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 2020 七
夕特别节目 《天下有情人·此夕最相
思》，于8月25日晚上演。节目分为“此
时醉良辰”“此夕最相思”和“此生共相
守”三大篇章，用故事性的情节推动，
串联起陕西西咸新区昆明池七夕公园、
江西新余仙女湖两个会场。在全球遭遇
疫情的特殊年份，主创希望借此带给海
内外中华儿女别样的心灵抚慰。

这台特别节目打通历史与当下的时
空壁垒，重拾先人的生活意趣，让传统
节日与当下生活碰撞出崭新的趣味。节
目大胆创新，不仅引入了歌曲、舞蹈、
相声等丰富的艺术形式，还在传统晚会
的框架外，采用了影视化拍摄等多种手
段。总导演顾志刚已经多次执导央视综
艺频道的这档节目，也是将这一节目首次
从室内拉到户外的“技术流”导演。此次
他再度丰富了观众的审美体验，在高科

技电视手法的帮助下，晚会的虚拟时空与
现实时空交错，大唐盛世的良辰美景尽展
风流；独特的声光“语言”变无形的音乐为
有形，诉尽七夕相思之情；仙女湖畔、昆明
池边，以天为幕、以水为台，依托传统
古建营造出犹如穿越般的效果，实景则
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感受。

古代的七夕节本以乞巧为主题，但年
轻一代多将其简化为单一的爱情主题。
这台节目在“守望爱情”的主题之外，还承
载了更多珍惜当下的含义。现场舞台融
入了央视新媒体发起的“七夕欢跳撒糖
舞”挑战、以“稳稳的幸福”为话题的视频
作品征集活动以及国乐演奏+说唱、德云
社青年相声演员与虚拟人物的互动等，努
力寻找传统节日与年轻人的共同燃点。
节目还邀请扶贫一线基层干部夫妻、疫情
中的普通人、抗疫专家组成员讲述他们

“抗疫时期的爱情”，升华了七夕的主题。

记者：数据显示，2019 年网络文学
平台发布的新作品中，现实题材作品占
60%以上，同比增长24%。现实题材升温
的原因有哪些？

欧阳友权：经政府倡导、文学赛事
推介和舆论的积极引导，网络文学业界
大力倡导现实题材创作，近年来发掘和
培养出一大批“有梦想、有情怀、有故
事”的网络作家，这是现实题材创作呈
现整体性崛起的原因。

何常在：现实题材的升温，既有国
家政策引导的作用，也与网络文学自身
的发展规律有关。网络文学 20多年的发
展，使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现实积淀。
最早一批网络作家的成长，正好见证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腾飞，作家的亲身经
历加上时代的需要，使得越来越多网络
作家开始书写现实。

杨晨：网络文学平台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阅文集团连续举办了 5 年现
实题材征文大赛，鼓励作者参与创作、
记录时代，受到网络文学作家欢迎。此
外，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频获
佳绩，也助推作为内容源头的网文行业
给予现实题材更多关注。

记者：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近年来涌
现了哪些精品？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周志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精品具
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反映
人民关切的特点。齐橙的 《大国重工》
描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工业从引进国
外重工业产品到出口重工业产品的发展
历程，展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断提升的巨变。华
东之雄的 《大国航空》 通过年轻试飞员
的成长故事反映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塑造了为我国航空事业勇于献身的军人
形象。何常在的 《浩荡》 讲述大学生在
深圳创业的故事，切入互联网、房地产
等领域，揭示了“深圳速度”背后创业
者的奋斗精神。Wanglong 的 《复兴之
路》 围绕国企改革的题材，塑造了新型
改革者形象，描绘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发
展之路。

欧阳友权：这些作品一般具有主题
格调健康、艺术质量上乘、社会效益凸
显的特点。比如《网络英雄传》《明月度
关山》《天下网安：缚苍龙》《大医凌
然》 等，这些作品接地气，反映时代精
神，受到广泛好评，社会影响持续扩大。

肖惊鸿：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要具
备网络文学的本体特征。比如陈酿的《传
国功匠》以悬疑和寻宝为框架，借青年一
代守护传统温州瓯宝的故事，展现中国东
南瓯越大地独具地方特色的工匠技艺和
民间艺术瑰宝，在历史—现实故事中，
传递中国精神，成为这方面的代表。

记者：以往创作中，网络文学作家
以奇幻、玄幻、穿越、武侠等见长，在
转向现实题材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
题？如何解决？

何常在：从其他题材转到现实题材
的作家，都会遇到转型的痛苦。现实题
材是接地气、有人间烟火气的题材，需
要日常逻辑和缜密的生活常识，不能只
凭想象来任意安排情节，刚开始尝试现
实题材的网络作家可能感到困难。此外
还要考虑读者接受问题。现实题材网络
文学作品不容易写长，也会导致用户黏
性弱，影响阅读体验。

肖惊鸿：我认为困难有二：一是概
念。不少网络作家对现实题材的概念模
糊，二是创作手法。并非回归传统文学才
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唯一出路，我认为
最好的出路恰恰是体现网络文学创作的
本体特征，同时又注入现实生活观照。

欧阳友权：现实题材升温，对促进
网络文学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普
通人的生活，补上“宅”“玄”“空”造
成的短板，无疑有着矫治积弊的作用。
但一些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虽然写
的是现实生活，却仅仅把现实作为文学
的“打卡地”和“留言板”，停留在书写
生活皮相、“为现实赶场”的阶段，其内
在精神与真正的现实是隔膜和游离的，
因此网络作家需要努力探索现实题材与
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精神合榫”问题。

记者：读者对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有
期待，但也存在一些作品“主流叫好”而

“读者不叫座”的“落地尴尬”，现实题材网
络文学如何收获更多读者的关注和认可？

欧阳友权：这涉及怎样书写现实题
材的问题。一是要从题材选择走向“价值
及物”，不只是盯住某种书写对象和生活
素材，而是要有一种评判生活的责任和干
预生活的态度，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二是要对书写对象有深刻的生命体
验，拥有与现实生活相匹配的伦理观与美
学趣味，以真诚写真实、以真心写真相、
以真情写真知。三是要从生活镜像走向
艺术审美，写出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
系，而不仅仅是描摹生活的“镜像”。

肖惊鸿：改变现实题材作品在网络
传播上叫好不叫座的方式有很多，比如IP
改编、海外传播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不
断探索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的手法、
特征，从内部寻找突破的路径。

杨晨：作为平台方，要持续做好优
质内容培育和开发。目前，一些优质的
现实题材作品在线下实体出版、IP改编等
方面实现了突破，扩大了现实题材网络文
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比如，《复兴之路》

《大国重工》《明月度关山》等签约实体出
版，签约影视改编的有《大国重工》《韩警
官》《相声大师》《朝阳警事》等。

记者：写现实题材往往需要扎根现
实、深入生活，而网络文学作家有些是

“宅男”“宅女”，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矛
盾？各类文学组织、网络文学网站在这
方面能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

何常在：确实有一部分网络作家很
“宅”，但也并不是全部。一般来说，能写
好现实题材的网络作家，都有一定的交际
能力，性格外向，有一定的生活积累。

肖惊鸿：团结作家与引领创作是我
们的重要工作。全国已有 14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在刚
公示的中国作家协会 2020年拟发展会员
名单中，网络作家占 1/10。中国作协以
及各地作协每年举办线上线下各类网络
作家培训，内容包括网络文学如何书写
现实题材等，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创作
水准得以提升。在引领创作方面，每年
评选 40部左右重点作品进行扶持，支持
作家深入生活。还举办了年度中国网络
小说排行榜评选、组织优秀网络文学原
创作品推介等活动，在以上举措中向现
实题材创作倾斜。

杨晨：网络作家来自各行各业，天
然拥有现实题材写作的优势，比如 《何
日请长缨》 的作者齐橙是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描述警校生活的 《当青春遇上
藏青蓝》，作者晓泉叮咚是现役军人；

《生活挺甜》的作者徐婠是医生家属，对

医生职业了解深入，对医生家庭体会深
刻。同时，阅文集团通过“现实主义万
里行”等实地采风与专业知识高级研修
等形式，帮助网络作家深入生活，提升
创作能力。

记者：网络作家写现实题材如何彰
显现实主义精神，突破对现实浮皮潦草
的表面书写，提升对现实的表现力度，
锻造精品力作？

周志雄：首先要关注新时代，研究
新时代。其次要向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
化成果学习，既向传统纯文学作家学
习，也向通俗作家学习，甚至学习日本
动漫、美国大片、韩剧的艺术手法。在
拓展对现实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上，一是
向人情事理深处拓展，写人性要有深
度，写人情要纤细入微。二是向知识性
拓展。写行业文，网络作家有优势，为
写小说所做的调查研究往往非常深入。
三是在语言表达、文化意蕴、小说结构、人
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学习经典，在保证小说
好看的前提下，探索精品化道路。

肖惊鸿：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基本
理论需进一步厘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经验，探索现
实题材创作的表现手法和审美范式。

拉萨万达影城暨西藏 IMAX 首块银幕启动仪式日前举
行。这家影城是万达在西藏自治区的首个影城，也是万达海
拔最高的影城。至此万达和IMAX都覆盖了内地所有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图为观众在拉萨万达影城等待观影。

马 姣文并摄影

日前，国家电影局、中
国科协印发 《关于促进科幻
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10 条政策、措施，要将科幻
电影打造成国产电影高质量
发 展 的 重 要 增 长 点 和 新 动
能，一时间点燃了电影人的
科幻片创作热情。扶持政策
要落地见效，自有一套产业
逻辑，国产科幻片要成为电
影产业新增长点，需要解决
几个问题。

从创作层面而言，要解
决创作指导思想明晰、提升
想 象 力 、 提 高 思 想 性 的 问
题。长期以来，绝大部分国
产片是历史和现实题材。历
史题材的泛动作类影片一度
在新世纪之初的数年时间内
成为热门项目，也曾经是输
出海外的首选题材和类型。
但 观 众 很 快 产 生 了 审 美 疲
劳 ， 因 为 历 史 故 事 不 接 地
气，难以引发共鸣，不是观
众“主食”。之后现实题材的
类型片或非类型片成为国内
市场主流。到 2020 年为止，
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在艺术创
新度、票房纪录等方面都达
到 了 相 当 的 高 度 ， 尤 其 以

《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
《战狼 2》 等优秀电影为代表
性成果。但这三部影片的艺
术 水 平 高 于 国 产 片 平 均 水
平 ， 而 且 成 功 经 验 不 易 复
制。面对这样的创作困局，
科幻片是另一条生路。恰好

《流浪地球》为同行树立了一
个标杆。奇异的未来世界，
中国化的价值观和情感，硬
科幻的强情节，绚烂的视听
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
考，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影
人继续探索科幻片的信心。
实际上，科幻片既可以合理超脱现实，还可以解
放想象力，虚构“以未来喻当代”的故事或创造
出独特的未来故事；还可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故
事；还可以以中国人为代表，反思面对更高级文
明时人类的弱点，反衬人类的信心和勇气。更重
要的是，科幻片也可以承载和表达深刻的思想。
前景是美好的，但创作终究是靠人才的，科幻编
剧导演人才的培养，是当务之急，也是长期任务。

从产业层面看，2019 年中国国内市场票房达
642.66亿元，距离北美市场114亿美元的差距已经
不大。但是我国电影的全球收入，比美国的还有
很大差距。所谓电影强国，不仅仅要有强大的本
土电影市场，还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相当的市场
份额、艺术标准影响力和相应的话语权。美国横
扫世界电影市场的主打类型是科幻片、动画片、
泛动作片。这三类影片的共同点，是可以最大程
度地展示电影视听效果，创造视听奇观，还可以
展开强情节，塑造可吸引跨文化观众的迷人角
色。反观我国市场，流行的是喜剧、爱情、犯
罪、动作等受国内观众喜爱的类型，除了单兵突
进的《流浪地球》，科幻片仅是偶尔露头，尚未成
为市场主流。我们要建设电影强国，中国电影要
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科幻片短板一定要补齐。

从制作技术层面看，科幻片对电影技术要求
极高。电影制作技术的关键，是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电影特效底层核心技术和平台工具，建
立电影特效技术标准体系，完善工业化制作流
程，推进云计算、超级计算、智能科学在电影制
作中的应用。从 2020年的情况看，国内即使是最
好的后期制作公司，也不得不依赖国外软件和算
法，而且整个行业的流程和标准缺少规范。其实
在图形影像技术方面，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
已经有一定积累，但尚未形成与电影界的产学研
合作机制。如今国家大力扶持科幻片，相信可以
在短期内促成合作，催生先进制作技术。以科幻
片带动进行技术突破，促进中国电影整体制作技
术水准的提升。

科幻片要成为中国电影新的增长点，需要解
决的问题不少。电影人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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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鹏禹
嘉宾：（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何常在 河北网络作协副主席
欧阳友权 中南大学教授
肖惊鸿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员
杨 晨 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
周志雄 安徽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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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已连续举办
6年，成为网络文学作家交流创作心得、专家研讨
创作趋势、业界共话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第六
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以“新时代新机遇新发展”
为主题，于8月20日至2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举行，110余位网络作家、网络文学专家、网
络文学组织工作者、文学网站负责人及相关产
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国网络文学如何从“扩
张式”向“内涵式”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围绕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取得的成功经验、网络
文学作家如何更好地面向现实发挥自身优势等
话题，本报记者特约5位嘉宾展开讨论。

央视推出七夕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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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目

现
场
。

出
品
方
供
图

万达和IMAX携手进藏万达和IMAX携手进藏

杨

晨

杨

晨

周
志
雄

周
志
雄

何
常
在

欧
阳
友
权

欧
阳
友
权

肖
惊
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