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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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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深刻变化，在近年文艺发展进程中得到生动体现。

在互联网技术和媒体变革推动下，网络文艺蓬勃发展，产

业规模迅速扩大，创作生态不断优化，用户数量显著增长。网

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综艺、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

片、网络音乐、短视频等文艺门类创意迸发、佳作迭出，紧贴时

代脉动、记录人民心声、汇聚创造热情，成为当代文艺富有朝

气活力的新生力量。

网络文艺规模化、多元化发展，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4.67
亿，文学网站全年累计新增字数超过 500 亿；网络视听用户规

模达 9.44 亿，泛网络视听产业规模突破 6000 亿元。庞大的统

计数字背后，是人们对网络文艺规模化、多元化发展的切身感

受。无论是在网站上“追更”类型小说，打开视频网站边看剧

边发“弹幕”点评，还是在手机上“云看展”，到短视频展现的网

红景点“打卡”，网络文艺凭借其提供的多样选择，丰富着人们

的精神生活。

这里有不断迭代的内容与形式。通过描摹受众画像、瞄

准市场需求，以及对用户搜索、倍速、回看等观看行为和弹幕、

评分等反馈信息的有效分析，网络文艺不断开拓体裁题材，优

化形式形态。题材上，垂直细分与横向延伸并行不悖，形式

上，从给观众更多自主权的互动影视、更适配手机屏幕的竖屏

影视，到更有叙事感和个人色彩的视频日志，基于媒介特性的

探索从未止步。

这里有日臻完美的视听享受。综艺节目《舞蹈风暴》以

360 度影像呈现舞台上的高光时刻，把舞蹈艺术稍纵即逝的美

捕捉、定格、放大，给观众以震撼的观赏体验。网络纪录片中，

无论是自然地理题材对卫星遥感、数字摄影测量、三维动画等

技术的大量运用，还是美食题材对超微摄影、显微摄影、杜比

音效等技术的持续精进，都力图将大片式的视觉盛宴浓缩于

方寸屏幕间，给受众带来全方位的审美享受。

这里有普通人担当主角的文艺“众创”。以校园操场、宿

舍、练功房为背景拍摄的一段段戏腔古风歌曲，近日在视频网

站上“火”了。视频中某大学寝室学习戏曲超过 10 年的 5 个女

孩展示各自行当的唱腔，让众多网友惊叹戏曲之美。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普通网民镜头下的抗疫战斗真实可感、正能量

充沛，展现了人间大爱与人性光辉。互联网将散落在个体身上

的经验、知识、技能挖掘出来，以“开源”“赋能”的方式点燃大众

创作热情，使网络文艺成为一片涌动智慧和才华的热土。

发挥媒介优势和网络特性，生动讲述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近年来，网络文艺走向广阔现实，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淬

炼创作，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如今的网络文学，现

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已经蔚为大观。《大江东去》《复兴之

路》《浩荡》《大国重工》等作品从大处着眼，表现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朝阳警事》《大医凌然》《大山

里的青春》《幸福不平凡》等则从小处着笔，书写平凡人的不懈

奋斗。

网络视听领域中，以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网络电影《浴血无名

川》、网络音频节目《红色文物 100》为代表的一批重大革命和

历史题材作品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彰显理想信仰

之光。网络剧《约定》《黄文秀》《在希望的田野上》、网络纪录

片《追光者：脱贫攻坚人物志》等作品为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留下真实鲜活、振奋人心的影像。这些作品拥抱现实，

网感与美感兼备，有意思也有意义，提升了网络文艺的主题分

量，丰富了现实题材创作经验，也探索出更灵活多元的主旋律

创作机制。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网

络 文 艺

大展身手的

广阔空间。许

多作品从中华文

化资源宝库中获取

灵感、汲取养分，结合

时代精神和当下生活彰

显中华文化持久魅力。《长

安十二时辰》、“最美的夜”跨

年晚会等一大批精品原创视听

作品，以鲜明的美学风格和文化意

蕴受到好评。同样受到年轻观众追

捧的还有一批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的网

络动画片。相关调查显示，超七成网友

认为“中国元素的独特魅力”是国产网络动

画片发展的优势所在。

这些积淀深、面貌新、有活力、接地气的网

络文艺作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备受

海外受众青睐。截至 2020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向

海外传播网文作品超过万部，网站订阅和阅读应用

用户 1 亿多。多部网络剧被海外平台购买播出，以高

品质赢得市场和口碑。除此之外，短视频产品也成为

文化“出海”的热门。展示中国传统田园生活的李子柒

系列视频拥有 1500 万粉丝，阿木爷爷的卯榫木工玩具

短视频在海外传播量达到 2 亿……网络文艺在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融合发展、提升质量，有力推动文
化产业迭代升级

借助科技和融合传播的力量，网络文艺创意倍出，具有

产业链延伸优势。以网络文学为例，由于与影视、动漫、游

戏、有声读物、衍生品开发等领域广泛联动，网络文学已牵头

形成文化全产业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网络

文学优质 IP 影视改编持续升温，热门作品层出不穷。微短

剧、真人角色扮演推理游戏等新业态业已进入网络文学改编

视域，网络文学对文创产业的贡献日益提升。

以 科 技 为 支 点 ，网 络 文 艺 正 在 撬 动 文 娱 产 业 更 大 潜

能。5G、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更好发挥移动端的轻便

和互动特性，进一步丰富包括互动剧、云直播在内的移动

文娱形态，改变观演关系和艺术接受途径。基于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全息技术的沉浸式体验，也在赋予文化空

间以全新吸引力，带来更多突破传统的交互体验。

在文艺门类之外，网络文艺还与教育、电商、旅游等

领域有机合作，成为带动消费升级和产业发展的重要

数字文化。例如，短视频艺术以其趣味性、娱乐性和

沉浸感，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深度体验，正在成为城

市形象最亲切的“宣传片”。厦门、成都、西安等地通

过短视频成为网红打卡城市，推动当地旅游业发

展。网络视听与乡村振兴的结合也展现出广阔发

展前景。“短视频+扶贫”“直播+扶贫”的新模式，

助力挖掘贫困地区的农业和旅游资源，宣传推

广地方形象。

网络文艺是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还

要不断应对现实挑战，克服质量参差不齐、

泛娱乐化等问题，踏实走好高质量发展之

路。可以预见，随着扩大优质文化产品

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工作相继展

开，网络文艺将在产业内外发挥

更大作用。立足中国大地，植

根中华文化，坚持守正创新，

践行社会责任，引领价值

风 尚 ，继 续 在 网 络 空 间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网络文艺责

无旁贷。

网络文艺网络文艺——

涌动创造活力涌动创造活力 彰显时代风貌彰显时代风貌
胡妍妍胡妍妍 任飞帆任飞帆

2017 年短视频刚兴起，我把排练、演出的小短片发布到平台

上。本来只是自娱自乐，没想到一则“转眼睛”的短视频被推上了精

选，播放量高达 200 多万。我在一段视频中展示了京剧表演的 20 多

种手势，告诉网友们现在流行的“比心”和京剧中的“赞指”相仿。很

多从来没听过戏曲的年轻人，因此觉得京剧离生活很近，愿意去认识

了解，进而爱上这门艺术。短视频并没有把京剧的位置放低，而是把

门打得更开一点，让更多人走进来欣赏这满园春色。京剧的专业性

很强。在短视频制作过程中，无论从构思到拍摄，我都会深思熟虑，

力求把京剧最美的一面展现给年轻受众。

（作者为青年京剧演员）

让更多人欣赏京剧的满园春色
王梦婷

在拍摄《毛驴上树》前，剧组采访了几十位驻村第一书记。和大

家印象中的村干部不同，很多人就穿着 T 恤衫、牛仔裤和球鞋。他们

大多是 80 后，有想法、有干劲，充满朝气。因为年龄相仿，我很能理

解他们面临的生活压力和实际工作中的困难。电影中有一幕驻村第

一书记林大为“无奈地笑了”，这个细节真实反映了扶贫工作的不易，

观众立刻就“信”了，进而更加理解脱贫攻坚中基层干部的奉献和坚

守。所以，真情实感是最可贵的。为了适应网络电影的特点，我们做

了类型化尝试，采用人们喜爱的喜剧形式。无论是什么形式，只有忠

于现实、忠于真情的作品才能留下来，才能感动人心。

（作者为网络电影《毛驴上树》导演）

真情实感是最可贵的
史 昂

从最初的“五四特别版”到“建党百年版”“国家记

忆版”，再到“奥运版”……重新填词的网络歌曲《错位

时空》究竟有多少版本，我自己也没有细数过。在网络

平台上，至今还有网友自发地剪辑视频。这首歌，其实

就是一封寄往百年前的信：“这盛世，如你所愿。而我

们，会接过你们的接力棒，继续向着下一个百年奔跑。”

它之所以“火”，是因为契合了时代情感，有许多年轻的

奋斗者通过这首歌，找到了精神上的“同路人”。每当

我看见网上的留言、视频上的弹幕，就深深感到一种力

量，那是精神照进现实的力量，也是文艺的力量。

（作者为军旅词作者）

因契合时代情感而“火”
许 诺

网络微纪录片在重大主题创作上大有可为。首先要在短

短几分钟内，牢牢抓住观众注意力，这就需要“好看”。时长不

超过 10 分钟的微纪录片，同样可以有历史细节、故事情节和

人物样貌。从小切口进入重大主题、调动各种艺术手法还原

历史情境、加快叙事节奏，都有助于达到这样的效果。重大主

题微纪录片不仅要“好看”，更要内容扎实厚重。主创团队、业

内专家要在前期策划和文案写作上下足功夫，确保内容的真

实性、权威性。《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100 集讲述

100 个故事，串联起百年党史的 4 个历史时期，呈现波澜壮阔

的百年征程，以小体量赢得大流量，传递了正能量。

（作者为网络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总编导）

微讲述呈现大情怀
张军锋

优秀网络文艺作品可以成为观众走进传统文化的一道

大门。这道大门首先要充满吸引力、富有“网感”，即选择受

众喜爱的视听语言和节奏。具体到节目制作，我们探索出

“四步走”：借助专家学者之力，围绕知识性内容做好功课；

找准切口，让传统文化鲜活可感；做好“转译”，以现代表达

形式讲述传统文化；最后，邀请专家学者登场，用故事解码

传统文化的奥秘。在创作中，我从未觉得创意枯竭，相反，

总有被“填满”的感觉。传统文化是一座丰富、深邃的宝矿，

我愿继续通过轻量化、趣味化的网络节目，吸引更多人关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为网络综艺《登场了！敦煌》和网络纪录片《了不

起的匠人》总导演）

开掘好传统文化的富矿
李武望

美食是自然、地理、历史的集合，承载着中国人的家庭

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美食题材纪录片天地广阔，作

为创作者，我们上山下海，捕捉生活中最动人的细节，以小

切口记录时代变化。我从事纪录片创作已经有近 30 年时

间，经历了传播媒介的迭代变化。互联网承载的内容丰富，

为纪录片创作带来更多可能。另外，互联网更看重市场反

馈，所以在创作前要充分考虑受众对故事的接受度和对视

听表现的喜好，在戏剧性和冲突感上下功夫。拍摄纪录片

让我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记录下人们共通的情感，

希望观众能从作品中有所获得。

（作者为网络纪录片《风味人间》导演）

上山下海做生活记录者
陈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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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网络剧《启航·当风起时》剧照。

图②：网络综艺《登场了！敦煌》海报。

图③：网络纪录片《追光者 第二季：奋斗的青春》剧照。

图④：网络剧《我们的新生活》剧照。

图⑤：网络剧《约定》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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