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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名家谈 ■文艺新观察

“天啊，太好吃了”“这道菜
真的好胡兰哦”“下饭综艺，让人
忍不住多吃几口”……如果在深
夜，一不小心点开芒果 TV 一档
新的美食节目，可能会被飞速滚
来的弹幕狠狠“袭击”。到底是
什么美食让众多网友隔着屏幕
都“流口水”？

由湖南卫视王琴工作室和潘
瑞芳团队联合制作的美食文旅探
访节目《去“湘”当有味的地方》第
二季近期于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播出，通过“美食+文旅”相
融合的方式，由主持人汪涵领衔
美食小分队，沿着湖南文旅五大
板块，跨越山川河流，带领观众深
入探索湖湘的独特风味，讲述湖
南美食背后的故事。

饱口福+饱眼福

“店家菰饭香初熟，市担莼丝
滑欲流。”湖南这片承载着厚重历
史文化的土地，不仅孕育了无数
英雄豪杰，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
美食文化。

在首季节目收获成功的基础
上，《去“湘”当有味的地方》第二
季全新升级。美食小分队以自驾
游的方式走访湖南各市县，足迹
从洞庭湖、长株潭，遍布雪峰山、
大湘西和大湘南，“打卡”隐藏在
三湘四水间的宝藏景点，探寻众
多耳熟能详的地道湘菜，带观众
领略独具魅力的湖湘风情。

从南山之巅到湘江之源，自然美景迷人眼，人文
景观暖人心。其中有一集，嘉宾行至湘潭窑湾，已有
百年历史的谭宝汽车站跃入眼帘，外形酷似“碉堡”
的独特造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我国首个实施
人车分流的车站，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汽车站之
一，谭宝汽车站见证了中国交通史上的多个“第一”。
美食小分队参观探访汽车站内部，讲解其历史和功
能，成功带观众完成了“打卡”之旅。

与第一季在大城市中探索知名美食不同，本季
节目带领观众深入县城小镇，甚至是山间湖畔的隐
秘之地，发现那些当地人推崇备至的地方特色美食。
常德肉香汁鲜的炖土鸡、永州外脆里嫩的猪婆脚、衡
阳酸甜苦辣的人生四味……不同的是味道，相同的
是唇齿留香间满溢的湖湘特色。

味蕾旅行+文化碰撞

食物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最直接的
文化表达。中华美食的独特之处在于，每一道菜肴背
后满是当地的历史与风情，都是各地劳动人民生活具
象化的体现。

《去“湘”当有味的地方》第二季在令人垂涎欲滴
的美食背后，深入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故事，
在“吃播”的同时，也讲解了每道特色菜中包含的制
作者和本地历史的深厚情感。比如，节目中出现的龙
山王大姐的辣子鸡，其中饱含着王大姐几十年辛勤
付出的努力、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数字媒体的浪潮
中，手艺人彭南科通过自己的实践，为传统手工艺的
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永州司友酒家数十年
如一日为往来于湖广两地的司机提供餐食，等等。这
些细节都让我们回味，“舌尖上的美味”不只是味觉
上的酸甜苦辣，更是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随着文旅融合成为趋势，《去“湘”当有味的地
方》通过“美食+文旅”的混搭，开辟了一条推广地域
文化的新颖路径。品味美食，就是探寻美食背后的历
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汲取地域文化中质朴的精神土
壤，寻找构成我们民族气息的精神养分。期待未来有
更多以美食为媒、展现文旅画卷的综艺节目，让观众
品在其中、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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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香蕉，本名曾登科，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网络作协
副主席、长沙市网络作协副主席、阅文集团白金作家。曾获首届

“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
奖”百强大神、首届“湖南省十大网络作家”等。主要作品有《异
域求生日记》《隐杀》《异化》《赘婿》等。《赘婿》获第二届网络文
学双年奖银奖，2021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受到广泛关注。2022
年，《赘婿》作为中国网络文学代表作品之一，被收录至大英图
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

阅读是唯一亮丽的风景

罗先海：您对阅读似乎一直有着执着的热爱，据说在广东
打工时每次发工资都会斥“巨资”购买文学名著。

愤怒的香蕉：那时我住在广东佛山的农村，租住的房子里
只有一条被子，下面垫一个席子，旁边则摆着《悲惨世界》《平凡
的世界》《家》《春》《秋》之类的书，此外就没其他亮丽的风景了。
这些书我以前都看过，但工作后有了工资，就把以前看过且觉
得好的书再买下来，摆在身旁反复看。我的一点微薄工资几乎
都花在买名著上了。

罗先海：您对路遥《平凡的世界》印象很深，读过多遍，能不
能分享一下您的阅读感受？

愤怒的香蕉：我觉得《平凡的世界》是当下时代最需要的
书，尤其对我们“80后”而言，这本书启发了太多的人。一部文
学作品流传到当下仍被需要，我认为这应该是文学应有的高级
形态。我喜欢《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代表了一种精神，代表了
我写作的方向。《平凡的世界》就是我现在创作过程中对故事的
追求和评价标准。

罗先海：高中时您就有“古游河”这个笔名，是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网络创作的吗？

愤怒的香蕉：我高中复读那一年就经常在纸上写文章，然
后到网吧打成电子稿，发在“翠微居”上，笔名就叫古游河。那时
我是“文青”状态，发文没人看也自得其乐，从来没想过靠写书
赚钱。

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写作，一直写到高中毕业，从来没有
哪个老师夸过我，但我就是喜欢写，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消遣。写
了几本书后，我就到佛山打工，买了一堆文学名著放在枕边，和
我一起的陶瓷工人少有这样的。我那会就在思考，这些名著确
实很有营养，但身边做工的人就是不喜欢，怎么办？我是不是也
应该研究普通工人到底喜欢读什么，再想办法把有营养的作品

“输出”给他们？
2007年时，我开始重新写作，写之前会先思考别人喜欢看

什么，然后再动手写一点能打动别人的文字。我当时觉得这种
迎合他人的写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想让人知道，所以就
换了“愤怒的香蕉”这个笔名，一直沿用到现在。我那时重新开
始写的第一本书叫《异域求生日记》，我觉得这是一本迎合别人
口味的书，颇感羞愧，觉得两个月后可能就不会再写了，所以取
笔名也比较随意。

罗先海：要是想到自己的第一本书会火，是不是取笔名的
时候就会更谨慎些？

愤怒的香蕉：那是肯定的。《异域求生日记》发出来后所有
论坛都在讨论，网文界居然能出这样一本“炫文笔”的书？声势
还挺大的。后来起点中文网就来找我签VIP，我当时也不知道
能赚多少钱，签完之后第一个月是五六百，第二个月就涨到了
一千，那时长沙房价才每平三千多。后来写《隐杀》时，勉强能挣
到钱了，一个月有一两万，能继续推动我往前走。但火起来确实
非常意外，火了之后再改笔名也就不合时宜了。

文字是思维的不完美载体

罗先海：在《赘婿》中，您为什么让主角宁毅以赘婿形象进
入作品中？

愤怒的香蕉：赘婿这个形象有天生的压抑点，和退婚流一
样。赘婿的身份一开始是低下的，但网文里不会永远这样，中间
转折的过程有天生的吸引力，可以调动读者的情绪。

罗先海：《赘婿》火了之后出现过很多同类小说，您也会看
一些其他的“赘婿流”小说吗？

愤怒的香蕉：不怎么看，我个人还是不习惯短平快的爽点，
我喜欢看带有深入挖掘意味的作品。当然我支持所有人都去研
究和挖掘爽点，而且要多挖几层。若仅是一个“赘婿”就被人看
不起，立马打脸回去，这个故事也就没有嚼劲。

罗先海：《赘婿》的写作较为成功，但您仍严谨地称之为“实
验性”作品。前前后后写了十多年，体系越来越庞大，故事的走
向到现在有没有发生变化？

愤怒的香蕉：目前来说还是按照预期方向在推进，因为我
的人生观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写的东西还是照旧，后面剧
情哪怕有微调也不会推翻前面的创作设定。只是每个章节怎么
写才能吸引人，这才是现在最费脑筋的事。每一章都有很多爽
点，但我不会因为情节处于过渡期而抛弃可读性，我认为通俗
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好看。

罗先海：有的研究者评价您的创作过程逆反了商业规律，
以超绝的商业成绩证明写得少又写得慢的网络小说也有生存
空间。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愤怒的香蕉：这是跟读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比如我前面写
的剧情，读者觉得非常爽，就能支撑读者多看几章。如果我每月
更新一章，这一章就必须保证高质量，下个月才能勾住一部分
读者。我写得越慢，小说的质量就要求越高。网文创作是以读者
为导向的，如何征服读者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创作课题。虽然有
些读者一边骂一边看，但这也证明你的创作抓住了读者。

罗先海：您会经常关注读者的批评性意见吗？
愤怒的香蕉：以前写书的时候会，现在不会，写到现在能够

跟上我的思路且能给出具体意见的读者已经非常少了。《赘婿》
写到最后，我的想法是能像传统文学创作一样完成起承转合，
对里面80%的人物命运做出预言性升华，把所有的线归结成一
个结点。这也是我在读《平凡的世界》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让读
者在我所营造的世界里有所顿悟。

罗先海：网络文学虽是偏通俗的爽文，但其实也要学习传
统文学的精华。

愤怒的香蕉：现在的问题就是少有网络小说这么做。传统
小说一般二三十万字篇幅，整合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五百万
字的网文可能有上百条线索，最后要整合到一个恰到好处的
点，然后再“爆破”就有点难。如果我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一部纯
粹的网文，完结后就和读者没有太大关系了。但我是读惯了传
统文学的网文作者，一方面我会拿传统文学的标准要求自己，
另一方面还要追求网文的爽感。所以我的作品结尾可能不像传
统文学那样工整，但其实工作量比传统文学大得多。

罗先海：您曾经说过，从《异域求生日记》到《隐杀》《异化》，
再到现在的《赘婿》，每本书的创作都是写作技巧的提升。能不
能分享一下技巧提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愤怒的香蕉：重新开始写网文时，我喜欢炫技，会刻意模仿
村上春树那种文艺类日记的写法。到《隐杀》时，我逐渐意识到
写作的原则是“文字是思维的不完美载体”，文字是用来承载并
传递思维的，它是一种工具。之后我就把小说里所有的炫技成
分都删掉，尽量不用四字成语，语言就慢慢变得朴实了。我会学
习电影里起承转合的结构，比如《阿凡达》中主角愤怒地想要反
抗地球人时，读者会产生共鸣。《隐杀》里“八月火”这个结构勉
强算成功，前七集的美好生活到第八集全部被砸碎，很多读者
都跟着哭。虽然做好了这个大结构，但每一集的小结构却没有
做好。我很向往这种结构，所以在写《异化》时就专注做这种小

结构。在写《赘婿》时，每一集的结构我都尽量做好，到“刺杀皇
帝”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大结构，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前半段和后
半段合成一个顺畅的结构。

罗先海：文字表达并非越简洁越佳，也不是越繁复越好，而
是需要掌握度和平衡。

愤怒的香蕉：浅层的“YY”可以利用一些方式让人爽，每个
网文作者都有掌握爽点的写作功力。比如某个作者只让读者在
作品中感觉到爽点，而我作品的爽点可能藏得更深，但希望能
让读者读到爽点时激动得跳起来。我之前用增加侧面描写的办
法深入挖掘某个爽点，描写场景时会不厌其烦地从侧面刺激读
者内心，最大程度地调动爽点。察觉到爽点后，会进一步思考如
何将其全都挖掘出来，还会继续思考若减掉一些字数能否达到
同样效果？这样一轮一轮地改，砍掉、拿起来，再砍掉、再拿起
来，最终慢慢抵达平衡点。

我认为自己创作的文本都是实验性文字，超五百万字的大
结构，没有实验是做不到起承转合的。网文能否在保持通俗的
情况下输出一点传统文学的内核，做到雅俗共赏？这是我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雅俗共赏是值得追求的艺术境界

罗先海：您的实验和设想做成之后，将会是沟通网络文学
和传统文学的一个范例。当下网络文学已是受众面最广的文学
样态，网文作家作为最为活跃的文化群体之一，理应担负起服
务当代读者精神文化需求之职责，雅俗共赏是值得追求的艺术
境界。

愤怒的香蕉：是的。作品要成为经典不仅需要雅的元素，还
要有俗的因子，要把雅和俗以中性态度和标准进行客观审视。
以往研究通俗文学，首先是研究其文学内涵，但我认为通俗文
学的首要问题一定是怎么写得好看。很多理论批评对作家创作
没有太强的指导意义，我认为从创作实践出发再来提升理论，
实践意义可能会更强。如果《赘婿》写完之后有人能给出客观评
价，能看到这个实验中的写作路径，那么其他作者也可以从中
吸收一点网文经验。传统文学的主题都不错，但是怎么把过程
写好，怎么把读者抓住很重要，这是问题。过程是手段，主题是
目的，这样融合起来就达成了雅俗共赏。

罗先海：文学创作要做好雅和俗的平衡，只有做到雅俗兼
收、融合并蓄，才能在雅中体味到俗的烟火气，在俗中体味到雅
的情趣，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而不能为了追求雅致而主动拒斥
俗气。您如何看待当下网文的发展前景？

愤怒的香蕉：我认为网文的成熟需要专注于发展长板，即使
它的短板非常短也无妨。网络文学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短板已
经慢慢提上来了。现在几乎每一部能爆火的网文，结构都很完
整，几百万字的网文结构也能保证前期的线索到结局依然不被
抛弃。我认为五到十年时间内，网文会进入真正和外界接轨的阶
段，这两年短视频行业的爆发令人感到意外，网文的发展可能会
更快地进入下一个阶段，但具体能不能做到还要看实践。

罗先海：您最希望传递给新生代网络作家哪些经验和启示？
愤怒的香蕉：我见过很多优秀的“文青”作者，网文写到一

定阶段获得不少经济收益，然后开始回过头来追求文学性，写
出来的书反而不好看了，最后甚至放弃写作，非常可惜。其实他
们应该走雅俗共赏的路子，而不是到一定程度后把俗抛弃。

“俗”的规律需要创作者重视，重视规律才能掌握规律。我建议
新的网文作家创作时能加入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贩卖一下“文
青”的仪式感，可能会得到更多读者的喜欢。我觉得良性的网文
生态，首先要有大量的人追逐市场，也要允许一些“文青”作者
存在，关键是让这些作者知道可以做到雅俗共赏，不能回头去
干“去俗写雅”的事情，否则最后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罗先海：创作上如何做到雅俗共赏，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
值的话题。

愤怒的香蕉：这个时代的网文作者有点像当年写宋词的那
批人，他们在勾栏瓦舍间写词的时候也没想过名留千古，但作
品还是流传下来了。这些作品既有雅的传播，也有俗的影响。因
为人的成长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得掌握人们在每个阶段会
喜欢什么？能接受什么？然后才有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我认
为这是当下网文创作应该思考和积极践行的事。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
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湖南网络文学口述资料搜集、整理与研
究》（21ZDB004）阶段性成果。]

《平凡的世界》是我对故事的追求和评价标准
——访网络作家愤怒的香蕉

□罗先海

本报讯 《黑神话：悟空》作为一款国产3A游戏，
近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9月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网络文学研究室、中国社
会科学院“登峰战略”网络文学与大众传媒新兴交叉学
科主办的“中国数字文艺与传统经典的当代活化”学术
会议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相关数字文艺研究
领域的专家学者20余人与会，从《黑神话：悟空》的爆
火出发，深入探讨了当下中国数字文艺的发展脉络与
问题意识、传统经典的当代继承与数字转化。

会议分三场，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网络文学
研究室副主任汤俏、副研究员李闻思，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李玮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网络文学研究室主
任祝晓风致辞。专家发言中，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

志强认为，中国数字文艺的登场代表了一种“新的话
语”时代到来，数字文艺作为当前社会文化的寓言，
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又传达出年轻人的数
字文化特质。李玮将《黑神话：悟空》在内的数字文艺
放入数字化人文的整体性思考之中，数字化人文的
显著特征就是超越常规时空和互文性写作的广泛使
用，并创造出属于数字时代的文化经典。北京大学艺
术学院副院长李洋以《黑神话：悟空》为例，提出数字
文艺充分打开了“敌人的世界”，通过对“敌人世界”
的了解和补充，玩家或读者重新理解自己，也完成了
对自身世界的塑造。围绕《西游记》经典著作的数字
化转化，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李强认为，从《西
游记》到《悟空传》再到当前的《黑神话：悟空》，代表

了对经典文本的多义性解读，也将经典转化为无限
拓宽和变化的文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网络文学研
究室助理研究员项蕾谈到，当代人在不同媒介文本
中建构出不同的“自我”面貌，媒介所造就的肉身记
忆和经验又决定着人的“阈限”状态。张学谦、王秋
实、宋磊则从《黑神话：悟空》的文化因素出发，分析
了角色、景观、音乐、审美及世界观的数字化呈现方
式，认为“耐心资本”对数字文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大家表示，传统经典的“世界”实现数字化表达，
首先要理解传统世界观与数字世界观的形式差异，其
次是将传统经典的文化经验与数字化体验巧妙结合，
最后数字文艺应回到人民性的层面上，将传统经典的
文化智慧与人民的精神生活相结合。 （孙金琛）

专家研讨数字文艺与传统经典的当代活化

本报讯（记者 刘鹏波） 9月19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河南省作协和阅文集团主办的我会修空调《我的治愈系游戏》
作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河南省作协在线下设分会场。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南飞雁、阅文集团副总编
辑田志国，周志强、马季、桫椤、张永禄、赖尔、翟羽佳、战玉冰、刘昕
亭等专家学者，以及编辑、读者和网络作家共30余人与会。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主持会议。

《我的治愈系游戏》是由网络作家我会修空调创作的一部悬疑
题材作品，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主题思考，受到了广大读者
的喜爱和认可。作品通过主角韩非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现实与游戏
世界交织的复杂故事，探讨了人性、科技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何弘表示，网络文学作为新时代的文学样式，应当积极响应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
文明新形态。网络文学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更要追求文学
价值与文化意义。南飞雁介绍说，河南省作协一直高度重视网络文
学事业的发展，通过成立网络文学学会、筹备网络作协等举措，推
动河南网络文学的繁荣。网络作家正成为新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
者，以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田志国从出版和推广
的角度，分享了《我的治愈系游戏》的成功经验：不仅在于其内容的
创新，也在于其与读者的深度互动和市场的精准定位。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我的治愈系游戏》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
析，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认为，《我的治愈系游戏》
展现了创新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主题思考，在悬疑推理小说的基础
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情感的边界。小说通过现实与虚拟世界
的交织，让读者在享受悬疑故事的同时，也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度
思考。作品中的“幽灵现实”成为了生活现实的“创伤性硬核”，展现出
作者对于青年人直面现实世界创伤的期望，鼓励他们勇敢前行。

朱钢在总结时说，小说不仅在表面上提供了恐怖故事的快感，
更深层地探讨了人与游戏的深度关系，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寻
找治愈和力量，体现了网络文学的深刻内涵和温暖力量。

本报讯 9月 2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首都师
范大学）基地、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首
都师范大学网络文艺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市文艺评
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中国图书评论》协办的“新
媒体时代的文艺传承与发展”工作坊暨青年学术研
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学者
与会，围绕“新媒体时代文学艺术的新质与新变”

“新媒体文艺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传承”“新媒体时代
的文艺作品细读”“新媒体文艺评论的新路径”“跨

界融合与文艺创新”“媒介文艺现象探讨”等论题展
开探讨。

此次青年文艺批评家工作坊由首都师范大学教
授许苗苗策划并主持，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学部主任、
艺术与美育研究院院长王德胜致开幕辞。青年学者
深入探讨了新媒体时代文学如何破圈、戏剧在新媒
体时代的传承发展与挑战、由电子游戏看数字时代
和流行文化的美学特征、“娜拉”与现代文学中女性
问题、历史意识和启蒙意图的关系、智能影像的生产

和制作对传统影视创作的挑战等话题。
会上发布《批判性媒体素养指南》中文版。该书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7月出版，作者为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杰夫·沙尔，译者为许苗
苗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蔚。作为媒介文化
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该书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困
境和现实出路问题提供了参考，也为人们在技术扩张
时代参与文化生活时保持独立思考能力、树立批判性
思维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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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畅谈新媒体时代的文艺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