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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烽火戏诸侯 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
网络作协副主席，杭州市网络作协主席。主
要代表作有《极品公子》《陈二狗的妖孽人
生》《老子是癞蛤蟆》《桃花》《天神下凡》《雪
中悍刀行》《剑来》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访网络作家烽火戏诸侯

□张小童

网络文学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靓丽

名片。经过20多年的发展，网络文学海外传播

力、影响力不断增强，累计输出作品达16000余

部，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近2亿人，其中“Z世代”占

80%，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为推动网络

文学的国际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开展了“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

项目”，首期遴选出四部作品，按照不同国家和地

区受众的接受习惯，分别进行改编、缩写。烽火戏

诸侯的《雪中悍刀行》，就是入选该项目的四部作

品之一。它的“扬帆出海”，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海外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写作是“吃百家饭、偷百家拳”

张小童：您在塑造《雪中悍刀行》里鲜活而复

杂的人物时，有怎样的考量？会把自己带入角色

中吗？

烽火戏诸侯：我觉得写作或者说网络文学创

作，作者一定要和他的文本内容拉开距离。所以

很多时候，我作为一个作者，不会把太多的情感

倾注到某个角色或者说某些情节上，只会在一些

特别关键的点，才会全身心投入进去。

张小童：“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

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

些珠子的精气神。”这是您写在《雪中悍刀行》扉页

上的话。您在书中蕴藏着特别的感情和寄托吗？

烽火戏诸侯：我写《雪中悍刀行》有一个特别

大的初衷，文中也写了这句话：我们终究会面对

一些困难，或面对一些事情，终究会有一些人选

择站在关键的节点上，特别地义无反顾。我特别

尊敬这样的角色。作为文字工作者，我特别希望

这类角色能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张小童：在创作《雪中悍刀行》时，有没有受

到哪些作品的影响？

烽火戏诸侯：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学术和专

业的都看，有时候感觉放在一起看会特别有意

思。至于说有没有特别受到哪一部作品的影响，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写作是

一件“吃百家饭、偷百家拳”的事情。

张小童：特别想知道，您每天创作的状态是

什么样的？痛苦更多还是快乐更多？

烽火戏诸侯：创作本身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

情，当一个作家能够写出东西的时候，他肯定是

愉悦的。疲惫最多是在生理上，但写作时的心理

状况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自由的状态。真正难

受的是什么？是你想要创作，却写不出东西来。

张小童：我听说您每年要读上百本书？那么

大的阅读量，有什么诀窍吗？

烽火戏诸侯：我有两种读书的方法。第一种

是会先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我说的是“读书”，

而不是只“翻书”，只翻书不动笔就不能算真正意

义上的读书。我有在书上圈圈画画的习惯，要做

很多的摘抄、笔记和旁白。比如某个生僻字、一个

未曾见过的词汇或让你眼前一亮的语句、一段让

你觉得特别美的情景描写，我都会圈画起来，这

就像“占山为王”，对它们宣告“以后你们就是我

的了”。我还会在书的空白处留下读后感，甚至看

到一种观点和另外一本书上的观点有勾连，也一

定会做笔记。有了不同笔迹、不同阶段的心得，这

本书就变厚了。但这样还不够，接下来就要吸收

书中的知识，把它们读薄。我在看完书之后，筛选

出几个觉得出彩的人物或有意思的情节，进一步

把书中的观点、立意浓缩成两三句话。书一合上，

就能对自己说“我已经读透读懂了这本书的宗旨

立意了”。把书读薄到这种境界，就算真正读完一

本书了。

还有一种读书的方法，我把它比喻为“走亲

戚”，在书中走门串户。假如最近阅读的两本书都

提到同一个人或同一本书，你就可以记下来，然

后去购买与那个人或那本书相关的著作，顺藤摸

瓜，一路摸下去，你就拥有了一个宝库。这种阅读

方法，会让一个人的阅读半径越来越大，知识结

构也会越来越厚实。

张小童：《雪中悍刀行》里的武功招式描写相

当精致，比如老剑神征服红甲人、大雨中凝聚雨

水滴挥雨剑……西方小说较少会有这样武侠小

说般的动作描写，反而比较注重情节的前因后

果。您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烽火戏诸侯：西方的小说，尤其是现代作品，

特别注重逻辑，东方的小说可能相对感性一些。

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理性，我们还是有很多理性

的框架，只不过东西方的差异确实会比较大。东

方的审美会要求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给出很多具

有画面感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作品相对显

著的特点。

我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在进行文字创作的时

候，必须同时完成导演、编剧、摄影师等几种工作。我

希望我的文字能同时完成这些任务，同步进行。

道路的尽头一定有曙光

张小童：《雪中悍刀行》里的武功体系非常丰

富且独特，有着各种各样的奇门异术和神秘法

宝，这些奇思妙想源于哪里？

烽火戏诸侯：阅读，大量的阅读。我一向坚

信每一位优秀的写作者，都是最聪明的阅读者。

阅读分两种，一种是读书，另外一种是阅读生

活。就是说，我们每次出去社交，能够观察到这

个世界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大量的阅读或者说

有效率的阅读，不管是书籍还是生活，给了我很

多灵感，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会做大量的笔

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有 100 或者

1000个现成的例子，在你脑海或在你的笔记本

上，当你碰到某一个让你灵光乍现的点，一下子

就可以有很多具象化的东西填补它，那时你的

想象力就不会空白。

张小童：《雪中悍刀行》中的结局给读者留下

了很多想象空间，让读者对徐凤年和姜泥、红薯

等人物的命运产生好奇和期待。您是如何设计这

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的？您对这些人物的未来有

什么设想或打算？

烽火戏诸侯：我其实给《雪中悍刀行》写过一

个小小的番外，大概20万字左右，但后面没有继

续创作下去。在《雪中悍刀行》的最后，我写过这

么一句话，大意是说，每个读者看文学作品看到

最后，都会带着很多方面的遗憾，这是没有办法

的事情。我有很多读者，他们会带着很多的疑惑，

比如说徐凤年为什么不当皇帝？类似这样的。所

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起码就我

烽火个人而言，我对《雪中悍刀行》的收尾还算比

较满意，没有把结局写得太死。

张小童：您2011年开始构思和创作《雪中悍

刀行》，当时只有26岁，历时四年半完结，共写了

460万余字，营造一个“雪中”的世界。这部作品的

叙事结构非常精妙，它采用了多线并进的方式，

将不同的人物和事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

大而丰富的世界。

烽火戏诸侯：《雪中悍刀行》永远是烽火戏诸

侯在26岁开始写的一部作品，有很多不成熟的

地方，但它的精气神是35岁以后的烽火完全写

不出来的。

我希望构建一个有序、合理的仙侠世界，这需

要花费极多笔墨，去描述许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去铺垫很多仙侠世界体系里不可或缺的环节。越

写到后边，就越发现逻辑太重要了。逻辑两个字，

很能决定一部作品甚至一个作者的高度。人物举

动的合情合理、故事的自圆其说、世界观的自洽，

都在逻辑的范畴里。一个人的文笔可以通过阅读

改进，但如果出现逻辑性缺陷，基本上就是致命

的。一个好的逻辑框架，可以帮助一个人俯瞰现实

世界，会更加理性。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能再保持

一点真诚和善意，就很好了。

张小童：江湖、庙堂、战争，佛、道、儒三教，爱

情、友情、家国情，出世的信仰、入世的情怀，一部

虚构的仙侠作品如何走入人们的现实世界？

烽火戏诸侯：我始终觉得一部虚构的文学作

品，气质其实是与现实世界相通的。有三条无形

的线，是网络文学最重要的要素：文学性、故事性

和三观。文学性的位置最高，决定着一部网络作

品的最终高度；故事性次之，决定了作品能够获

得多少读者；而最基础的，就是作品的三观。一部

好的文学作品，要有批判性，对社会黑暗有所揭

露。但文学作品如果只是批判现实、揭露黑暗，作

者自己也止步于此，那么读者自然很难看到更多

的希望。世界再昏暗、再苦难，道路的尽头一定要

让读者看到曙光，并对现实生活生出希望。我希

望每个读者都坚信一点，我们都应该成为强者，

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张小童：在国内，《雪中悍刀行》有很多书粉，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收视率也很高。但播出之后，

有的原著粉觉得电视剧的改编少了一些原著的

气韵，您怎么看？

烽火戏诸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之所以让

很多的原著粉不满意，我觉得至少一半责任在

我。当时改编的时候，制作方还蛮希望烽火作为

原著的作者能够深度参与剧本改编，但当时我觉

得编剧已经算二次创作，隔行如隔山，我也不觉

得我给出的意见就一定正确。而且最关键的是，

当时我没有给制作方提供《雪中悍刀行》的完整

世界观。很多原著粉对《雪中悍刀行》电视剧不太

满意的点，就是说作品和原著在精神气方面有不

小的偏差。因此，在《雪中悍刀行》电视剧第二季

中，我将参与得更多，让它更加“雪中”。

张小童：您觉得文字阅读与改编剧、有声广

播剧相比，哪种更能表现出小说的魅力？

烽火戏诸侯：文字虽然只是文字，但它能够

给读者最大的可能性和最多的想象力。有声书、

影视、动漫改编的时候，把文本变得视听，虽然画

面会有更多的冲击力，声音会更有穿透力，但它

也会缩小受众想象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雪中

悍刀行》电视剧或者说很多改编剧，原著粉不是

那么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压缩了读者的

想象力。

“网文出海”越早做越好

张小童：《雪中悍刀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在国内热播之时也传播到日本、新加坡、韩国、越

南等国家和地区。在《网文中国》视频节目里，我

与美国的翻译者进行了对话，发现他真的很着迷

于中国的仙侠、武侠小说。

烽火戏诸侯：《雪中悍刀行》当然是一本比较

武侠的小说，但是你要说侠客气质，作为主角的

徐凤年反而在小说里是一个特别不江湖、不自由

的角色，他远远比不上老剑神李淳罡和桃花剑神

邓太阿，甚至有可能比不上曹长卿。所以说，在某

种程度上，徐凤年身上的侠客气质其实是相对比

较薄弱的，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地方，但是又是

《雪中悍刀行》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张小童：这部作品中，有很多中国的成语、

俗语，比如而立之年、身高九尺、相貌雄毅、面如

冠玉、玉树临风，等等。您觉得这是否会成为翻

译难点？

烽火戏诸侯：我们不是也曾经觉得诗歌是几

乎无法翻译的吗？事实证明其实是可以的，就是

有难度。《雪中悍刀行》是一个特别讲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作品，既偏武侠，还带有仙侠和玄幻

的风格。行文中引经据典，化用和借用、借鉴的东

西很多，对于汉学家或翻译家的文学素养要求极

高。既要了解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还要特别理

解《雪中悍刀行》的核心内容和主题。对翻译来

说，都是难点。

张小童：这些语言在英文中并没有对应的词

汇或者表达方式，我当时也问过翻译，在翻译此

类章节或话语时，怎么翻译才能不失原著色彩？

怎么翻译才能让英语国家的读者能够理解原著

的本意？

烽火戏诸侯：我当时写《雪中悍刀行》的时

候，特别敢写，敢跟古人借学问，简直就是变着花

样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所以说，我非常期望《雪中

悍刀行》能够在海外，特别是英语市场有一个好

的表现，但我又觉得难度很大。好在经过我、翻译

和您的三方对话，加上集中改稿，有了很多心理

默契。翻译在尊重原著作者和英文读者的前提

下，尽量做到了信达雅，既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和

风格，又通顺于英文的语法和习惯、优美于英文

的音韵和美感。

张小童：您怎么看待“网文出海”？

烽火戏诸侯：网络文学因为故事性强、阅读

门槛低，“出海”的机会很多，而且一旦成功，会获

得巨大的传播效益。“网文出海”是一个必须要做

的事情，越早做越好。“网文出海”真的不是网文

作家个人单枪匹马能够趟出来的，必须得在中国

作协这样一个组织的领导下，才能有机会做得特

别好。

张小童：您怎么看待海外受众的评论？

烽火戏诸侯：不管是翻译的文字，还是有声

AIGC，还是视频，我特别希望国外的读者、听众、

观众能够接受并喜欢。一开始“中国网络文学国

际传播项目”启动的时候，甚至在改稿的时候，我

都不敢抱太高的期望，毕竟跨文化传播挺难的，

尤其是向西方世界传播。但从目前的传播效果来

看，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也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海外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传播处副处长）

本报讯 5月15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中心与番茄小说联合主办的流浪的军刀《逆火

救援》作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中心主任何弘、番茄小说总编辑谢思鹏，以及

马季、房伟、徐刚、聂茂、张春梅、王文静等20余

人与会，共同探讨《逆火救援》的文学价值和社

会意义。研讨会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

任朱钢主持。

《逆火救援》是资深网络作家流浪的军刀发

表在番茄小说上的新作，入选2023年度中国网

络文学影响力榜网络小说榜。该作品以户外救

援这一职业为切入点，以退伍军人陈智等人的

成长经历为主线，细腻刻画出人物职业转变的

心路历程，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

何弘表示，《逆火救援》聚焦户外救援这一

题材，虽然救援题材并不新颖，但作品通过独特

的视角和深入的行业描写，避免了模式化的问

题，展现了创新性。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和叙述

人物成长的过程中，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探讨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价值，体

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谢思鹏认为《逆火

救援》是一部现实主义佳作，在人物刻画、思想

立意和叙事技巧上可圈可点，展现了救援人员

强烈的家国情怀。

与会者认为，《逆火救援》深度融合户外救

援的专业知识与文学创作，通过专业术语和救

援行话的使用，提升了作品的专业性，同时也给

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作品对极端环境下

的救援行动有深度还原，场景描写非常精彩，融

入的悬疑元素则增添了一定的阅读魅力。通过

结合现实主义精神和网络文学特点，这部小说

促使读者思考现实中的难点和痛点，具有较高

的社会价值，体现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

广阔前景和可能性。

会上，流浪的军刀分享了创作《逆火救援》的

初衷和心路历程。他表示，作品灵感源于上海一

次火灾事故中消防员的牺牲，希望通过创作观照

现实生活，引发读者对日常处境的思考。（巴 朴）

专家研讨流浪的军刀《逆火救援》：

展现户外救援的艰辛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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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 廖崩嗒佩合唱团 …… 肖 勤
奥卡姆剃刀 ……………………… 宗利华
能不能不说 ……………………… 陈 刚
短篇小说 清凉 ………………… 储福金
草本 ……………………………… 李启发
搭档 ……………………………… 马 拓
报告文学 穿越“地心”的营救 … 李 辉
新浪潮 葡萄园（短篇小说）…… 张 哲
在C与O之间（短篇小说）……… 马晓康
散文 地址簿里的日常 ………… 朱 强
板儿爷世家 ……………………… 侯 磊
千里快哉风 ……………………… 王国猛
杏花村行记 …………… 蒋子龙 梁 衡

吕 巍 杜学文 关仁山
宁 肯 赵 勇 郭新民

诗歌 喜马拉雅 ………………… 陈人杰
青年诗人小辑：李啸洋 王太贵 周 簌
吴治由 范丹花 王运平 柳 燕
叶子闻 毛君娣 陆 闵 赵汗青
梁智强 何永飞 陈 赫 尘 轩
张慧君 苏仁聪

“花开盛世”2024中国牡丹之都（菏
泽）牡丹文学大赛在山东菏泽评选揭晓，
并于近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山东
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文东为获得
金牡丹奖的作者颁奖。

本次征文大赛由山东省作家协会、
菏泽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菏泽市委宣
传部、菏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菏
泽市作家协会协办。大赛共收到参赛作
品3237件。经过初评、终评，最终评出：

金牡丹奖1名：
张锐强小说《归去来兮》
银牡丹奖10名，分别是：
耿立散文《牡丹手记》
西贝散文《牡丹时节，百年岁月》
冉令香散文《平民牡丹》
温小词诗歌《有清越的鸣叫自蕊中

飞出（组诗）》

邢海珍诗歌《菏泽，牡丹之都的深呼
吸（组诗）》

郭良坤诗歌《菏泽牡丹赋》
孔凡勇小说《牡丹雕花》
景涛小说《戈壁牡丹》
王文东剧本《双拜花堂》
孟宁馨剧本《姐妹花》
优秀奖89名，分别是：
朱永礼、曹 杰、刘传轩、王学君
张 琳、杨玉仁、徐 丽、常习芳
钱 亮、袁玉军、李改香、康秀炎
李洪振、冯艳华、李玉洋、程东斌
马冬生、周长文、曹卫东、宋春燕
黄凌霞、喻俊仪、徐广征、黄贤清
张 楠、陈 与、王维霞、丁小平
林隐君、荒 村、孙庆丰、清荷诗语
余显斌、山野流云、王利军、哲依依
包作军、陈文念、田万里、张静年

谢 丽、刘 军、唐 军、木 一
耳 环、璎 宁、朱盈旭、吕 斌
杨 杨、李同书、满常学、黄红娟
孙 荣、卞士生、苏立敏、王 芳
时磊英、海青青、董增文、左铁傧
李国明、黄 标、李志斌、王 佳
黄德良、施苏玲、潘红亮、赵登峰
梁柱生、倪贤秀、金乐果、刘梅花
曹 廓、张中民、帅 猛、孙雪婷
陈家雨、唐中旭、蒋忬裔、欧阳雄
宗惠惠、廖富香、仲小冬、齐剑豪
毕书敏、陈秀珍、木 石、温保民
凤 歌

“花开盛世”2024中国牡丹之都
（菏泽）牡丹文学大赛组委会

2024年5月26日

“花开盛世”2024中国牡丹之都（菏泽）
牡丹文学大赛评选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