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责任编辑：刘鹏波 2025年1月27日 星期一网络文艺

“

“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激昂号角中，网络文学不
断拓展其边界，满怀激情地书写中国故事、展现
中国审美、弘扬中国精神,进一步发展并丰富了
新时代文学的新形态。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
网络文学中心持续推进在场性作品评论，以每月
两期研讨会为抓手，拓展观察视野，增强文本细
读之功，注重发掘实时性、专业性与广泛性的文
学评论，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被研讨的作品大
胆突破类型化束缚，以青春的澎湃力量深入新时
代的伟大实践和生活现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价值立场观察社会、体察人生，展现了青春勃
发的网络作家与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全新媒介的
活力以及网络文学的年轻力之间的同频共振，进
一步体现了网络文学为新时代写作、为人民写作
的纯正理想，彰显了网络文学界锚定建成文化强
国战略目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展现出当代年
轻人的新生活、新气质。

彰显中国力量，书写中国豪情

新时代新征程上，网络作家展现出非凡的感
受力和书写力，记录时代的创新发展，为广大读
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感受时代精神提供了广阔的
视野和多样的路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作
家多塑造当代青年，书写他们在高科技和重大工
业领域的守正创新与奋力拼搏，展现出中国力量
的传承与新生。

人间需要情绪稳定《一路奔北》细致呈现了
北斗三号从方案论证、立项、研发到试验星发射
的全过程，营造出一种艺术真实感，让读者感受
到强烈的科技人文之美和情感力量。在广阔的
视野中状写科技通关的艰难，刻画科技工作者的
工作和生活，描绘我国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领域
的非凡成就，作品彰显了令人振奋的中国精神和
中国力量。

银月光华《大国蓝途》以水下机器人的研制
开发为切入点和叙述线，成功塑造了中国科学家
的鲜明形象。小说将工作与生活、个人成长与事
业进步有机结合，通过日常细节传递人物的高风
亮节和英雄气节，并以近景、中景和远景的多重
叙述叠加，构建了人物群像和时代变迁、历史与
现实交互的宏大图景，体现了新时代网络文学创
作深入时代生活的真诚和智慧。

月影风声《鲲龙》将鲲龙AG600的设计制造
和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与人物的成长、生活统一
叙述，披露鲲龙研发的过程，比如静力实验、铁鸟
实验、通电测试等，以此传达高科技产品设计制
造的难度，致敬科研人员的长期而艰辛的努力。
小说聚焦人的书写，关切人的生活，把事写得引
人入胜，把人写得鲜活灵动，写出了新时代工业
的宏大景象和新时代生活的真情实感。

我本疯狂《铁骨铮铮》深情书写高铁建设，将
高科技的传奇与基层工人的生活融于一体，讲述
带有时代体温和精神温度的故事。小说在时代
大事与日常生活、集体与个人、故事与人物等诸
多方面进行了艺术性调和，家国情怀这一主题得
到了高度的情感认同和审美表达。以高铁建设
为基准视角，观察并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整部
作品呈现出令人感动的现实质感和磅礴气势。

晨飒《金牌学徒》贴近技术革新的线程，立足
行业特点，凭借硬核的科技知识和具实的日常想
象，深入生产的第一现场，完成工业发展、技术进
步、工人成长的三重同构。作品重点关注上一代
技术工人的“工匠精神”，聚力书写新一代技术工
人的现代思维和创新追求，展现了两代技术人共
有的家国情怀和技术信仰。

麦苏《陶三圆的春夏秋冬》《我的黄河我的
城》、烟波江南《无字之书》、碳烤串烧《中原归乡
人》，是郑州网络文学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新

收获。四部作品虽然创作路径不同，讲述手法各
有千秋，但共同的特点是以厚重的中原文化为质
地，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关注山乡巨变进程，
关注新时代伟大实践。三位作家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述普通
人的生动故事，为网络文学参与中国式现代化作
出了新贡献。

城城与蝉《天才俱乐部》是一部充满科幻元
素和悬疑色彩的小说，以现实与梦境的纠缠为线
索，探讨时空与文明的关系。作者将现实中发生
的重大科技进展、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植入小说
之中，这些内容既丰富了叙述，推介了最前沿的
科技成果，又使科幻小说具有更多的生活观照和
现实意义。

飘荡墨尔本《筑梦太空》是一部硬核感十足
的网络科幻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建构起中国航天
百年发展史。小说更多地采用未来人走进历史
现场的手法，这样的叙述是想象性事件与历史真
实事件的嫁接，一半现实史、一半幻想史，虚实结
合地呈现了当代科技工作者不可磨灭的贡献和
高尚精神。

回到生活现场，从细微抵达宏大

网络作家对日常生活抱有极大的热忱，擅长
从普通生活中寻找并提炼有意味的情节，既讲年
轻人的故事，又为年轻人讲好具有中国精神和中
国情怀的故事。人物的身份和职业各异，成长经

历丰富多样，但内在精神始终聚焦时代特色，处
处彰显生活的质感，闪耀中国式审美的品质。

和晓《上海凡人传》既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又写上海30年的发展史，以小市民生活的细密
质感抵达大时代大社会的书写。小说从生活中
发现人物和故事，捕捉饶有趣味的细节，语言平
实、细节真切，努力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整部作
品充满平易近人的生活气息和人生况味，让我们
看到人物身上共有的善良和对生活的热情向往。

大姑娘《沪上烟火》在具有地域特色的背景
下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生活细节展开故
事，注重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呈现人情世故，将大
视野与小切口、日常生活与年代风情充分结合起
来，以极强的写实能力生动还原了上世纪80年
代的上海景象和世俗风情。

流浪的军刀《逆火救援》借助救援这一主线，
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在文学和生活层面双
重抵达，体现了作者对自身的挑战和超越，也验
证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具有的可能性。这
对提升网络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有很好
的启示。

奉义天涯《警察陆令》是一部纪实向的日常
探案流作品，以破案为主线结构全文。小说将
人物和事件置于庞大的警察人生和社会生活
中，在侦破重大案件这一主叙述中，融入基层
派出所民警处理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故
事。扑朔迷离的案件、心理学知识以及复杂的
人性沉浮，与警察日常化的工作、生活有效融
合，比较全面地讲述了当下警察尤其是基层民
警的故事。

空留《惹金枝》作为一部古代言情小说，以当
代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体验为视角，重新审视家
庭之于成长的重要性，状写亲情的可贵；想象爱
情美好的同时，检索其对人格和命运的影响；关
注人间真情、大爱和道义，重塑生命的精神力
量。对家庭伦理和血脉亲情的新表达与新思考，
体现了当代年轻人对于家庭和亲情基于传统文
化基础的回归式前行。

年轻与古老对话，发掘传统魅力

传统文化一直是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和重要叙事元素。过去的一年，网络文学在故事
内容、叙述手法和精神传承等方面，更加注重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家以坚实的文化质地，
鲜活书写当代中国图景，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王熠《敦煌：千年飞天舞》在讲好故事的基础

上，对传统文化的“活化”作出了积极探索。小说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转化贡献了许多新
的思路，特别是对“数字敦煌”的概念和相关周边
的开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意。小说让我们
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和闪光理想，让我
们看到敦煌极为陌生一面的同时，也感受到敦煌
未来可期的魅力和活力。

童敏敏《洞庭茶师》讲述金果果等年轻人回
乡创业，激活茶文化、创新茶产业的故事。乡土
的血脉之情和茶文化的古典气质，凝聚成他们
无法舍弃的情怀。同时，这也代表着当下许多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对乡村自然之境的
向往，以及用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反哺乡村的感
恩之心。

季越人《玄鉴仙族》注入家族伦理、传统哲
学和当代社会学等诸多内容，对古典语言和古
典气质的继承和运用，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作品书写了家族的群像，突破
了固有的家族小说模式，映射出中国传统宗族
伦理的光芒，在批判中思考，在批判中重构，显
示了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族文化满怀真
情的体察。

狐尾的笔《道诡异仙》是一部修仙+克苏鲁
的类型融合小说，大量运用佛教、道教与民俗知
识，讲述手法也汲取民间故事的精华，将诡异、惊
悚与中国传统中的神魔志怪和传说相融合。现
实人生与修仙世界的重叠与交互，对应着现实本
相和臆想的荒诞交织，既是深度探索中国古典哲
学魅力，特别是道家实与虚、真与假的意蕴，也在
思考人存在的本真境况。

阎ZK《太平令》将历史典故、真实历史和虚
构故事形成叙述统一体，遵循生活的逻辑，诸子
百家和阴阳杂说的登场，各种法相、秘籍和器具
的运用，既提升了小说的知识性，又紧贴人物的
性情和命运，使作品获得了丰厚的文化感，在撬
动玄幻小说新叙事的基础上展现了年轻一代网
络作家对个人与世界的新表达。

以未来的名义，深情关注当下

无论是科幻小说还是强幻想类作品，网络作
家以年轻的无畏精神纵横时空，不断推移人类想
象的边界。此类小说越来越多地“想象在远方，
思考在当下”，一方面以中国伦理和中国情怀想

象性解决人类未来的危机，另一方面不断增强作
品的现实意义，彰显当下的人文关怀。

远瞳《黎明之剑》建构庞大的世界观，探索人
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新可能，以现实生活和人文关
怀作为想象基础，让读者在虚幻世界的架构中感
受到现实世界的温度。小说的复调视角尤为令
人注目，远瞳解构了叙述的代入感，转而强化并
凸显叙述者和读者均为观察者的身份，从而促成
对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思考。

会说话的肘子《夜的命名术》与以往的强幻
想类小说不同，机械与人体、过去与未来、现实与
虚幻的界线被消除，形成一个全新的世界。主角
庆尘在“表世界”里的现实生活依然还在，并且如
生活场景和日常人生一样真实。这是一个少年
成长的故事，无论走到哪里，遇到多少磨难，依然
葆有少年之心。在正能量中让读者产生共情，是
《夜的命名术》的亮点所在。

三九音域《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以“义”为
精神内核，运用爆破的想象力，讲述“守夜人”保
卫家园的故事，传达了正面向上的积极能量和当
代人应有的使命担当。在热血故事中频现的金
句，既是人物情绪和精神的写照，又对读者的现
实生活作出某种映照。

我会修空调《我的治愈系游戏》运用了虚构
与现实的双线叙事，在虚拟的庞大世界和真实的
丰富生活中编织多条叙述线索。人性和欲望的
阴冷潮湿被具象为游戏里的世界，治愈就是敢于
承认这一切，并奋力自我拯救。小说在恐怖故事
的架构下，不仅有温情，更有面对生活和自我的
力量。

红刺北《第九农学基地》将种田文、克苏鲁元
素、末世文以及成长小说等融于科幻题材中，对
末世人类的困境进行了想象性叙述，鲜明地主张
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内在严肃的生态伦理展现
出这部作品的独特品质。人类需要美好的生活，
众生万物也有自身生存和进化的权利。敬畏自
然，尊重生命，是人类发展的应有之道。

群星观测《寄生之子》是一部以奇异效果回
馈现实的科幻小说，展现多种文明交互的图景，
看似平常的生活中隐伏着不平常，共同建成了这
部小说的丰富内核。正与善，成为世界的底色和
终极诉求。无论跨种族，还是文明之差，爱与友
谊总是朴素的。《寄生之子》以令人震撼的想象力
和温暖的人文关怀，洞悉并表达了普遍且永恒的
情感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

世界顶级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前夜音
乐会被官方正式命名为“除夕音乐会”。新年的前
三天，柏林爱乐乐团的除夕音乐会连演三场，与
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同的是，柏林爱乐“除
夕音乐会”的演奏曲目不限定特定的作曲家或作
品，而是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演绎，自2008年
打造了数字音乐厅之后，柏林爱乐进入了音乐直
播的网络时代。

2008年，柏林爱乐宣布推出一项全新的聆
听服务——数字音乐厅。其宗旨是“在这里，我们
只为您演奏”，目的是让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欣赏
柏林爱乐的高品质音乐会。现在的数字音乐厅，
可使用网页或APP应用程序两种方式进行观
看。网页模式操作简洁，音质有两种模式选择，回
放可以选择跳过开场直接进入曲目播放环节。

今年的柏林爱乐“除夕音乐会”由现任柏林
爱乐首席指挥基里尔·别特连科执棒，数字音乐
厅全程直播，以约翰内斯·勃拉姆斯《降B大调
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83号》作为上半场曲目。

“90后”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担任
钢琴独奏，他获得过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和鲁
宾斯坦钢琴大赛金奖，曾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驻
团艺术家。

《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勃拉姆斯创
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作曲家打破传统协奏
曲三乐章结构模式，以四个乐章构建作品，同时
把对生活的赞颂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其中，因而
具有辉煌且极具浪漫的音响效果。此外，复杂多
变的写作技法要求演奏者具有高超的演奏技巧

才能完美地驾驭这部作品，因此被列入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钢琴协奏曲之列，非常适合作为除夕音
乐会的开场。

第一乐章由圆号以圆润的音色奏出引子，钢
琴在第七音开始缓缓步入，以影子形式跟随，和
声音效如远古的钟声由远及近。随着乐器的逐一
加入，钢琴的声线凸显出“珠落玉盘”般干净清脆
的音色，特别是该乐章频繁的音程及和弦和声的
演奏，数字音乐厅的音效有着如高塔钟声敲响的
宏伟效果。一般而言，降号调式的作品常用于表
达情感色彩的多样化，作曲家也可以依此转接更
多的调式来扩充内容阐述，在近乎19分钟的乐
章中，共出现了12个调式，大小调式各一半。音
乐在小调旋律演绎中描绘出色彩斑斓的田园风
光，大调则以全景式视角勾勒出宏观景象。在尾
声部分钢琴以强有力的长达三个八度的音阶使
得观众情绪高涨，最后与乐队以辉煌的主音和弦
响彻整个大厅。

第二乐章虽然是谐谑曲，但钢琴出场则有着
震撼人心的效果，特里弗诺夫从激烈的旋律中强
势进入，在激情四射的旋律过后，步入柔和抒情
的乐段，此时钢琴在清泉般清透的力度中展现出
极具浪漫绚丽的音色，从特里弗诺夫的肢体动作
中可以感受到手指力度控制如多彩色系浮云飘
浮在空中。该乐章钢琴与乐队演绎相互交织，主
题在两者之间轮流出现，别特连科平衡的处理把
乐队放置于非伴奏的角色，而是与钢琴共同呈现
作曲家的思想与作品的精神内涵，乐器间的呼应
和矛盾冲突很好地阐释了协奏曲“合作与抗衡”

的含义。
第三乐章是这部协奏曲中最为唯美浪漫的

乐章，柏林爱乐的首席大提琴以毫无瑕疵的音准
奏出主题旋律，干净无痕的换弓技法，深思熟虑
后的揉弦频率，使得句式呼吸处理恰到好处，音
色美得令人沉醉。在钢琴家指尖下逐一点出的音
符，体现出对大自然的崇高祷念之情。在这个如
梦似幻的乐章中，与其说大提琴处于主导地位，
不如说是钢琴大提琴共同演绎出二重浪漫曲，如
绸缎丝滑般的旋律稍纵即逝，让人无限回味。

第四乐章，特里弗诺夫一改一二乐章的强
势，转入轻松愉悦的场景，他的音色如小百灵鸟
一样动听，勃拉姆斯在该乐章中注重器乐演奏
色彩上的变化，时而清丽愉悦，时而泼墨成章，
副部旋律以华丽且具大写意为特色。尾声部分
速度加快，演奏力度在乐队加强→钢琴减弱→
全体渐强的过程中把乐曲推向高潮，气韵磅礴
地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有三首作品：理查德·瓦格纳《纽伦堡
的名歌手·第一幕前奏曲》、理查·施特劳斯《玫瑰
骑士·第一圆舞曲》、理查·施特劳斯《莎乐美》选
段《七面纱舞》。下半场以交响乐演奏为主，因此
乐团布局有所调整，音响效果也更具层次性。《纽
伦堡的名歌手·第一幕前奏曲》开场以铜管嘹亮
的音色与其他乐器组构成的和声奏响赞美诗般
的主题，给人一种“啊，新年已经来临”的庄严感。
这首作品中，铜管有铜管的宏伟，木管有木管的
清丽，弦乐有弦乐的柔情，在数字音乐厅的直播
中能清晰听到具颗粒感的管乐吐音和弦乐分弓

技法以及连弓快速音型的演奏，从演奏家们面部
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怀着崇高的敬意辞旧迎新。

《七面纱舞》主要以复调手法将多个主导动
机相连，当一件乐器进行短暂独奏时，其音色声
线会凸显出剧中人物个性，这也是该声线最富有
表现力的呈现。音色声线的叠加或缩减，可以使
得力度分层，声响效果因此变得多样性。在双簧
管奏出阿拉伯风格旋律之前，中提琴首席梅第杨
的动机演奏从清晰有力到逐渐温和，旋律正式展
开时，中提琴以先刚后柔的手法予以支撑，随后
帕胡德长笛进入，中提琴以强有力的跳音离场。
这首作品中，尽管各声部乐器在各自的声线旋律
演奏，别特连科对作品的掌控既充分展现声部线
条却不过分夸张，使得综合效果又非常和谐，最
后在充满怪诞风的乐声中结束狂欢。

返场别特连科选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

《激烈的爱情与舞蹈快速波尔卡》，与维也纳爱乐
乐团华丽型演奏风格相比，别特连科把重心放在
引导而非领导地位，使得乐团通过对细节的呈现
进而凝聚成章，乐曲演绎得极其干净，弦乐弓长
控制得分毫不差，管乐尾音短而整齐。

在音乐会开始前，数字音乐厅展播了工作人
员的准备工作，无论是音控师还是摄像人员，相
关工作人员人手一本写满标注的总谱以便进行
演出前的流程校对。把控住时机适时切入独奏镜
头，随着力度的变化进行镜头的推进，根据旋律
或曲风的转换变换画面，力求与音效完美结合，
这场通过严谨的算法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打造的
除夕音乐会，让新年的乐声在数字音乐厅中不断
回响。

（作者系湖南省评协音乐评论委员会副秘书
长，《音乐评论家》副主编）

让新年的乐声在云端回响
——记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除夕音乐会”

□何佳羽

除夕音乐会上，丹尼尔·特里弗诺夫携手柏林爱乐乐团与基里尔·别特连科共同演绎了约翰内斯·
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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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突破类型化束缚，以青春的蓬勃力量深入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和生

活现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观察社会、体察人生，展现了青春

勃发的网络作家与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全新媒介的活力以及网络文学的年

轻力之间的同频共振，进一步体现了网络文学为新时代写作、为人民写作的

纯正理想，彰显了网络文学界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更展现出当代年轻人的新生活、新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