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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文学的多形态转化”平行论坛在京举
行。会议旨在充分探讨文学转化的新路
径，分析当前文学转化的机遇与挑战，
提出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新思考与
新办法。论坛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
晓东主持。

在嘉宾发言环节，中国影协副主
席、编剧张冀谈到，非虚构文学是影视
创作的宝贵富矿。悬疑、犯罪、刑侦等
题材的影视作品非常抢手，与相关行业
中的创作者提供了大量非虚构文学作品
紧密相关。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为文学的多形态转化提供了更加多元、
鲜活的素材。在文学与影视的双向互动
过程中，张冀乐于见到，导演队伍中出
现了有作者意识的青年作家身影。但
是，他也谈到，对市面上出现的各类作
家导演计划不免担忧，因为电影发展至
今已经拥有完整工业化流程，其市场导
向很强，拍电影和写小说还是大有不
同，如果以写小说的方式去导一部电
影，其票房很可能不尽如人意。张冀改
编的电影《三大队》获得了颇多好评，
影片正是根据深蓝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改
编而成的。从观众反馈来看，市场还是
需要一些带有古典英雄主义气质的人物
形象。

编剧、导演董润年特别关注类型电
影剧本的创作问题。在他看来，类型电
影剧作的叙事结构是经过长时间实践摸
索，继承了传统诗歌、戏剧、评书和小
说中的类型叙事特点，逐渐固定下来
的。这些叙事结构，是类型电影与观众
之间的契约，是撬动观众情绪的密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电影票房大幅下
降，游戏、短视频等新的多媒体娱乐方
式在加速演进。全球范围内类型电影叙
事能力的下降，是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
重要因素。董润年认为，一部分原因是
创作过程中过分守旧，另一部分原因在
于，创新时忽略了观众在观看类型电影过程中情感生发
的自然过程。

会上，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策划、编剧王小枪，
作家、编剧吕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刚，山西省作协党组成员、驻会副主席温建生，长影
集团办公室主任、作家马犇，作家、编剧贾秀琰，编剧
袁子弹，海南高清电影有限公司总导演、作家洪光越作
重点发言。

王小枪认为，文学创作的最后一环要依靠观众的想
象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旦把文学影视化，人物就变成了非常具体、唯一的形
象。所以，文学向戏剧、动漫、视听节目、游戏的转化
过程，都存在一个先解构后建构的过程——解构观众脑
海中的原有想象，再去接受导演具象化的表达。如何才
能让二者自洽而不冲突，是文学转化过程中难度最大的
地方。

吕铮至今已完成了20部长篇小说，其中被影视化
的作品共有16部，大多数仍处于艰难改编过程之中。
他谈到，每年一部的创作量，首先要解决好的是如何破
解同质化的难题。“涉案题材最怕形成一个闭环。不同
作品是类似的逻辑，就读者和观众而言，看了开头就知
道了结尾，这是大忌。所以从创作之初，就要破解瓶
颈，看即将着手的作品有何不同，才是开启一个成功作
品的先机。”作为从事警察职业的创作者，吕铮对海量
的公安素材有清醒认识。“我觉得这可能也存在一种反
作用，就是恰恰因为身处其中，才会被温水煮青蛙，缺

少了‘棋在局外’的视角。”现场他还
分享了一位导演对他说过的两句话。第
一句话是：“吕铮，你什么时候能把警
察作家前面的警察在写作中去掉，你就
是一个好作家了。”第二句话是：“一切
不落惊险奇特，落人心。”这两句话令
他终身受益。吕铮说，从30岁开始，
他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来破解这一问
题，思考如何把故事中的警察写成鲜活
的人。“在 20 多岁时写的小说多是

‘事’，从《三叉戟》开始，才有意识地
形成了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创作模式。”

在徐刚看来，文学的多形态转化，
确实能提升作品的能见度、影响力，获
得更广泛的受众。然而，有的作品能够
转化得比较丝滑，有的文学性比较强的
作品，可能转化起来并不那么顺畅。这
里面涉及到类型电影、类型文学和纯文
学的关系问题。我们今天对于类型文学
的创作规律研究得还很不够。此外，文
学转化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版权改编
费，与版税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影视转
化会影响到上游的文学生产，可能会让
文学产生一种偏好，去迎合受众的喜
好，这种迎合有些是好的，有些可能未
必是好的，这是文学需要面对的问题。

温建生谈到，小说“视频化”、纪
实“录像化”、散文“广播化”、诗歌

“音乐化”……文学传播的介质与路
径，正向着更为广泛的分众化转变。特
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网络文学蓬勃发
展，网文大神、头部 IP、潮流国漫，
逐步走入大众视野，网文作者、影视编
剧、漫画作家与传统作家的合作也愈发
频繁。

马犇观察到，如今文学转化的形态
愈加多样，比如追光动画根据中国民间
传说《白蛇传》，相继出品了动画电影
《白蛇：缘起》《白蛇 2：青蛇劫起》
《白蛇 3：浮生》。还有取材 《西游
记》，在全球发售并引发热议的国产首
款 3A游戏 《黑神话：悟空》 ……未

来，文学转化的形态将更加丰富，文学转化的广度与深
度也将与日俱增。

贾秀琰曾翻译过230多部国外电影。她分享说，
“翻译的过程是以秒计算，一句重要对白要反复观看、
理解和斟酌，还需要符合口型长度和开合，这其实也是
对影片剧本和台词精读精解的一个过程。”她认为，电
影剧本应回到文学化的艺术表达中，带着精益求精的创
作精神，写出经典台词、塑造经典人物、构建经典剧
情。就像夏衍先生说的：“电影是最精炼的艺术，无的
放矢是浪费人民的财产，浪费工作人员的精力。”

袁子弹明显感觉到影视改编的来源更多了。电影
《长安三万里》把诸多诗歌融入影片中，颇具诗意美
感；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人们看到了散文集被成
功改编的可能，用一种看似很“淡”的方式去对抗过
去电视剧创作中对矛盾冲突的强调。但由于文学转化
出来的东西太多了，袁子弹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危
机。这种危机与其说是短视频给长视频的压力，不如
说是所有不同的新的形态在挤占传统的文艺创作空
间。在文学多形态转化的效率方面，袁子弹有自己独
特的思考。她谈到，编剧在创作过程中要听取的各方
声音远比小说创作复杂得多，最终播出的影视作品与
剧本原貌可能大相径庭。改编过程中，如果小说作者
能够同改编者更密切地联系，达成良好沟通，将有助
于实现更高效的文学转化。

洪光越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在项目中与大家有更多合
作交流。他说：“如果实现了，要感谢今天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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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上午，37名网络文学作家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
会议“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人工智能发展对
网络文学创作的影响、人机协同创作的可能性、网络文学作家
如何面对技术变革等话题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邵燕君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主持。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和沉淀，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不
断扩大，作品类型融合创新，传统文化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成
为创作热点，网文出海成绩突出，主流化、精品化进程加快。尽
管如此，近两年来，AI技术在创意和文艺产业的应用愈加深
入，新技术的更迭已然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网络文学。AI是
否能够代替人工写作？网络文学会不会就此衰退？网络文学界
进行了更为理性、务实的思考和探索。

主动适应科技发展，做网络作家擅长的事

“任何新形式的出现都需要内容来支撑，内容依然是核
心，是所有文化衍生产品的源头，处于最上游的位置。”网络作
家唐家三少认为，网络文学应该适应技术发展，拥抱新技术，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比如和短视频更好地进行结合，以短剧形
式做好优质内容转化。对作家个人而言，他建议尝试定向改
编，找到适合自己作品风格的动画、电视剧、短剧等不同形式
的改编路径，确定一两个方向琢磨、深耕，提高改编的成功
率。“网络文学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并不陌生，AI以及‘元
宇宙’概念的出现伴随着宏大的世界观，这都是网络作家擅长
做的事情，也是网络文学可以做的事情。”

当前，国内已经推出文心一言、讯飞星火、阅文妙笔以及

作家助手妙笔版等多种大语言模型。AI写小说也已成为现
实，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峰携其团队发布的“大模型长篇
小说创作系统”，模仿网络玄幻小说推出了国内首部人机结合
长篇小说《天命使徒》（字数超100万）。邵燕君认为，在人机
协同写作中，人和AI各有优长且各有限度。建立人机协同写
作有两种方式：一是导航性的写作，二是探索性的写作。在导
航性的写作中，主要由人指挥AI，比如搜集资料、辅助联想、
进行部分段落输出等。“在这一方式中，人作为导航系统，但
AI未必平庸，主要看人是否有能力调教出更生动的AI叙事模
式。”而探索性的写作需要跨出一点“人类中心主义”，承认AI
比人更有见识，因为“AI能够阅读的文本数量远超人类，很有
可能跳出个人的视野范围，并有可能真正成为人类的工作伙
伴”。但AI最不能提供的是人类鲜活的生活经验。

AI寻求最优解，而创作体现人的思想与情感

作家本人的创作和AI写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在网
络作家爱潜水的乌贼看来，AI寻求的是最优解，是模仿最优
秀的作者的一个模板，但文学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没有固定的
路径，也没有最优解。“我的创作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
内心的情感，这是我创作的根源和精神家园；另一部分就像是
我的手中握着风筝线，风筝在天上飘，去了不同的地方，见到
很多东西，能够得到很多体悟。如果我跑得够快，AI可能就
追不上，因为我见到的东西、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情绪，
AI都不知道。”人是复杂的，AI无法编织人的人生。对文学作
品而言，有时候更宝贵的是作者本人的创作个性，它不一定是
最优解，不一定最高效，但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创作时的心态

和情绪，从而挖掘出内心情感和人生经历的独特性。
“文字是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知的方式和手段，当它被

赋予思想和情感时才可称为文学。”网络作家会说话的肘子
谈到，网络文学创作一个最重要的门槛是“代入感”，这是一个
很高的门槛，代入意味着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写出读者能代入
的文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许多网络作家投入了自己的
思想和情感，做到了这一点。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中外名著之
所以成为经典，也是因为作者字里行间的思想和情感使这些
故事历久弥新。他相信，对网络文学而言，无论是对过去写作
模式的淘汰，还是今天面对AI的冲击，网络文学都有其立足
根基，未来的十年一定是网文精品化的十年。“我今天聊到了
精品化，但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希望下一个十年，坐在这个
位置的新人聊的不再是精品化，而是网络文学的经典化。”

多元题材共生，网络文学未来可期

诸多过去被视为“超前”的技术如今不断化为现实，同时
也为科幻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创作素材以及更多
的创作方向。面对新技术的冲击，深耕科幻题材创作的网络
作家远瞳看到的是积极乐观的一面：“科幻作品比任何一种幻
想作品都更受到现实中技术发展、科学思想的影响。每一项
新技术的出现，对于科幻作者而言其实都可以视作是新‘点
子’的出现。在现有技术的启发下，积极幻想技术的未来和未
来的技术，本就是科幻创作的重要规律和方法。”远瞳认为，随
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成熟，再加上AI技术的助力，工业化的IP
转化模式正逐渐成熟，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网络科幻文
学的另一个新机遇——产业的成熟意味着IP转化效率的提

升，AI技术的介入意味着IP转化难度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
同时，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全民科普水平的不断提升，对科幻
作者本身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在科幻领域崭
露头角的作者非常年轻，且年龄还一直在不断降低，这正是因
为他们更快适应了技术飞快发展的大环境，不断更新认知，为
作品搭建了更严谨、更现代、更合理的知识体系。

网络文学庞大的创作队伍不曾因为新技术的冲击而停
下自己的脚步，原本的类型题材仍在日更不断中悄悄生发着
内外部的新变，丰富着网络文学的版图。网络作家冰天跃马
行在历史悠久、文学资源丰富的陇原大地工作、生活。在她看
来，任何时代高质量的文学精品佳作都不会是机械式的流水
线产品，它是一个作家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日夜打磨出
的带有明显个人气质的原创作品。“仅仅是敦煌这颗丝路明
珠就足以滋养我。对这片土地有热爱、有期待，才能写出不一
样的具有地域特色和社会价值的现实题材作品。”网络作家
红刺北近年来发现，女频创作逐渐跳出了传统言情题材，女
主不再只是围着爱情转的单一形象，许多作品开始展现女性
的多面性，可以善良，也可以自私，可以乐观，也可以迷茫……
她们更像活生生的人，有完整的成长故事线。当一个立体复
杂、血肉渐丰的女性形象出现时，吸引的不光是读者，也许还
将继续通过IP改编，扩大影响力，再一次完成女性自我表达的
更新与传导。

与会代表还就青年网络作家的使命担当、加强网络文学
现实题材创作、网络文学出海等话题进行了探讨交流。AIGC
时代的危机与挑战固然存在，但挑战正是机遇本身，有务实的
基底，网络文学不惧挑战。跨过去，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在等
待着网络文学。

在以“当前形势下怎样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效能”为议
题的分论坛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何明
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姚建彬与青
创会参会代表们集思广益，共同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贡献思
路与方法。论坛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鲁敏主持。

何明星从“中国主题热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类型”
“中国网络文学在亚洲的传播解析”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当代作
家作品的海外传播及影响。他展示亚马逊平台、图书馆馆藏影
响力报告等多种数据，提供了直观的作家海外影响力参考。他
呼吁，要借助高校平台、科研机构等单位，重视来华留学生，
培养更多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让中国作家的更多作品高质量地
展示到世界读者面前。

姚建彬认为，要提高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效能，就要鉴往知
来，认真总结迄今为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成绩和经验，持续
推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长期融合。在这个过程
中，要不断提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效，要着眼于从深度
和广度挖掘新兴区域及多边国际组织的传播效能。

辽宁青年批评家李桂玲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既要符合
世界市场的口味，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独特优势，这就需
要我们在做“出海”推介的时候有充分的考虑。她谈到，推动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不能仅依靠故事的离奇情节和固定
模式激发海外受众的猎奇心理，而要在深层思想理念、文化内
核方面征服海外读者。“我们在做文化国际传播工作时应注重
中华民族优秀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念等文化内核的输出，这不
仅能加深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是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心的
重要因素。”

北京青年批评家丛治辰说，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文化
产品来看，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首先是在艺术上做到精良、
好看，然后以一种极其隐曲的方式，将其价值观隐藏在看似与
家国立场完全无关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里。中国也有相类似
的文化产品存在，就是网络文学，但也提醒我们要有所警惕：
我们送出去的文学，不仅仅是要好看，还要包含着正能量、正
面形象和正确的价值立场。他还从文学批评角度给出了建议：

“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我们还应该考虑更为立体的方案：不
仅仅是翻译出版，而是要配合更加系统的推广、研究方案，让
出版、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参与进来——不仅仅是把文学作品翻
译出去就完了，批评家也应该发挥作用，去向海外读者以合适
的方式阐释、介绍我们作家的作品，而且要有长期投入的准
备，或许才能见效。”

“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自媒体经营、影视剧与
游戏改编、跨国合作等方式，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效能。”
来自港澳台代表团的青年学者张期达给出建议。他认为，自媒
体是文学宣传的好途径，除了影视剧与游戏改编，互动视频、
手游、桌游、短剧、动画、文学地理图景、文学食谱等多元文
学传播形式也很有成效。

新疆青年作家巴燕·塔斯肯认为，要想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
播效能，首先要做到文化自信，让外国读者也能够感受到写作者
坚定的信念。他说：“我们作为文学的创作者、思想的传播者，应
该讲好中国故事，唤醒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同时，一部体现文化
自信的作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会受到尊重。”

“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效能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
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团的青
年作家伍倩说：“首先要把创作建立在对中国经验的独特表

达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紧密结合之上，再通过高质量的翻
译把作品推向世界，在推动的过程中，配合加强文化交流、
利用各种新媒体、培育国际出版、打造国际文学品牌等措
施，不断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让更多的全球读者看到
中国故事的精彩。”

刚从希腊拍摄读书节目回国的七堇年，谈到文学国际传播
与时代的关系时说，中国文学国际传播需要顶层助力，嵌入世
界文化市场，像《三体》等作品的海外影响力就是很好的例
子。应该在英汉互译市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翻译是很辛苦
的工作，如果能对英汉译者提供更多的补贴和帮助，比如设立
翻译奖，吸引他们翻译中文作品，这将为作品出海奠定基础。
还可以从下游（如影视、游戏等）入手，倒逼源头。许多现在
看起来更流行的内容、形式其实都是文学的下游，像《黑神
话：悟空》这样精良的游戏能突破圈层，被外国玩家喜爱，甚
至促使他们去寻找《西游记》阅读，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迷
人魅力。

湖南青年作家郑小驴从自己已经外译的作品谈起，他目前
一共有10篇左右的中短篇小说被译介至海外，发表于日本、
美国、捷克、墨西哥等国家的文学刊物上。长篇小说《去洞
庭》已经翻译成西班牙语，将于9月份在秘鲁出版。“我是一
名外国小说爱好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受益者。在全球化背景
下，各个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译介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
使得我们的文学生态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有数据显示，目前
《三体》英文版销量超过300万册，《黑神话：悟空》上市七
天，成为全球爆款游戏，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最佳实例。这
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魅力和无穷的潜质，相信接下来还会
有更多的成功案例。”

上海青年作家三三谈了自己对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几点思
考和建议。她说：“第一，要增加多边文学交流。文学本就在
交流中传播，例如上海国际文学周，每年都会邀请海外作家来
与市民交流，包括V.S.奈保尔、彼得·汉德克、平野启一郎
等，今年则邀请了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等多
位外籍作家。第二，培养各语种的翻译人才。早期学习小语种
的人才相对稀少，很多书籍只能通过英译版本来转译。鉴于语
言的复杂性，经过语言的屏障，能保留住的原汁原味想必大打
折扣。所幸近年来，随着高校语言学习专业度的增加，更多文
本完全可以从原著来翻译。第三，注重翻译作品的‘青年
性’。我个人非常喜欢读外籍青年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当今
世界文学的写作趋势。回望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虽然数量很
多，但其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占比却不高，尤其是更年轻的一
代，应该引起更多重视。”

香港青年作家吟光说：“我们应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话语
体系、评论体系，设立有影响力的文学奖、文学活动等，最重
要的还是创作出有独到观察和思考的优秀作品。科技时代，我
们见证了AI以惊人的速度更新换代，文学创作及其传播模式
是否也可以借由技术辅助而升级？探索数字技术与文学创作的
深度融合，推动新的文学表达出现，都是我们未来应该关注的
话题。”

陕西青年作家王闷闷说：“作为青年作家，我们应该更
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和审美，只有真正了解，才能
书写出让人眼前一亮、久久回味的作品和人物。我们要努力
创作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优秀作品，使之更有辨识度、更
易于传播。”

AIGC时代，网络文学要以内容为支撑求新求变
——“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黄尚恩 虞 婧

促进文学国际传播
展现中国文化迷人魅力

——“当前形势下怎样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效能”平行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李墨波 宋 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