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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扫描

“反套路”中的“快创新”
——知乎近半年网文新变

□安蓓蓓

■动 态

2019年《宫墙柳》的意外“出圈”，让知乎发现了虚

构性短篇故事的商业价值。2020年盐选专栏“洗铅华：

恶毒女配生存录”的盈利，让知乎进一步确认了将虚构

性短篇故事纳入平台付费内容的可行性。到2024年，

随着盐选专栏的流行与平台短篇故事生产机制的完

善，知乎已成为短篇故事市场的头部平台。

近半年来，女性向故事依然繁盛，在类型上出现了

“虐文”的复苏趋势，尤其是“死人文学”的回春；而相对

薄弱的男性向故事，也在官方力推下初见水花。同时，

从榜单作品中可以见到，知乎在整体上呈现出对“高质

量”故事的追求。

女频文的转变：“死人文学”回春

女频文作为知乎短篇故事的核心部分，占据了知

乎各大榜单，其中言情类在榜单中更是从不缺席，“追

妻火葬场”“大女主”“穿越”等题材也一直在知乎短篇

故事中经久不衰。近半年来，知乎女频文最显著的变化

体现在“死人文学”的回春。“死人文学”指的是围绕着

已死之人或将死之人展开的故事，通过主角的死亡使

得身边人发现真相并且回忆主角的“好”，以此达到使

人悔恨却又无法挽回的目的。作为“虐文”中常用的元

素，“死人文学”颇有能打动人心之处，也是一个古老的

文学套路——最典型的是诸葛亮，“葛公在时，亦不觉

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

与长篇不同，知乎的短篇“死人文学”更注重快节

奏推进，细节刻画相对较少。这种快节奏的叙事在给读

者带来超强快感的同时，也因缺少细节容易给读者造

成逻辑缺失的感受。以今年3月登上新书榜首的《谢棠》

为例，该文将“真假千金”和“死人文学”相融合，但重点

却在讲述作为“假千金”的“我”在攻略失败后，死前将

相府“真千金”召唤回来，最终对比之下让家人和丈夫

后悔的故事。截至7月底，这部作品共获得3.4万个赞，

并引发了热烈争论。虽然主角最后看似无力的“回击”

已经是其能够做到的极限，但一部分习惯“爽文”模式

的读者仍难以接受“虐文”的逻辑，认为主角并没有给

“施暴者”以实质性的“反击”，亲人态度上的转变也太

过生硬，没能达到他们的阅读期待。

6月上榜的《思沅》也是一篇融合了“真假千金”和

“死人文学”元素的“虐文”，该文吸取了《谢棠》的教训，

自上架以来就高居知乎热榜和“盐汽榜”前端。小说以

“我”在自杀前收到坟地被抢的消息为开头，后续引出

和家人的关系，以及和男主之间的互帮互助两条发展

线，最终打脸“假千金”令家人后悔。而“我”有了活下去

的动力后，最后还是死在男主的怀抱里。强有力的打脸

情节和最后主角没能逆转的命运，既满足了读者的爽

感需求，又令读者为主角的命运而唏嘘，受到读者的普

遍喜爱。

以《思沅》和《谢棠》为代表的“死人文学”，在文体

上充分利用了短篇的优势。首先在两百字引言中讲述

主角受到的不公和出现在主角接受死亡过程中的“偏

差”情况，引起读者的愤怒与阅读期待，随后开篇第一

章在短短五六百字的篇幅间，展开引言里吸引读者的

“偏差”情节，并且巧妙借助读者对主角究竟如何解决

“偏差”问题的期待心理，迅速将故事有力地推向第一

个高潮，完美地将快节奏叙事与强情绪拉扯有机融合

在一起。

总的来说，知乎的“死人文学”在“虐身”的传统上，

融合多种梗元素，实现老题材的创新。就“追妻火葬场”

题材而言，通常是在物理层面上对男主进行虐身处理，

结局以男女主角破镜重圆为主，这样既满足了读者对

于爱情关系中对不公平行为进行报复的爽感需求，又

迎合了读者对于破镜重圆式爱情的美好憧憬。相比之

下，“死人文学”的结局大多呈现为悲剧，以主人公的悲

惨命运以及报复对象迟来的“深情”为主要情感点，要

么对读者实施高强度的“虐心”冲击，要么另辟蹊径，不

顺应读者对于“死人文学”高强度打脸的期待，从而达

到触动甚至“触怒”读者的目的。

2022年知乎官方给出的读者性别数据显示，女性

读者占比为85.02%，男性读者占比为14.98%，女性读

者数量远远高于男性读者数量。对于知乎来说，短篇在

内容与篇幅上的限制，以及读者基础受众的巨大差别，

使得知乎男频文的建设较为困难。

2023年 11月 8日，知乎推出了“新”男频故事图

鉴征文活动，面向全网作者征稿。知乎在此次征稿中

利用大数据，对男频内容进行重新定义，重点推荐作

者从男性言情题材入手，创造以“甜”“虐”“遗憾”为

核心的男性向言情故事。相较于以玄幻、科幻、悬疑

等题材为主的男频长篇网文来说，知乎以“言情向”

作为男频的突破口，展现了其对男频内容“反套路”

式探索。

“反套路”：追求“慢节奏”内容

面对读者越来越大的阅读需求，知乎短篇不断对

自身进行“反套路”的“快创新”。利用短篇完结较为迅

速的优势，每个月知乎榜单作品从设定和题材都有所

“创新”。比如从设定上增加动物主角设定、二次穿越设

定、悬疑游戏设定等，比如抓住6月限定的高考流量进

行融梗创作，比如在复仇爽文中破除以无脑爽点为核

心的套路，更多地展现人情冷暖与成长救赎，立意深刻

成为新的特点。

以“新知乎三绝”之一的《河清海晏》为例，该篇作

品于2023年登上知乎影响力榜单，2024年多次霸榜。

小说讲述了备受家暴的“我”遇到男主，受到男主保护

的同时，也从男主家里获得家庭温暖，最后男主作为缉

毒警察牺牲，而“我”成了一名法医。全文用细腻的文笔

打造出立体的人物群像，在爱情线之外展现人情冷暖，

再加上男主为女主守护“小家”到打击犯罪守护“大家”

的主题升华，成功打动了读者内心。

此外，近半年来知乎榜单作品更多体现出读者对

于“慢节奏”内容的追求。随着短篇市场内容的不断增

多，读者对于爽感的诉求有所提高，不再单纯满足于简

单粗暴的爽文套路，而是更加关注故事的逻辑性和思

想性。这类“慢节奏”作品凭借对情节与人物多方面的

细腻刻画，有效地减少了故事在逻辑层面的漏洞，也在

更大程度上展现出文本自身的思想深度，使读者在快

节奏生活中重新领略慢节奏的妙处，引发读者内心共

鸣，满足他们的爽感期待。

同时也可看出，女性的世界不再局限于爱情，从亲

情、友情以及自我关注的角度进行叙述的内容与篇幅

不断增多。例如上半年爆火的感情流作品《一梦如初》，

讲述了“我”被卖入温家并与温家人同甘共苦，随后与

男主互相救赎的故事。在慢节奏的叙事之下用强有力

的文笔，描写主人公的温暖日常。该篇一开始因不符合

知乎的风格而被拒稿，后被第三方在知乎推荐上架，受

到读者的喜爱。

近来，一些读者直到近期才惊奇地发现，在知乎

上也可以读到“纯爱”文学。其实早在2023年7月，知

乎官方就开放了对于“纯爱”题材的流量扶持，甚至在

官方扶持之前，也有作者尝试在知乎创作纯爱作品，

只是一直没有流量，被大量的稿件淹没在庞大的信息

库中。

“慢节奏”叙事类故事在知乎的火爆，恰恰反映出

读者对于知乎“快节奏”叙事文大批量生产的逆向选

择，比起套路型的“爽点”复制，读者更注重短篇故事在

内容质量以及爽感满足上的提升。

总得来说，知乎作为短篇故事市场的“龙头”所在，

几乎所有的第三方收稿都以知乎爆款题材为风向标。

面对大量同质化内容的涌入，读者的审美疲劳成为作

者和官方必须解决的问题。对知乎短篇进行观察，不仅

有助于了解短篇网文的市场变化，同时也能看到短篇

市场对于自身问题的优化过程。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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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部作品入选2024年第二季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公布2024年第二季度优秀网络视

听作品推选活动评审结果。经省级广电行政部门和中央直属单位等推

荐，专家评审委员会审核，最终确定了73部入选作品。其中包括《我的

阿勒泰》、《庆余年》（第二季）、《新生》等网络剧，《前途海量》等网络电

影，《故乡几万里》《小酸村》《100位读书人的家》等网络纪录片，《中国

节日系列 2024清明奇妙游》《启航！大运河》等网络综艺节目，《诛仙》

（第二季）、《百妖谱·司府篇》《遮天》等网络动画片，《一梦枕星河》《那个

重逢的夜晚》等网络微短剧。

■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品牌榜在长沙发布

10月10日，由中国作协指导，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联合中南

出版传媒集团举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品牌榜在湖南长沙发布，共评

选出网络作家品牌精英榜、网络作家品牌新锐榜、文学网站品牌风云

榜、文学网站品牌新锐榜，以及网络文学IP品牌榜等3个大类、5个小

类，共38个品牌上榜，旨在更好地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化、精品

化、品牌化。发布仪式后，举行了中国网络文学品牌论坛，与会者围绕

“网络文学的品牌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品牌

化”“新时代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网络文学IP品牌的市场开发趋

势”等话题展开交流。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推荐第四批剧目

10月 12日，在首届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微短剧“何以赋

能”平行论坛上，“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四批推荐剧目发布，

《澳门故事》《大力村超人》《宁波144小时》《1818编辑部》等55部优秀

主题微短剧作品入选。本次发布聚焦微短剧赋能文化和旅游，以“微短

剧+”推动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按照创作计划启动之初确定的

八大选题方向，推出优秀主题作品。

■2024中国微短剧文化产业博览会暨首届微剧潮流
节举办

10月14日，2024中国（杭州）微短剧文化产业博览会暨首届微剧

潮流节开幕。博览会以“短剧新视界，潮流新动力”为主题，设置内容创

作与剧本、影视拍摄基地与文旅融合、校企合作、微短剧制作与技术装

备、平台发行与宣传、短剧+合作等六个重点领域展览展示、交流合

作。同期举办了新星选拔赛、开幕式暨全体大会、行业领袖主题演讲、

微短剧项目投资对接会、星光荣耀—微短剧风尚奖颁奖盛典、微短剧内

容创新论坛、微短剧国际传播与合作圆桌论坛、市场趋势与商业模式创

新论坛等多场行业会议和相关活动。

■首届新疆网络视听大会举行

10月17日，首届新疆网络视听大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此次大

会以“天山印象 精彩视听”为主题，旨在推动新疆网络视听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大会包括开幕大会、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主论坛、微短剧创作

及行业发展论坛、新技术赋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论坛以及高新视听技

术体验展等多个环节。在开幕大会举办的“天山印象”新疆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精品展映暨首届新疆“金石榴”青年（大学生）优秀短片颁奖典

礼上，《我的阿勒泰》《十年·巨变》《永不消失的加热克》等一批优秀作品

集中亮相，展示了新疆网络视听作品的多样性和高质量。

■湖北省作协推介长江流域网络文学影视转化作品

10月22日，作为“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长江流

域网络文学影视转化作品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办。《汉水诡案录》《管杀

管埋》《大夜之昴》《刘关张》《白夜如昼》等21部长江流域网络文学力作

得到推介。与会者还就长江流域网络文学影视化展开交流。近年来，长

江流域的网络文学作品转化为影视作品的案例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

计，湖北网络作家群体中已有百余部作品实现了以影视为主体的转化。

■第四届扬子江网络文学周举办

10月22日至26日，以“数智引领，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扬子

江网络文学周在江苏南京举办，旨在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新趋势，推动网

络文学与数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开幕式上，第三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

具IP潜力榜榜单发布，《半路杀出个兽医姑娘》《沧海归墟》等12部作

品上榜；第四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揭晓，《道诡异仙》等24部作

品获奖；江苏网络文学谷扬子江网络视听剧本创作中心揭牌。其间，举

办了首届扬子江网络文学嘉年华、第四届江苏网络文学发展主题对话

会、“网络文学IP转化与网络视听发展”游船主题沙龙、“跟着古诗词游

秦淮”主题采风、第七期江苏网络作家研修班等活动。

■吉林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

10月23日，吉林省网络视听协会在吉林长春正式成立。吉林省网

络视听协会是经吉林省民政厅批准，由吉林省广播电视局作为业务主

管单位的专业行业协会，首批会员单位150余家。现场发布了旨在进一

步提升吉林省网络视听精品创作质效的“微光聚吉·微短剧 短视频创

作计划”。未来，吉林省网络视听协会将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指导各相关单位和制作机构加强内容建设、加快

技术升级、多出精品力作、赋能行业发展、促进产业繁荣，以扎扎实实的

工作成效为吉林振兴发展弘扬正能量、传播好声音。

■中国文联举办“全国中青年网络文艺骨干人才高级
研修班”

10月27日，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办的“全国中青年网络

文艺骨干人才高级研修班”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开班。此次

研修班为期一周，系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自2016年以来持续举

办“全国中青年网络文艺人才培训工程”等八期培训采风创作活动的一

次回顾和总结，旨在全面展示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来网络文艺

领域取得的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和创作成就，探索网络文艺高质量发展

举措。培训内容包括开班辅导报告、专业课程、现场教学、专题研讨、思

政教育等。

（刘鹏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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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更注重短篇故事在内容质量以及爽感满足上的提升读者更注重短篇故事在内容质量以及爽感满足上的提升

本报讯 10月30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江西省作协和阅文集团主办的狐尾的笔《道诡异仙》作

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

弘，江西省文联党组成员、江西省作协主席李小军，阅

文集团副总编辑田志国，以及夏烈、禹建湘、许道军、江

玉琴、明江、温德朝、李昕、李灵灵、姜振宇、王硕、孟正

皓、乌栖云乡、戈飏等专家、评论家、编辑、读者和网络

作家共20余人与会。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

朱钢主持会议。

《道诡异仙》融合修仙、克苏鲁神话、都市等多种元

素，讲述了现代都市大学生李火旺在两个世界中挣扎

求生的诡异修仙故事。小说以独特的双视角双线叙述

模式、奇异的人物设定和烧脑的情节设计，在网络文学

中堪称独树一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研讨会

上，各位专家围绕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文化价

值等展开了深入探讨。

朱钢认为，小说将诡异、惊悚元素向中国传统中的

神魔志怪和传说传奇位移，日渐本土化的世界观构建

模式和叙述中不断充实的东方元素，体现出创作者重

塑东方叙事美学的诉求，探索了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

道家中实与虚、真与假的意蕴，同时也在思考人的存在

本身。许道军从叙事手法与题材创新的角度对《道诡

异仙》分析后认为，该作品在融合多种元素的同时，进

行了一次对真实与虚幻、存在与死亡等终极命题的哲

理思考，这种思考不仅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也为其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赞誉。禹建湘重点分析了《道诡

异仙》中的人物设定，谈到作品在人物精神状态刻画上

的深度与广度，主角李火旺的精神分裂状态及其在两

个世界中的挣扎与成长，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复杂而真

实的角色形象。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道诡异仙》通过对真实与

虚幻、存在与死亡等终极命题的哲理思考，以及对宗

教、哲学、修辞等话语体系的解构与反讽，展现出了

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同时，作品对人性的

探索和对底层苦难的关怀，也使其具有了更广泛的

社会意义。此外，大家还就《道诡异仙》对现实社会

的隐喻进行了讨论。他们表示，作品通过李火旺等

角色的经历与成长，反映了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压

力与个人价值迷茫时的困境与挣扎，这种隐喻不仅

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也引发了读者对自我与社

会的深刻反思。

（刘鹏波）

狐尾的笔《道诡异仙》作品研讨会举办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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