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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这两年仙侠小说强势回归，季越人
的《玄鉴仙族》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十分
独特的一部。这部小说的主角不是某一
个人，而是一个家族。小说情节曲折，但
主线很明晰：李家偶然获得一面镜子（玄
鉴），依靠玄鉴的功能走上修仙之路，从
此，一代代人为了家族前赴后继，用生命
推动家族发展，让家族获得更强的力量，
攫取更大的利益，占据更高的位置。从类
型小说的角度而言，这部小说融合凡人
流、种田文和家族修真等元素，但以家族
修真为核心，可归入家族修真流；但又不
止于已有类型，而是推陈出新，具有很强
的反套路的特性。

家族成为真正的主角

早期的仙侠小说中，家族往往是主
角的重要背景，尤其是“龙傲天”这类
小说，主角往往出身显赫，家族背景非
常强大。这类故事的主角往往为家族荣
誉而战，如早期网络小说《紫川》，其
主角紫川秀所在的紫川家族就十分强
大，紫川秀为紫川家族出生入死，收复
东川，最终当上了紫川家首领。“龙傲
天”类型之后，“弃少流”“庶子流”

“废柴流”兴起，家族一变而为反面力
量，强大的家族束缚主角的自由和个
性，甚至是剥夺主角天资的邪恶力量。
主角成长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挑战家
族、战胜家族乃至超越家族的过程，通
过个人的成功“打脸”家族，是这类小
说的爽点所在。当然，毕竟血浓于水，
在惩罚坏人之后，主角也往往走上为家
族而战的情节套路，如《完美世界》中
的石昊本来被家族剥离天资，最终在复
仇之后，还是为家族洗刷了冤屈。

一般来说，仙侠类小说多以门派流
为主，家族只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家族流是逐渐获得独立性的。在这个发
展过程中，《大道争锋》 虽然不写家
族，但它对门派内师徒系和家族系之间
的斗争写得非常精彩。因此，在类型发
展史上，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家族从宗
派内部走向外部的隐喻。近些年出现了
纯粹的家族流，最具代表性的有小有寒
山的《修真家族平凡路》，这部小说借

鉴《修真门派掌门路》，将凡人流与种
田文结合起来，写主角如何带领家族起
于毫末，最终形成强大的修真世家。该
小说写得很细致，而且写出了家族内部
的温情，在凡人流中颇为难得。这类家
族流在两三年前流行过一阵子，但整体
影响不大。还有两部比较小众的家族流
小说：林泉隐士的《仙道长青》也是修
真加种田，讲主角在家族没落之际，凭
个人努力带领家族重新崛起；小道不讲
武德的《皓玉真仙》讲述男主一路带领
家族扩张。它们的共通点首先是，男主
在家族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几乎以
一己之力托着家族发展，家族实际上变
成个人升级的扩大版；其次，家族发展
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主角的发展提供
资粮，作为“傀儡”的家族实际上是为
主角的发展而服务的。因此，当家族的
规模难以满足主角的资源需求时，主角
就将家族改制为宗派，《皓玉真仙》就
是这么操作的。

但《玄鉴仙族》非常不同。首先，
这部小说没有我们习见的主角。很多网
友一开始还在猜测谁是主角，但最后发
现李家人一代代都陨落了，即便是天
才，也为了家族的传承而自愿牺牲，小
说始终没有一个特定的主角。其次，家
族本身成了目的，不再是背景，也不再
是主角获取资源的方式，而是相反，无
数的天才都为家族的发展而奔走、献
身，可以说家族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在这个意义上，该小说的创新就不限于
家族流，放眼整个网络小说，也是反套
路的。最后，小说的世界观以家族争霸
为中心，门派只是家族的外挂，为家族
聚集资源而已，人们的目的在于推动家
族的发展。

传统宗族社会的重现和发明

《玄鉴仙族》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
关联紧密，尤其与地域文化有很强的关
系。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
地方社会治理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虽然在近现代的变革中，传统家族
社会有一定的改变，但家族的这种重要
性在福建等沿海地区还是得到较好的保

存。《玄鉴仙族》的作者季越人是福建
人，他对家族的重视与福建的地域文化
可能不无关系。福建在魏晋以前是南蛮
之地，后来中原历经战乱，氏族多次南
迁。这些南迁的家族为了在新的土地上
立足，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发展格
局，因此福建的宗族文化非常兴盛。福
建宗族社会的大致情形，现在还可以通
过地面证据如土楼略窥一斑。土楼是全
族聚集而居的围屋，外墙坚固，可以抵
御土匪的侵扰，内部格局井然，物资也
一应俱全。

对于福建的家族制度，学界已有大
量的研究。早期有林耀华的《金翼——
中国家族制的社会学研究》，该书以福
建乡村为例描述中国乡村的家族结构。
林耀华是福建古田人，著名的人类学
家，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哈佛大学，
20世纪40年代在哈佛大学担任助教期
间，整理早期搜集的家乡岭尾村的资
料，撰成此书。这部书用的是小说家笔
法，叙述流畅清晰，可读性强。他在序
言中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历、我
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
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
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
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
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
研究方法的结果”。这部书详细叙述了
黄家和张家的历史，包括他们家族的发
展、商业的拓展，如何应对危机，还详
细描述了婚俗等仪式，比较全面地描述
了福建家族社会的人情物理。该书得出
的结论是，人类行为由人际关系网络组
成，家庭、世系和宗族是重要的纵面联
系。厦门大学的社会经济史家如傅衣
凌、郑振满等也非常注重对地方社会的
研究，关注地方宗族在社会治理中的力
量和作用，如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
组织与社会变迁》借助族谱、文书等民
间资料，分析明清福建家族社会的结构
和变化，有很多独到的发现。这些研究
揭示了福建宗族社会的独特结构，可以
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福建宗族文化的地
域特色。而《玄鉴仙族》则从文学的角
度，赓续了地方宗族文化的传统，并以

网络小说的创新形式，将这种精神予以
加工、重构。

宗族的象征性与实际功能的双重
性，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玄鉴仙族》中
家族的意义，如家族为何能够成为小说
的主角？为何那么多人甘愿为家族牺
牲？除了让家族更强大这样抽象的理想
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家族的实际功
能。《玄鉴仙族》里的世界不是我们传
统修仙典籍或郭璞等游仙诗人所描述的
世外桃源，不是一个幻美的乌托邦，相
反这里充满尔虞我诈和流血冲突，不同
家族为了争夺资源经常火拼，凭借力量
大家族可以奴役小家族。人们要生存，
就得依靠家族，家族是个人生存和发展
的保障，优先保存、发展家族是这个世
界的规则，因此家族天然地就是这个世
界的主角。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通过对
传统家族文化的指涉，赋予了仙侠这个
文类一定的现实性。小说是虚构的文
类，仙侠小说尤其如此，《玄鉴仙族》
却借助对传统文化的借鉴，让仙侠小说
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具有了一定的现实
性，不仅让小说世界显得更加合理，也
让我们得以透视小说世界的道德和伦
理，同时小说本身也成为当代福建地域
文化再生产的一环。当然，《玄鉴仙
族》构筑的世界，完全是一个遵循弱肉
强食这一丛林法则的社会，比我们的历
史和现实社会要极端得多，小说中家族
的重要性也比我们现实中了解到的要更
为重要。这部小说其实是在借鉴传统家
族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明了一套关于
家族的文化、制度和情感。而这个重新
发明的过程，正是当下文化赋予家族的
新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青年
一代试图重新借助家族这类带有群体意
识的文化资源，重新想象家族的结构和
功能，想象生活的方式，探讨社会的结
构，重新探寻生命的意义。无论家族的
当代价值是否如此重要，这种尝试是非
常值得肯定的，这个回归与发明的过程
是《玄鉴仙族》的创新性所在，也是其
当代价值所在。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
授、文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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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仙侠小说的流变和突破
——以季越人的《玄鉴仙族》为例

□刘 奎

本报讯 今年是中法建交60
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作为中法
建交60周年官方系列活动之一，第
十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以下简称

“论坛”）当地时间6月21日在法国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幕。
本届论坛以“中国品牌到全球品牌
的旅程”为主题，由中法品牌美学中
心发起，巴黎东方中心联合主办，得
到了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法国
精品行业联合会、法国设计协会的
支持。

阅文集团作为国内唯一的文化
产业集团代表亮相该论坛，并与法
国埃菲尔基金会、中法品牌美学中
心签署 IP共创合作，联合发起了

“阅赏巴黎”计划，旨在增进两国业
界的文化与创意交流，推动中国IP
走进法国、走向世界。现场还举行
了以“用文化创新”为主题的圆桌对
话，与会者围绕全球IP打造等话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

“阅赏巴黎”计划邀请法国知名
插画师安托万·卡比诺（Antoine
Corbineau）操刀设计，将《庆余年》
范闲、《全职高手》叶修、《诡秘之主》
克莱恩·莫雷蒂等中国IP角色融入
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罗浮宫等法国
地标，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中
焕新IP形象，并延展进行卡牌等多
元化的IP衍生开发。该计划的首
批IP概念周边于6月24日在埃菲
尔铁塔举办的“中法品牌合作成果
展”上亮相。安托万·卡比诺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设计呈现东西方文化
有趣的碰撞与融合，让中法两国的
文化IP在世界舞台上共同闪耀。

“全球创新合作领域中法60品
牌”名单在论坛上揭晓，该名单旨在
表彰为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品
牌，阅文集团入选。作为中法文化
交流的代表企业，阅文将《斗破苍
穹》《斗罗大陆》等作品授权当地网
络文学平台Chireads翻译上线，受
到法语区读者喜爱。今年6月，《斗
破苍穹》等IP改编动画亮相法国昂
纳西动画节，吸引众多粉丝到场支
持。阅文还将IP产业模式带到法
国，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Web-
Novel）培养了2000多名法国网络
文学作家，涌现出《神谕之路》(The
Oracle Paths)等优秀作品，为后续
IP全球开发夯实了基础。

近年来，以网文、网剧、网游为
代表的新载体在全球刮起“中国
风”，被称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以
阅文为代表的中国网文平台“扬帆
出海”，受到瞩目。阅文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阅文把“精品化、全球化”
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与全球合作伙
伴共建IP生态，在业内打造从网文
到实体出版、有声、动漫、影视、游
戏、衍生品的完整开发链条，持续产
出爆款。今后将继续携手海内外优
秀伙伴，合作探索更多元的IP呈现
方式，为IP的国际化发展打造全球
性的产业链，推动更多中国IP向全
球IP升级。

推动中国IP走向世界
“阅赏巴黎”计划在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上发布

■动 态

本报讯 6月12日，由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上海市作协和豆
瓣阅读主办的大姑娘《沪上烟火》
作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
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上海市作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马文运，豆瓣
阅读总经理戴钦，以及欧阳友权、
夏烈、刘卫国、李林荣等专家学者、
编辑、网络作家共30余人与会。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
主持会议。

《沪上烟火》由上海网络作家大
姑娘创作，通过沪语方言的运用和
对上海城市生活的细腻描绘，展现
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社会风貌和
人间百态。该作品于去年夏天在豆
瓣阅读连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迅速赢得
广泛的读者喜爱和社会认可，成为
一部现象级网文作品。

何弘表示，《沪上烟火》显示出
当下网络文学创作具有三个向度的
变化：从模式化向个性化转变、从类
型化向风格化转变、从市场化向精
品化转变。这部小说融入作者个人
的生活经验和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
写，为网络文学带来了更丰富、更具
有个性的表达；通过细腻的上海生
活描写和大量使用上海方言及短
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提升了网络
文学的艺术质感，展现了网络文学
的新变化；反对仅为了迎合市场而
牺牲文学品位的做法，只有深入生
活、提高品质，才能创作出既有市场
又有深度的文学作品。

马文运认为，《沪上烟火》是一

部反映当代上海城市生活的优秀现
实题材小说，其独特的方言表达和
舒缓的节奏把控，成功塑造了烟火
缭绕的众生百态，打破了传统小说
和网络小说的界限，融合了网络文
学的现实题材和传统小说的平实个
性，为都市现实题材创作带来了新
的视角和收获。戴钦谈到，《沪上烟
火》的成功，体现了豆瓣阅读对现实
主义文学的重视，以及对优秀网络
文学作品的推广力度，该作品在平
台上的热潮和读者的热烈反响，证
明了其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影响力。

与会者就《沪上烟火》的文学
性、现实主义手法、人物塑造、语言
风格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认为，
该作品以其真实性、细腻的描写和
鲜明的人物形象，为网络文学的现
实主义道路作出了成功探索。作者
通过沪语方言写作，展现了网络小
说叙事的地方路径，为网络文学年
代文写作注入新的活力，显示出现
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和
艺术价值。

“如何写出不一样的年代文，
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方向。”大姑娘
表示，在《沪上烟火》中，她通过聚
焦现实主义、爽感、地域性和方言
写作、人物的多样性四个方面，对
年代文做了“一次大胆尝试”。正如
朱钢在总结发言中所言，《沪上烟
火》在极具地域特色背景下书写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具实的生活细
节展开故事，注重在浓郁的烟火气
中呈现人情世俗，是一部网络文学
年代文佳作。 （刘鹏波）

专家研讨大姑娘《沪上烟火》

为年代文注入新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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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献给童年的花：王宜振等

蹦蹦跳跳的童年：陈一航等
文学观察 儿童文学的质性及其在当下的可能性指向 ………

刘 怡 黄春华 王晓一 肖云峰 曹琳琳
我的学生，我的诗…………………………… 杨运菊

新大众文艺 乔乔的夏天 ……………………………… 何 向
缉毒犬卡努 ……………………………… 张容卿
写给一条流浪狗 ………………………… 魏增刚
抓螃蟹的小男孩 ……………………… 葱花薄荷

推荐书目 推荐给孩子的1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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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李修文专栏】 南国之春（中篇小说）……………… 李修文
【中篇小说】 草民（四则）…………………………… 蔡崇达

所有人的家乡与硬币的两面——蔡崇达的《草民》
及其“故乡三部曲”（评论）……… 张燕玲

【短篇小说】 世界是你的 …………………………… 唐 棣
金童玉女 ……………………………… 吴 君
如意如意 ……………………………… 孟祥鹏

【新女性写作专栏】 年轻的树木在春风里悄悄生长
（主持人语）……………… 张 莉

土地的飞行（短篇小说）……………… 胡诗杨
南方泉（短篇小说）…………………… 曹悦童
逃出棕榈寨（短篇小说）……………… 程皎旸
彩绘玻璃（短篇小说）………………… 曹 译
落日图书馆（诗歌）…………………… 王彤乐
湖边假期（剧本）……………………… 洪天贻

【诗 歌】 于坚的诗 ……………………………… 于 坚
星岩地图：端州纪行（组诗） ………… 冯 娜

【散文随笔】 入蜀记……杨献平 工作室……李达伟
【思无止境】 南星“失踪”考 ………………………… 林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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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名家开篇
老舍是冷男还是暖男？——纪念老舍先生诞辰

125周年 ………………………… 孔庆东
新北京作家群
高适的云霄万里路（外二章）………… 彭 敏
现实中国
北京民办博物馆人印象（报告文学）… 王 琛
好看小说
好事多磨（中篇小说）………………… 东 紫
戏台（短篇小说）……………………… 马 南
小村旧事三题（小小说）……………… 范子平
新人自荐
爸爸的板车（中篇小说）……………… 朱军艺
一曲底层劳动者之歌——评朱军艺《爸爸的

板车》（点评） …………………… 饶 翔
天下中文
与道为邻……………………………… 王兆胜
我在流水线上写诗…………………… 小 海
曾廖氏………………………………… 廖建梅
心傍木槿……………………………… 濮德莉

歇暑…………………………………… 召 唤
与电影相伴的日子…………………… 明心平
汉诗维度☆云 汉
在夜盲中忽然诞生（组诗）…………… 华 清
雪人（组诗）………………………… 巴旦木仁
民间成了灶神的你（组诗）………… 沙冒智化☆星 群
陈亚平 吴涛 胡金华 杜思高 笑尘九子
海城 季羽 李素娟 木非可 高谟渊
庞洁 许无咎 火棠 泥人 聂升举 董贺
丁威 樊燕妮 宗昊 方严 李瑾 李永立
孙善文 程渝 黄仙进 卢燨 冯三四
陈斌 胡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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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排行榜
微不足道的一切 …… 哲 贵
在钢铁中发芽 ……… 西 元
越走越远 …………… 海 男
月亮和大漂亮 …… 索南才让
护卫 ………………… 雷杰龙
度假周 ……………… 宝 树
*新 锐
山海 ………………… 钱墨痕
*特别推荐 年度散文赏
登楼记 ……………… 谢 冕
桑 …………………… 张抗抗
这埋葬一切正经与不正经的大墓

………………… 弋 舟
叙事 ………………… 任芙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