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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B11

与时代共鸣

网络文学何以重要？在杭州师范大
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夏烈看来，网
络文学作为21世纪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
的文学生产力和创造力，已经生长成为一
种新型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网络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发展
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过程。”海南省
网络作协副主席梁七少说，经过三十年的
发展，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野蛮生长到
规范有序，这一路走来，网文作者与读者
队伍都在不断壮大。随着读者审美水平
的不断提升，网络文学必须有更强的文学
性、艺术性，以及更深的文化内涵，才能满
足读者更高质量的阅读需求。

作为具有强文化属性的作品，优秀的
游戏可为网络文学发展攀登“高峰”带来
启示。在近期破圈大火的国产游戏《黑神
话：悟空》中，梁七少受到启发，这款游戏
以《西游记》作为蓝本，其中蕴含深厚的中
国文化。文化原本不该通过强硬灌输或
以说教的方式呈现，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渗
透其间。“我在创作时，首先考虑的是把内
容写好，再把心中的故事写好，而非刻意
把某种中国文化融入其中。”梁七少说。

从“高原”迈向“高峰”，呼唤主流化、
精品化作品涌现。当前，一些网络文学作
品存在文学价值不足、题材类型固化、量
大质不优甚至低劣的“品质焦虑”。如何
破题？文学的自觉就是时代的自觉、生活
的自觉，时代抵达的地方，文学理应触达，
生活激扬的旋律，文学同频共振。把准时
代脉搏，作品需立足现实、观照时代和融
入传统，以提升作品精神内涵和思想深
度，追寻主流化、精品化创作。

书写火热生活，造就辉映时代的网络
文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邢晨提
到，具有革新精神的作家，立足网络文学的
现实性，推动国潮+科幻、直播+悬疑、奇幻+
职场等许多新题材陆续出现，拓宽了网文
发展的空间，为文坛带来新活力新气象。

推动网文IP创造性转化

作为数字文化产业重要内容源头，网
络文学 IP资源属性日益彰显。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底网文IP改编量为72674
部，持续带动实体出版、有声、动漫、影视、
游戏、衍生品发展。

“盐言故事已成为全网最大的短篇故
事生产和消费基地，是短篇作者首选的投
稿平台。”知乎盐言故事品牌和版权负责
人郭嘉介绍，2019年至今，知乎付费阅读
业务逐步壮大，并以盐言故事为阵地成功
开拓网络文学短篇故事创新模式和赛
道。投稿创作者规模已经超过60万，累
计上线的短篇故事超过10万篇，创作题
材已经覆盖180多个细分品类。

郭嘉透露，除了产出优质内容，知乎

也为短篇作者提供了创作变现的通道，已
累计为创作者分成超10亿元，帮助上百
位盐选作者实现了超百万收入。2023
年，签约作者的月均收入近万元，处于行
业前列。盐言故事将持续拓展多元媒介
形态，推动短篇故事在影视剧、广播剧、有
声剧等层面的IP开发。目前，已有近百
部IP完成影视化授权，超400部自制广
播剧、有声剧产品上线。

推动网文IP创造性转化，网络文学
“+”出了蓬勃的文化行业生态。咪咕数
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编辑张学伟举了生动
实例：咪咕平台作家空留作品《惜花芷》，
里面有个人物是花芷，是一个大女主，讲
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带领花家重新找到
光荣和梦想的励志故事，人物刻画非常生
动，个性很鲜明，是一部优秀的网文作
品。今年这部同名的影视剧也在优酷热
播，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如何引导发掘网络文学作品，激发作
品IP价值转化潜力？张学伟认为，人物、
故事和场景三要素非常重要。他建议，网
文作品需要更多创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关的故事，更多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

历史时空和优秀人物，让人物的情感更加
饱满，让故事的爽感更加高级，让场景的
美感更加鲜活。“我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好IP会越来越多，中国故事也会讲
得越来越好。”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温德朝
表示，网络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生发出
来的最具现代活力的新时代文学类型。
网络文学在大IP和长尾IP效应下，释放
出作为故事源头的功能，网络文学对文化
产业方面的辐射，更加释放了对传统文化
的宣传、叠加和弘扬创新的功能。

加速网文出海

“网络文学让华语IP进入全球视野，
成为海外Z世代年轻人了解中国的重要
窗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汤俏介绍，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中国网
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超40亿元，海外
原创作品约62万部，海外访问用户约2.3
亿，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受到精品化、IP转化提速、全球化深
入等三大核心趋势的积极推动，中国网络
文学作为大众参与、全球共创，彰显中华
文化原创力的生动实践，不断延伸传播半
径，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生动的文化名片。

海南省网络作协秘书长、ShortMax
海外短剧内容负责人梨花颜表示，近年
来，不仅国内兴起了微短剧热，在海外也
兴起了海外观众的微短剧热，网游、网文
和网剧，已成为文艺出海“新三样”，打造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金钥匙”。此外，网
络文学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数字出版行业，
可以联动赋能中国影视、动漫、衍生品等
各种文化形态，火爆剧集、热播动漫、人气
游戏……各类故事形态随处可见网络文
学和中国元素的身影。

南开大学文艺学博士周思妤表示，在
中国网络文学的通俗化“翻译”下，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以立
体可感的方式，走进全世界受众的日常文
化生活。加快网文出海，需要充分发挥民
族文化特性，不断拓展受众圈，敏锐把握观
众情绪点，在同质化竞争中不落俗套，挖掘
更多适合海外受众、符合不同文化背景的
故事。只有精品，才是远航的“流量密码”。

此外，在网络文学出海的过程中，生
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AI技术日趋成熟，能够大幅度提
升翻译效率、降低成本，人工智能推动网
文“一键出海”。据统计，AI翻译系统可
使行业效率提高3600倍，翻译成本却是
此前的1%。未来，通过人机协同优化翻
译质量，中国网络文学将向海外进一步输
出，产业生态打造也将更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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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同名剧《惜花芷》剧照。

海南网络作家打眼的网络小说改编
的同名剧《黄金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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