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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网络作家牢记“国之大者”，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网络文学创作的本真理想，聚当代生活之气，凝新时代之精神，发现和感受新时代的新变化、新成就

●十年来，网络文学以“守正创新”为核心思路，深挖传统文化资源，展开更为系统的、清晰的文学表达，在当下与历史的观照中，活化传统文化的当代性

●基于网文IP价值转让而形成的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链，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崭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已进入相对成熟期。网络文学正日益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

重要内容源头，泛娱乐文化市场的高价值资源，大文化产业的强劲引擎之一

新时代网络文学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北 乔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2014年是网络文学从生长期向成熟期过渡

的重要时间节点。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

文学依托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激活了潜在文学

爱好者的才华，呈现了高度的自主性、个性化写

作，建立了文学原生态的民间性、无门槛的社会

大众接受模式。网络文学以玄幻、仙侠、游戏、科

幻、言情等类型小说，活化中国神话、民间故事和

历史资料等传统资源，接续通俗小说叙述手法，

注重故事结构和节奏，讲究阅读瞬时的愉悦感。

在书写、传播和互动等诸多方面，拓展了既有的

文学范式，极大地参与了大众文化特别是互联网

文化的新形式和新内容的构建，也显现了文化产

业新的增长点和向好可能。与此同时，“野蛮生

长”的类型写作，在自身的叙述、题材、传播等方

面也遇到了难题，需要我们进行新的展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将网络文学纳入新时代文

学的视野，进行了系列的阐述和积极的肯定，同

时寄予很高的期望，并提出了发展之要义。他指

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

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

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

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

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

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

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

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

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

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

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

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

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

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这些重要论

述是网络文学新时代发展的总纲领，为网络文学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注入了强劲动

力。十年来，网络文学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努力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网络文学发展的战略蓝图，新时代的网络文学发

展得到全面提速和提升。十年来，网络文学在管

理引导机制、工作策略、作家培训、创作引导、网

文出海以及主动打通以网络文学为核心牵引力

的全产业链等方面，都走上了主流化、精品化的

高质量发展道路。网络文学在完善自身成长的

同时，也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抹亮色。

让网络作家情感有归属、成长
有组织、创作有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网络文学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抓好

落实，2015年，中国作协成立网络文学委员会，

将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代表性的网络作家

汇聚一起，开拓网络文学新的工作模式。2018

年，中国作协成立网络文学中心，全面团结、服务

和引领网络作家，专业性推动网络文学新的发

展。同时，中国作协积极协调推进纵向递进、横

向扩展的网格化组织体系。截至目前，全国省级

以上网络作协组织21家，各级网络文学组织超

过200个，中国作协建立起超过1万人的省级网

络作协会员数据库。健全完善全国重点网络文

学网站联席会议，将工作半径延伸到网络文学平

台。为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发出团结“新的文艺组织”“新的文艺群体”

的“动员令”，丰富建立网络作家大环境的内在，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与团中央、统战部等相关

部委建立网络文学工作机制，将团结和培养网络

作家纳入“两新”和“大统战”的总体思路。从而

形成了专业性与社会性相融合的网络文学工作

大格局，为网络作家的成长和网络文学的发展基

本构建起生态型的大环境。

同时，中国作协以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和多样

化的活动，帮助作家离开键盘、走入课堂，走进现

实生活；广泛整合专业资源和社会力量，建立起

系统性的、长期性的网络作家培训机制，助力网

络作家的成长成才；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对省级以上网络作家协会会员轮训，并以此

带动各级省作协和网络文学平台对网络作家进

行分级分批的培训。在人才培养上，与中国人民

大学联合开办网络文学研究生班，进行高层次学

历教育；与鲁院文学院合作，进行半个月至四个

月的全素质培训；联合团中央“青社学堂”，进行

专题性培训。目前网络作家的大培训体系已初

步建立，纵向从中国作协到各省市网络作协，横

向与各相关部门、院校、研究机构、网络文学平台

和社会组织等，覆盖最广大的网络作家，形成从

刚开始写作的初学者到取得很好成绩的头部作

家都有相关培训保障，做到教育培训贯穿网络作

家成长成才的全过程。学习内容上，将政治素养

与专业知识、文学理论与写作技能等相结合，有

针对性地组织专题性采风。近五年来，共组织了

2000多人次的网络作家进校园、工业园区、工

地、社区等第一现场，实地感受新时代的伟大实

践和伟大成就，引导他们的创作更接地气，更贴

近人民生活，与新时代的伟大发展同频共振。

在创作导向方面，引导网络作家创作新时代

山乡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创新和科幻、

优秀历史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的作品，

并对这些主题中的优秀作品进行扶持，对整个网

络作家队伍起到了引领作用。不少网络作家积

极参与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15年，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委员会开始实施“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

2020年改名“中国网络小说影响力榜”，增加海

外榜、IP榜和新人榜。近十年来，该榜上榜作品

200余部，以引导创作、引导作家、引导读者为初

心，梳理最新创作成果，倡导创作新方向。2017

年，由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的“茅盾文学新人奖”

增设“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有力

提升了网络文学的文学地位，极大鼓舞了网络作

家的创作热情。2019年，《大国重工》《将夜》等

10部网络文学作品入藏上海图书馆；2020至

2022年，《诡秘之主》《斗破苍穹》等144部网络

文学作品入藏国家图书馆；2022年，《赘婿》《地

球纪元》《大国重工》等16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

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2022年

和2023年，学习强国集中展示了46部网络文学

精品，网络文学的主流化、精品化成绩得到了全

社会的广泛认可。

做新时代的真诚讲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充分肯定了网络文学的新作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论述，鲜明指出网络文

学应该反映新时代生活，书写新时代精神。这既

是对网络文学发展新的要求，也为网络文学的发

展创新了思路，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对此，

网络文学界反应迅速，网络作家以饱满的热情开

拓网络文学新创作，近年来，现实题材成为网络

文学的新热点，成为网络文学创作“反类型”“反

套路”、求创新的有生力量。网络文学的现实题

材创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在网络文学主流

化、精品化的进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为了新的

生长点。

十年来，网络作家牢记“国之大者”，把“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作为网络文学创作的本真理想，

聚当代生活之气，凝新时代之精神，发现和感受

新时代的新变化、新成就。网络作家加强网络文

学的“在场性”，将网络文学的创作及作品与新时

代同频共振，书写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伟大精

神，着力塑造新时代的文学人物形象。将写作与

个人成长和大众生活紧密相连，从小我到大我，

从小众到大众，将个人的心绪与新时代的生活交

相辉映，书写内心的那份大爱，激荡共有的感受

和情绪，让作品散发新时代的气质和精神。不少

作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以平易

近人的文学方式增强作品的阅读力，以令人轻松

愉悦的作品蕴含高尚的情操和正能量的精神。

网络作家以生活者和写作者的双重身份沉

浸于日常，感受生活的中国伦理，捕捉生活的新

时代气质，诚心书写生活的普遍性情怀。最初的

职场、言情小说陆续“落地”，不再悬于生活之上

进行无生活质感的虚构。一大批原本从事强幻

想类写作的作品纷纷“进场”，讲述具有写实性的

生活故事。网络作家充分发挥网络文学快速感

受、快速创作的优势，迅捷地对生活作出文学性

的反应。《生命之巅》（麦苏）、《大医凌然》（志鸟

村）、《朝阳警事》（卓牧闲）、《情暖三坊七巷》(姚

璎)、《上海凡人传》（和晓）、《逆行的不等式》（风

晓樱寒）、《沪上烟火》（大姑娘）、《写给鼹鼠先生

的情书》（吉祥夜）、《他从火光中走来》（耳东兔

子）、《雨过天晴：我回家上班这两年》（林特特）、

《外卖老哥》（东姝）、《亲爱的雷特宝贝》（阿顺）、

《逆火救援》（流浪的军刀）、《故巷暖阳》（鱼人二

代）、《桃李尚荣》（竹正江南）等一大批作品几乎

覆盖时下日常生活的全领域，基本实现了人人都

可以是网络文学作品的主角，生活之事都可以成

为网络文学的故事。许多网络作家开始全身心

专注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对网络文学发展起到了

很好的推动作用。蒋离子着力于家庭和婚姻题

材的创作，深度进入当下的情感生活：《老妈有

喜》关注二胎家庭所带来的新变化，《糖婚》回到

女性婚姻的调适期，《糖婚：人间慢步》则聚焦女

性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全面地反映当下女性的生

活和情感状态。沐清雨以广阔的视野观察和体

味多行业中的普通人，在军旅、民航、支教、中医、

养老、救援等生活场景中，讲述他们既平常又感

人的生活和奋斗故事，以个人视角书写新时代生

活的宏阔图景。

网络作家对科技创新和发展抱有极大的热

情，以文学的方式持续跟进最新技术的研发和中

国制造的最新荣耀，及时书写科研人员的技术攻

关和爱国情怀。《网络英雄传》（郭羽、刘波）直接

进入互联网的研发和工作现场；《大国重器2智

能时代》（银月光华）讲述了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

中，科技人员奋力拼搏的故事；《北斗星辰》（匪

迦）、《一路奔北》（人间需要情绪稳定）、《只手摘

星斗》（扫3帝）、《关键路径》（匪迦）高度关注航

空航天技术的革新和新成果；《鲲龙》（月影风声）

讲述了中国航空重器——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的诞生历程；《大国蓝途》（银月光华）将

目光聚集于水下机器人的研发；《铁骨铮铮》（我

本疯狂）、《万里山河一日还》（棠花落）以高铁的

发展为素材，讲述高铁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故

事；《重卡雄风》（晨飒）以重型卡车的制造为主叙

述，书写机械制造的艰苦创业和傲人成绩。这些

作品既调用了纪实文学之于现实的即时反应和

具实的现场感，又活用了纯文学的细节描写和人

物塑造，形成了网络文学新的表达形式。在一个

结构好、可读性强的故事里，作家或以科技为内

核，向读者传播最新的专业性科学知识和科技面

貌，展现特殊领域的工作流程，满足读者的知性

需求；或以情动人，细腻书写科研和技术人员不

为人知的生活与奉献，描摹他们的家国情怀；或

以大视野呈现某个行业的发展历程，记录“中国

之路”所传达的“中国精神”。几乎与科技发展同

步的创作，硬核科技、暖意情怀、平实生活，以及

阅读感极强的和谐运用，使网络文学的科技叙事

素材鲜活，讲述灵动，极具代入感，对所有文学的

科技叙事和网络文学突破性发展，都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与此同时，在现实性的科技叙事中，网

络文学还适度借用了科幻小说的元素，以穿越的

方式实现时空的回溯，形成当下与过去的直观对

比，从而完成极具历史纵深感的叙述。《大国重

工》（齐橙）、《筑梦太空》（飘荡墨尔本）等在这方

面做出了有益尝试，在没有破坏现实感的同时，

拓展了叙述时空，丰厚了科技叙事的历史美学和

当代性审美。

新时代发展的重大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

宏伟进程，是网络文学界牢记“国之大者”，主动

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又一重要实践。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网络作家及

时下乡进村，亲身体验并激情书写这一伟大征

程。《特别的归乡者》（夜神翼）以归乡者带领乡亲

们脱贫这一故事为主线，写出了归乡者对于乡村

振兴的反哺；《我的草原星光璀璨》（懿小茹）聚焦

扶贫干部，以小见大地对脱贫攻坚中的帮扶举措

进行了文学化的讲述；《扎西德勒》（刘金龙）重点

描述援藏过程中奉献牺牲的青年；《幸福在家理》

（知更）将冬奥会与乡村振兴两个主题巧妙结合，

从侧面表现了乡村振兴的丰富路径。中国改革

开放的成果令世界瞩目，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振奋

人心。网络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度，身处新时代现

场，发挥网络文学体量大的优势，状写改革开放

和新时代发展的宏阔画卷。《何日请长缨》（齐橙）

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实，史诗般地描写了我国改

革开放后重工业发展的历程。何常在以一系列

的创作紧随发展步伐，集结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发

展的整体脉络和重要事件，如《浩荡》书写深圳改

革四十年，《三万里河东入海》关注新产业发展，

《奔涌》进入人工智能的现场，《向上》将雄安新区

的建设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融为叙述整体。

致力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
下性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网络文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以及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思想

上提高认识，行动上进入创作。十年来，网络文

学以“守正创新”为核心思路，深挖传统文化资

源，展开更为系统的、清晰的文学表达，在当下与

历史的观照中，活化传统文化的当代性，一方面

以传统文化开拓类型化的新路径，更新创作手

法；另一方面从现实中获得灵感，描摹传统文化

在现时生活中的纹理，呈现传统文化的当下性图

景。对传统的挚爱与浓情书写，以“中国故事”的

叙述资源和经验为生发点，在文学中展现“中国

哲学”“中国伦理”“中国审美”“中国情怀”，提高

了网络文学的品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为展现“中国形象”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网络文学一直以来的

重要资源，玄幻、武侠、修仙等类型小说天然具有

传统文化的基因，并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叙述动

力。在玄幻、仙侠、修仙等小说创作遭遇瓶颈之

时，网络作家重回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中，以当代年轻人的智慧擦拭传统文化，寻找素

材，汲取精神，获得创新性的写作。《全职高手》

（蝴蝶蓝）、《雪中悍刀行》（烽火戏诸侯）、《择天

记》（猫腻）、《巫神纪》（血红）、《斗罗大陆2》（唐

家三少）、《诡秘之主》（爱潜水的乌贼）、《第一序

列》（会说话的肘子）、《砸锅卖铁去上学》（红刺

北）、《道诡异仙》（狐尾的笔）等作品中，网络作家

不再简单地移植或以支点进行想象性扩容，而是

深度发现和打捞文化资源，以文学的方式建构庞

大的、系统的传统文化世界，进而开发出许多新

的叙述方式。这些新的叙述或具有新的深度，或

放大某些细部，将多种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性元

素融合，形成复合性的叙述。《玄鉴仙族》（季越

人）把修仙小说和家族小说结合起来，还融入种

田文以及无限流。多元素的整合应用，传统文化

素材和当下创作理念的调和，既扩展了作品容

量，又形成了超脱类型化的新叙述。《隐秘死角》

（滚开）、《我的治愈系游戏》（我会修空调）、《永生

世界》（伪戒）、《深海余烬》（远瞳）等作品，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和当代性的想象结合一起，

为网络文学的强幻想和科幻路径开辟了新的叙

事可能。《我们生活在南京》（天瑞说符）对传统的

科幻小说概念进行有意义的创新，对科幻文学的

“中国化”进行了探索。新时代科幻网络文学既

有人类共有的科技文明，又深含中国化的家庭伦

理、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是“世界科技，中国情

怀”的代表作品。

近年来，广大网络作家端正历史观，以主流

价值和现代性的视野走进历史现场，重述历史内

容，直观且富有激情地表现中华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明。古代言情小说进一步关注传统伦理和人

文情怀，现代言情小说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书写

当代情感生活的古典气质和现代精神。以传统

文化为主体或叙述元素的大历史类小说创作走

向深入，使网络文学的历史叙述焕发出新的活力

和魅力。《天圣令》（蒋胜男）从宋代史中发掘历史

性的文化，《汉阙》（七月新番）状写汉代独有的气

质，聚焦中国大地理。关注革命史、致敬英雄人

物形象、弘扬革命精神，已成为网络作家的共识，

并在作品得到充分体现。《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骁骑校）以轻穿越的方式压缩时空，歌颂英雄，

并对比新旧社会，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珍惜

当下的重要作品。《百年沧桑华兴村》（凌烨）以一

个村庄的百年变迁为线索，反映建党百年以来的

风雨历程。《酒坊巷》（古兰月）将古巷的传统文化

与抗战史结合起来，叙述内容更为丰富。《百年家

书》（疯丢子）讲述了女主角黎嘉骏的抗战传奇和

两代人的百年传承，展现了英雄们的英勇不屈和

百姓的奉献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已成为网络文学传统资源当下性叙事的核心

理念。《传国功匠》（陈酿）关注瓯越大地上年轻一

代对瓯匠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敦煌：千年飞天

舞》（冰天跃马行）将传统文化引入西部的大发

展，基于人物的行为和敦煌的特质，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转化贡献了许多新的思路；《洞

庭茶师》（童童）写年轻人回乡参与乡村振兴，以

采茶、制茶的茶文化带动经济发展；《我本无意成

仙》（金色茉莉花）将制香、制墨、打铁花、古琴等

非遗文化融入创作中，丰富了仙侠小说的内容；

《一梭千载》（慈莲笙）以杭罗丝绸的起源与发展

为素材，发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价值；

《大明万家医馆》（何木颜）以中医技术和中医文

化结构小说……十年来，网络文学持续进行传统

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对话，以新时代年轻人的视角

理解和阐释传统文化，既体察现实生活中传统文

化的力量，又不断贡献传统文化之于新时代全方

位发展的诸多可能。

网络文学全生态助推中华文化
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网络文学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和提升中

国形象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动力。2015年被称

为网络文学的IP元年，全面激发了网络文学的

经济外溢功能，经过十年的发展，网络文学创立

的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已初具规模。基于网文IP

价值转让而形成的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链，

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崭新的文化产业形态

已进入相对成熟期。网络文学正日益成为数字

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源头，泛娱乐文化市场的

高价值资源，大文化产业的强劲引擎之一。

2015年，网络文学市场规模为70亿元。2023

年，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授权总数超过 3000

部，改编动漫授权总数5000余部，年度市场规

模达370多亿元。

十年来，网络文学界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中国作协系统规划网络文学的国际

传播，召开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工作协调推进会，

以海外“Z世代”为传播重点，举办网络文学国际

传播培训班，组织网络作家海外交流、平台负责

人海外考察。网络文学“Z世代”国际传播工程

成功实施，《雪中悍刀行》《芈月传》《万相之王》

《坏小孩》四部作品被改编为外语广播剧和有声

书，并通过系列访谈、对话节目推动海外传播。

发布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海外传播榜单，展现网络

文学出海的新作品，表扬网络文学出海的新成

绩，提升网络文学出海的动力。

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从自然流传到主动作为，

从散状突破到合力推动，从文本输出到叙述手

述、运作模式的海外落地，再到海外本土性网络

文学生态的兴建，一路向好。而网剧、网游和微

短剧的传播，则起到强劲的叠加效应和延伸力。

在作品的形式上，网络文学文本、网剧和网游三

种形式相互独立又相互依托的状况，进一步提升

了网络文学出海的整体性态势。网文出海成长

为网络文学明亮的新景观。2023年网络文学海

外市场规模超40亿，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近2亿

人。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翻译语种达20多种，

涉及东南亚、北美、欧洲和非洲的40多个国家和

地区。截至2023年末，各海外平台培养海外本

土作者近百万，创作海外原创作品150余万部。

网络文学坚守中国精神之本，同时寻求世界文明

的共同之处，不断以文学性的书写和艺术化的表

达，让世界更真切地了解中国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和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

网络文学成为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

载体和新景观，网络作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文化的生力军。体现主流价值、助力文

化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传播中国形象等，在网

络文学中得到了综合性表达，并渐形成新时代

网络文学的大生态。世界网络文学主场在中

国，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性写作成为新时代文

学的鲜明亮点。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