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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规模2405万人，作品数量3620万部，
用户数量5.37亿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
末的网络文学，逐渐从文学版图的边缘走向文学
乃至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
迹。

作为国内网络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专家，海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乔焕江先后主持完成两项关于网络文学研究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日，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采访了乔焕江教授，请他谈一谈海南的网络
文学发展状况。

海南网文起步早发展快

“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版图中，海南的网
络文学起步较早，有着一定的历史沉淀与文化基
础。”乔焕江介绍，海南孕育了诸多网文类型和经
典网文。比如，盗墓小说的开山之作《鬼吹灯》、
都市言情的经典《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及
对“回明热”有很大影响的《明朝那些事儿》等都
是从海南的网络平台走出来的。此外，在网文发
展早期，海南就有一些从业者开始网文写作，他
举例，保亭的网络作家杨超（网名“贪狼独坐”），
2003年就已经成为跟起点签约写作的实力写
手，后来一直活跃在网文写作一线。

“当下的海南网络文学，应该说已经进入各
路名家汇集、创作成绩斐然、组织领导有力的繁
荣期，具备了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良好基础。”他
说，目前，海南网络文学繁花绽放，已经形成了白
金大神领衔、实力作家坐镇、新人写手崭露头角
的创作队伍。他举例，海南汇集了一批头部大神
作者，比如，以作品《神藏》入列大英图书馆首批
馆藏16部中国网文的起点白金作家打眼；起点
白金作家、被评为“橙瓜网络文学奖百强大神作
家”的宅猪；被评为“网文之王十二主神”并斩获
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的都市现实题材作家柳下挥；
出道即被誉为“晋江四大主流”，现已成为网文海
外影视改编头部大神的水千丞；以都市灵异类型
著称，更在网文现实题材创作中成绩斐然的吴半
仙等等。此外，以《回到明朝当王爷》掀起全网

“回明热”的月关，以《凡人修仙传》开启修仙“凡
人流”的忘语等古早大神，也都加盟了海南网络
文学作家队伍。

据介绍，成立于2019年的海南省网络作家
协会目前已有会员123人。在省作协积极努力
下，以唐家三少为代表的数十位头部网络作家工
作室在海南落地。

此外，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省作协和网络作
协承办的高规格的自贸港网络文学论坛已经连
续举办了四届，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界的品牌活
动。

今年9月，省作协和海南大学合作共建的海
南省网络文学研究院揭牌，标志着我省网络文学
研究、批评和人才培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海南题材网文创作渐渐崛起

在常年深入研究网络文学中，乔焕江发现，
近年来，海南题材网文渐渐崛起。比如，东方作
家钟惠创作的《匠心独你》，是以黎锦传承为书写
对象的现实题材佳作；同样是东方人的湘竹MM
的《琼音缭绕》则是以琼剧传承为题材，该作品刚
刚获得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表彰；保亭的网络
作家贪狼独坐创作了以海南农垦为题材的网文
《超级农业霸主》，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海南有非常有利于打造网文IP的自然和人
文环境。”乔焕江表示，比如，海南独特的热带风
光和岛屿生活、自古代与中央的紧密关联、近现
代历史中的闯南洋文化、革命时代的红色文化、
热带农垦开发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世纪80

年代开始掀起的一波波改革开放以及
当下轰轰烈烈展开的自贸港建设，这些
都是打造属于海南自己的网文IP的天
然故事空间和题材来源，都有待更多网
络作家在写作中有力挖掘。

“我们期待通过组织开展以海南为
题材、背景的网络文学征文活动，或通
过专题扶持等形式有效引导，加快推进
海南题材网文IP的生产，讲好海南故
事，讲好自贸港故事。”他说，海南还可
以在一些现有网文IP的影视剧、电子
游戏、动漫等泛娱乐形式的转化生产
中，通过故事背景改换、场景选取等方
式，把海南元素加入其中，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针对网文出海，乔焕江认为，海南
更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海南自由贸
易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可以发
挥政策优势，打造为网文版权海外输出
的基地，直接参与网文出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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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传统舞台边界

夜幕降临，华灯渐次点亮，
一时间，整个春工湖流光溢彩。
湖面上，轻舟摇曳，“苏东坡”站
立船头朗朗吟诗赋词，吸引观众
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拍照留
念。走下蜿蜒的东坡桥，昌化军
使“张中”迎接广大观众来到东
坡书院前。

“笃、笃、笃！”
叩门三声，东坡书院大门开

启，观众一秒“穿越”到千年前。
置身于东坡书院，擦肩而过宋朝
姑娘头戴簪花，耳边传来“半醒
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
迷”……

传统演出是一种镜框式舞
台观演关系，舞台不可移动，观
众只能坐在台下观看。《男神东
坡》的独特魅力在于其大胆打破
传统舞台边界，不再区分“舞台”
和“观众席”，把“沉浸式”扩展到
整个书院，观众踏进东坡书院，
就已经全方位沉浸在剧情当中。

演出总导演、国家一级编导
蒙麓光介绍，演出创新融合舞
蹈、朗诵、音乐、情景演绎和情景
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精心构建
了一个“梦回大宋”的新型文旅
体验空间，将故事与情境嵌入实
景，书院中所有点位以及主舞台
的表演内容和情节设计贯穿古
今。

“这种在书院真迹中沉浸式
体验东坡的演出是全国独一无
二的。”观众文婷说，“如今的东
坡书院，正是苏东坡谪居海南期
间讲学会友的场所。演出以真
实历史故事为蓝本，以真实历史
故事的发生地为演出空间和舞
台来创意创作，虚实结合给人身
临其境的体验。”

行走在书院中，湖是舞台、
桥是舞台、亭台楼阁更是舞台，
一器一物、一窗一景、一砖一瓦
都借景还境。观众跟随场景变
换和演员表演，在东坡书院里的
不同空间自由游走，边逛边看。
抬头，一个巨型气球化身东坡笔
下的皎皎明月；低头，东坡诗句
投影到地上，他的旷达洒脱、闲
适优雅也随着这样的舞美呈现
感染所有人。

“说不尽的东方美，非常有
巧思。”站在东坡桥上远眺，观众
张疆禁不住感叹。在不远处，大
片树林在灯光的巧妙烘托下呈
现出绿色、黄色、玫红色，展现出
独具特色的美学气韵。

记者了解到，考虑到东坡书
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演
出没有改变院中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而是通过灯光、多媒体技
术投影等多种手法，营造出如梦
似幻的沉浸式氛围。

苏东坡是中国
人心中的“全民偶
像”。

作家林语堂是
苏东坡的忠实粉丝，
将其称为“一个无可
救药的乐天派、一个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百姓的朋友、一
个大文豪、大书法
家、创新的画家、造
酒试验家、一个工程
师、一个憎恨清教徒
主义的人、一位瑜伽
修行者……”

诗人余光中也
曾说，如果要选择一
个古人一起旅游，他
一定会选择苏轼，因
为他真的是一个很
有趣的人。

千百年来，无数
人被苏轼这位北宋
“第一男神”所感染，
人们诵读他写的诗，
追寻他走过的足迹。

位于儋州市中
和镇的东坡书院，是
苏东坡谪居海南期
间讲学会友的场所，
连日来，全国各地
“坡迷”来到这里，只
为与《男神东坡》相
遇。作为全国首个
宋韵书院沉浸式文
旅演出，《男神东坡》
讲述了苏东坡居儋
三年的历史功绩，自
12 月 20 日常态化
上演以来，以其独特
魅力深受好评。

认识不一样的东坡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
坡。

他可能是妙笔生花的千古
第一才子、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的吃货、笔走龙蛇的书法家，是
想起时不自觉地泛起微笑的偶
像。不过，身穿古装却戴着墨
镜，文质彬彬却唱起RAP，一言
不合就比心……这样的东坡，你
见过吗？

“在《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
里，观众遇见的、看到的就是‘最
好的东坡’。”省演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韩潮光介绍，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之一，这些年东坡文化越来越
火，各类东坡主题演艺确实不
少。从男神角度来演绎东坡，全
国独一无二。

《男神东坡》是一次触碰边
界的尝试，从传统出发，发现东
坡身上古今共通的人格和价值，
借助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生
动幽默语言，展现出其作为顶流
男神的独特魅力和风采。正如
演出主题曲《我爱男神苏东坡》
所唱，“男神已去一千年，江湖依
然多传说，进考场他回回都能拿
第一，写文章他随手就是名作，
下厨房他发明美味东坡肉，遭贬
谪他功业三州撼山河……交朋
友他不分玉皇与乞丐，对百姓他
把冷暖放在心窝……”

演出十分接地气，还原了一
个立体真实的苏东坡，他活脱脱
的、伟大而又可爱的——是一个
才华无敌的大文豪、一个妥妥帖
帖的大吃货、一个不合时宜的大
官人，一个诙谐有趣的大帅哥，

“男儿世上走一趟，东坡先生当
楷模；女孩一生有梦想，嫁人要
嫁苏东坡。”

演出最后环节是一场别出
心裁的“毕业party”，由苏东坡、
苏过、张中、黎子云等角色组成
的“北宋第一男子国潮乐队——
男神乐队”，手持电音古筝、摇滚
琵琶等古今融合乐器，唱跳
RAP样样精通。

观众宋茜十分喜欢“毕业
party”，“歌词诙谐幽默，与大众
脑海中的文豪东坡产生反差萌，
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同时，
歌词串联起了他遭遇贬谪不断
南下的人生经历，给观众带来耳
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料峭春风吹酒醒，从此江
海寄余生……”一曲歌罢，谁能
不爱上男神东坡？

观众变身剧中人

招生、分班、进入学堂，演出
中，每位观众都成为东坡先生的

“学生”，被赋予角色任务，在“辅
导员”的引导下走进各种场景。

东坡书院门前，静静站立，
跟着昌化军使“张中”学习叉手
礼；载酒堂内，与身着古装、手持
诗卷的“苏东坡”进行一场别开
生面的对诗互动；钦帅泉旁，尝
尝东坡当年与学子煮茶用的水
……这些新奇、好玩的沉浸式互
动，是演出团队基于充分调研目
标观众群的需求而专门设计的。

沉浸式演出的最大受众就
是年轻人。不同于传统旅游走
马观花式的看景，现在的年轻人
更倾向于入景，掌握游玩的主动
权。《男神东坡》在形式上大胆创
新，为观众的参与、互动留足空
间，让观众自然而有机地加入到
演出中去。

“我之前都是游览景区，今
天融入景区、成为演出的一分
子，非常有满足感，不知不觉中
学习到很多优秀传统文化。”观
众葛庆告诉记者，演出轻松活
泼，没有说教，体验非常好。

舞台消失了，每个观众都变
成“剧中人”，这要求演员不仅具
备专业的演技，还要自如地与观
众进行互动，甚至要超脱于剧本
有一些“现挂”。只有这样，沉浸
式演出才会成为观众和演员共
同完成的艺术。

在载酒堂的演出中，“苏东
坡”与观众的距离只有3米，还
需要走到观众身边，与观众面对
面对诗，演绎对手戏。“离观众太
近了，对演员的专注力是极大挑
战。此外还要随机应变，调动现
场观众的情绪，营造更多沉浸
感。”苏东坡扮演者周亮辰并不
是一名专业的演员，本职是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多年主
持经历磨砺了他的应变能力和
独特的幽默感，总能将观众的情
绪调动到新高点。

一个好的沉浸式作品需要
长时间的孵化过程。演出至今，
演出团队对每一场都会复盘、优
化，让观众的体验场场如新。记
者了解到，运营方正在谋划主题
妆造服务，把观众装扮成演出中
的角色，享受更沉浸的展演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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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东坡》观看指南

演出地点
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东坡书院
演出时间
19:00
演出时长：
约90分钟
演出票价
168元/人

购票方法
1.关注公众号“男神东坡沉浸
式演艺”
点击“服务”菜单栏中的立即
购票；
2.选择观演日期，
点击“立即购票”进入购票页面
勾选想要购买的份数
3.点击“填写订单”，
填写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随后提交订单支付即可。

乔焕江。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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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守鹤人》，吴志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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