、厂区车间、大杂院等一系列充满时代印

记的地点，描绘出一幅鸡飞狗跳的大院生活

图景，书写女主发家致富的“生意经”。八九

十年代的“年代文”，大多书写主角凭借对改

革开放的“先知”、把握住时代脉搏走在社会

前列、成为“时代弄潮儿”的故事。如萌铃千

叶的《穿进年代文认错老公后》中，正逢住房

制度改革的女主，顺应时代潮流，运用室内

设计的专业技能参与“房改”竞选，凭借“以

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竞选成功。

今人汲取要素于历史，放眼展望的是

更丰盈广阔的当下与未来。无论是在秦皇

汉武麾下治国安邦，抑或是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下海创业，都寄托着女频网文投身

历史、实现自身价值的幻想。

“女强文”：宏大世界观中的
“大女主”

回望掩埋于数千年尘埃中的

历史，轻抚流淌于昨日记忆中的

年代，网文作者们以或参与其中

或置身史外的态度书写着，共同

描绘着磅礴的“她历史”幻想

“女强文”作为女频网络文学重要类型

之一，近年来正突飞猛进地更新迭代。过去

“女强男更强”、以爱情为叙事中心的模式

正退出舞台中心，崭新登场的是在宏大世

界观下“不谈恋爱搞事业”的女主自强之

路。有花在野的《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以

下简称《扫垃圾》），可谓此类新型女强文中

的代表，也是近半年商业成绩与圈内口碑

双丰收的一部佳作。

相较于以往“女强文”将故事背景设定

为古代宫廷或现代职场，新型“女强文”显

然有着更宏大的想象世界。作者们从全球

的科幻、悬疑、恐怖等类型的流行文艺作品

中汲取灵感，用文字创造出一个个充满怪

物、异能、高科技与神秘力量的异世界。

《扫垃圾》集赛博朋克、克苏鲁、废土等

多种世界设定于一身，将每个世界设定蕴

含的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赛博朋克“社会

结构严重分化”“人被物化”的故事频繁上

演，克苏鲁“不可直视、不可名状、不可言

说”的恐怖元素接连不断，废土“末日将至，

你我皆是蝼蚁”的主旨贯穿始终，展现出强

大的“后人类”想象与深刻的“去人类中心

主义”哲思。而细看这部“系统文”的每个副

本，996打工人异化为怪物、房奴成为吃人

房屋的共犯、因为贫穷普通人不得不住在

污染区……关于异世的想象，却有着观照

现实的温柔底色。

在一座座充满奇崛幻想与现实观照的

舞台上，以女主探索并拯救世界为绝对核

心的故事也拉开序幕。女主们不再困于宫

斗宅斗的雌竞，也无需挣扎于职场无形的

性别困境，而是以代表全人类乃至整个智

慧物种的姿态，向着宇宙进发，谱写生命史

诗。《扫垃圾》的女主祝宁，以兼具“系统”与

“污染物”的“残次品”之身，踏上了充斥着

未知与危险的救世之路。她以神一般的战

力和充满人情味的心灵，带给同行者安全

感与力量支持，也为具有浓重悲剧色彩的

废土世界带来光明的希望。

在以往的“女强文”中，女主无论如何

强大，都终将回归爱情、与更为强大的男主

缔结亲密关系。而《扫垃圾》却始终未确定

祝宁的“官配”，反倒将浓重笔墨倾注于群

像书写中，或讲述主角与同行者们的友情

与亲情，挖掘女频文缺失已久的另类情感

关系；或刻画一个个副本中怪物的“人性”，

展现名为废土实则现实的“众生相”。

回望掩埋于数千年尘埃中的历史，轻

抚流淌于昨日记忆中的年代，网文作者们

以或参与其中或置身史外的态度书写着，

共同描绘着磅礴的“她历史”幻想。而充满

未来感的异世界的创造，实力强大又关怀

天下的女主形象的建构，更是一种对“她时

代”的呼应与召唤。这些作品表面上各自蓬

勃，又无形中互相应和，与众多不断更新的

类型一起，共同汇成了奔流不息的女频网

络文学长河。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

■网文扫描

穿越时空的文学革新
——晋江文学城近半年网文新探

□王欣泽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中心与江苏省作协联合主办、番茄小说协

办的三九音域《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作品

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主任何弘，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杨发孟，番茄小说总编辑谢思鹏致

辞。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编

辑、读者和网络作家与会，共同探讨这部现

象级网络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

响。研讨会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

任朱钢主持。

《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连载于番茄小

说，以其独特的文化视野和创新性的叙事

手法，吸引了大量网文读者的关注。何弘

表示，这部作品的出现打破了免费阅读平

台作品质量不高的偏见，证明了阅读方式

的改变与文学品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作

品将世界多种神话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结合，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神话世界，展现了

网络文学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面的新探索。创新是网络文学发展的根

本动力，《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对这一理

念作了生动呈现。

杨发孟从江苏网络文学发展的角度出

发，肯定了三九音域作为新生代实力作家

的代表性，并对研讨作品受到的广泛关注

和市场成功表示祝贺。他提到，江苏网络

文学事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青年作家的

勤奋创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恳切

的评论则可以引导网文创作多出精品、提

高审美、引领风尚。谢思鹏分享了《我在精

神病院学斩神》在番茄小说平台上的优异

表现，包括连续7期稳居巅峰榜前三名，以

及在百度指数、抖音话题播放量和微博话

题阅读量上的突出成绩。该作品的实体书

预售和动画、影视等版权开发同样成绩不

俗，显示了网络文学与产业文化融合的新

趋势。

与会专家学者对该作品在主题内

容、叙事节奏、世界架构等方面的创新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其在未来网络文

学发展中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家认为，《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具有

创新的叙事结构，巧妙融合中西方神话

元素，成功塑造人物形象，这些都为网

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除了在

艺术上的创新，该作品更在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激发读者情感共鸣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对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具有一定启示价值。

谈及创作感言，三九音域表示，《我在

精神病院学斩神》是对自己青春与梦想的

最后答卷，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传递正能量，

激励更多人走出低谷。“网文是我的热爱，

创作是刻在我内心深处的渴望，我将永远

前进，永远创作更好的故事。”（刘鹏波）

专家研讨三九音域《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