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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东方经典元素，融合西方文化符号

来自英国的杰克·舍温 （Jack Sherwin），是个文
静而腼腆的男孩儿，在杭州做音乐老师已经 3 年有
余。从小就有作家梦的他，闲暇时间喜欢弹吉他和
写作。起初，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杰克也梦想着
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拍成动画、电影，在
大荧幕上播出。

于是，杰克开始在一家漫画公司工作，负责内
容创作。但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公司的两
个项目均以失败告终。正当杰克以为创作之旅就此
画上句号时，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断了工作与社交，
他在家里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隔离。在此期间，杰克
重拾文学之笔，开始写小说，发表在网络文学平台

“起点国际”上。
“我的作品分成两个系列：吸血鬼系列和龙系

列。一个来自西方的民间传说，一个来自中国的传
统神话。主角的身上都背负着巨大的秘密，去赶赴
一场奇幻的探险之旅。这种融合神话和传奇色彩的
故事，在东西方都很受欢迎。”杰克说。

阅文集团 CEO 程武介绍，自2018年4月，起点
国际就开启了海外原创功能，截至目前，像杰克·舍
温这样的海外作者共有 10 万多名。“综观这些作
品，许多的世界观架构都深受中国本土网络文学影
响。海外作者们发挥文化融合的特长，吸取了东方
经典元素，再融合西方特色文化符号。我们看到，
他们的故事里，既体现了尊师重道、兄友弟恭等中
国传统价值观，还出现了繁华的上海大都会、城际
高铁、华为手机等中国现代社会元素，可谓融古今
中外于一炉。”

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 《2020 网络
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 统计，截至目前，起点国际
海外原创作品超过 16 万部。从全球区域分布来看，
东南亚和北美作者占据主要市场。从海外作者性别
分布来看，女性略多于男性，大多集中在 25 岁以

下。“不可忽视这批作者的创作力量，一定会引领网
络文学消费，为更年轻的一代人提供精神食粮。未
来3到5年，等这一批读者成长起来，会极大地扩大
网络文学的产量，提升网络文学的内容质量。”中国
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秘书长王勤说。

此外，从海外原创作品类型分布来看，奇幻、
言情、魔幻和现实类题材是最多的。其中，女性作
者最爱写言情和奇幻，侧重想象，男性作者更偏向
于奇幻、魔幻和现实。两方面都与中国本土网络文
学情形相对一致。“这说明，在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
过程中，这些对外输出的翻译作品，对于培养海外
用户的阅读趣味，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王勤说。

融入自身体验创作，产生情感文化共鸣

据阅文团队介绍，起点国际自 2017 年上线以
来，共向海外输出了 1700 多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
囊括武侠、玄幻、都市等多种题材，全网累计访问
用户超过 7000万。比如，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尊师
重道的 《天道图书馆》，来源于东方神话传说故事
的 《巫神纪》，弘扬中华美食的 《美食供应商》 等。
那些“追更”的海外读者，每天对各类小说的评论
多达 5万多条。

但程武认为，文化如果仅仅止步于“输出”，还
不足以展现“出海”的生命力。“能否持续吸引海外
用户深度融入与参与，是一种文化能否真正在当地
落地生根的核心所在。网络文学已成为世界认识中
国的重要文化品牌，让海外作家吸收中华民族的文
化特色，融入自身体验，进而参与创作，有利于网
络文学成为全世界粉丝的情感载体，与全球读者产
生情感与文化层面的共鸣。”程武说。

在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主任葛红兵看来，之
所以有这么多海外作者加入网络文学创作队伍，除
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网络文学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
外，平台的系统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阅文
等机构，可以说已经建构了网络文学领域世界级生

态平台。不仅仅是国内作家，还有海外作家，包括
华人华侨作家，都能在这里成长，找到自己的位
置。同时，逐渐庞大的读者群，也形成了良好的反
馈和支撑。这个生态是独一无二的。”

培养机制推向世界，优质IP全球赋能

王勤分析，由于海外尚未发展出成熟的在线
创作商业模式，大部分作者对通过创作获得收入
的预期很低。“以前，海外仅有 1%的作者能通过
在线创作获得收入。现在，起点国际已经把作者
的收入比例持续提高，通过创作获得收入正在推
动全球作者生活的改变。”比如，菲律宾作家布
勒，她的代表作获得了起点国际在菲律宾举办的
创作大赛春季赛冠军。凭借创作收入，她已成为
家里的经济支柱。

据阅文团队统计，目前，超过 1/3 的作者，下
一步目标就是成为起点国际的签约作家。在此基
础上，王勤建议，平台应把在中国的作家培养机
制，比如作家学院、作家激励等机制推向世界，
帮助更多海外作者实现创作梦想。“希望这些作家
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作者，作品可以覆盖更多的国
家和地区。”

目前，平台已为杰克·舍温这样的海外作者配置
了专属编辑，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会把故事大纲和
细节发给他们，问一问他们的想法。他们几乎阅读
了发布在平台上的所有新作品，所以知道流行趋势
是什么，读者最新的口味是什么。我的一些私人问
题，甚至也可以跟他们自由交谈。”杰克说。

下一步，阅文将持续鼓励和保护全球原创，从
而点燃网络文学出海的新引擎。“网络文学创作的全
球化，粉丝阅读、表达的同步化和一体化，构建了
互联互通的网络文学共同体，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
通过网络文学，完成最深切的精神和文化交流。我
们将立足本土传统文化开发，持续为优质 IP进行全
球赋能。”程武说。

傍 河 而 建 的 百 年 老
街，以青石板铺设街道，
街旁是明清斗式吊楼二层
建筑……当台州路桥老街
的照片投影在舞台上时，
台 下 的 观 众 感 到 十 分 亲
切 。 这 是 他 们 熟 悉 的 老
街。紧接着，100多名演员
陆续上台，不仅还原了昔
日繁盛的老街风貌，还把
路桥洒尺、路桥莲花、路
桥讲书等当地的曲艺曲种
融入剧情，逐一展示。

这是曲艺情景剧 《老
街记忆》 的演出现场。11
月28日晚，“曲艺助力乡村
振兴”中国曲协文艺志愿
服务团走进浙江台州惠民
演 出 在 路 桥 文 体 中 心 举
办。王汝刚、李金斗、程
桂兰、大兵、赵卫国等曲
艺名家和台州当地曲艺工
作者，联袂为观众带来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

本 场 演 出 名 家 荟 萃 ，
星 光 璀 璨 。 曲 艺 情 景 剧

《老街记忆》 拉开了演出的序幕；山东琴书 《偷年
糕》《月亮之上》 逗笑风趣，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
琴书的独特魅力；相声 《向领导汇报》“包袱”笑
料不断，诙谐幽默的表演带来笑声连连；台州鼓词

《一张船票》 以真实事件改编，再现了大陈岛垦荒
精神，真挚感人……

尽管天气有些许寒冷，依然挡不住老百姓的热
情。现场 1000多名观众中，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妇
孺稚童，无不津津有味地观赏，对节目啧啧称赞。
整个夜晚洋溢着欢乐的笑声和热情的掌声。

这场惠民演出是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和浙江省文
联联合主办，是“曲艺助力乡村振兴”——走进浙
江台州活动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该活动还包括
采风观摩、农副产品直播推介、交流研讨等，形式
多样，亮点纷呈。

11月27日上午，当记者随采风团走进天赐湖村
文化礼堂时，村民们正在排练台州鼓词 《陈安宝打
日寇》，说中有唱，唱中带表，大锣大鼓的板腔特色
粗犷激昂，风格独特。即便是排练，前来观看的村
民都不少。“我们一家子都很喜欢。”一位村民说。
据悉，此次排练是为农民村晚做准备呐。

天赐湖村文化礼堂是台州横街镇曲艺活动基
地，以台州鼓词为主打曲种。台州鼓词是近年来在
吸取台州各传统曲种声腔的基础上，融入台州乱
弹、台州民间小调等地方性音乐元素，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而成的一个富有台州地域特色的曲
种，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类似这样的曲艺活动基地，在台州路桥区就有
10个，每个基地主打的曲种各不相同，为当地不同
曲种的传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台州路
桥区相关领导表示，今年年底还将实现区内村村有
文化礼堂。

台州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尚文波告诉记者，台州
曲艺有 30多个曲种，其中列入国家级和省、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占一半以上，包括临海词调、
台州道情、路桥莲花、玉环鼓词、黄岩评书、温岭
排街、天台坐唱、仙居顺口溜等。“我们的曲种乡土
气息比较浓，来自田间地头，特别接地气。”尚文波
说，基层曲艺工作者就是要用作品愉悦老百姓，也
要发挥曲艺“文艺轻骑兵”的作用，把主旋律、正
能量传递给老百姓。

“曲艺助力乡村振兴”是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发起
的系列活动，旨在通过组织曲艺艺术家，深入乡村
一线进行采风创作，切实发挥曲艺艺术在涵养乡风
文明，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劝人向上、向善、
向美等方面的作用。系列活动在今年9月已经走进江
苏宿迁，这次台州之行后，还将走进其他乡村，展
示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为乡村振兴凝心聚
力、培根铸魂。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11 月 24 日至 27 日，由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
的“全国知名网络作家创作研讨班暨全国百名网络
作家文都行”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百位
知名网络作家齐聚一堂，围绕如何提高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推动网络文学创作精品化进行
了学习交流。

研讨班上，电视剧 《芈月传》 原著作者蒋胜
男、《山海经密码》 作者阿菩、《网络英雄传Ⅰ——
艾尔斯巨岩之约》作者郭羽、《我在火星上》作者天
瑞说符等网络作家分享了创作体会。

闭幕式上，南京市文联、南京市文学之都促进
会共同发布“百名网络作家助力南京‘文学之
都’建设行动计划”，向全国网络作家发出邀请。
与会的近百名网络作家获颁世界文学之都助力者
证书。

本报电（记者赖睿） 法兰西艺术院院士让·卡尔
多雕塑作品《阳光下的牛》捐赠揭幕仪式日前在中国
美术馆雕塑园举行。

让·卡尔多 （1930—2020），国际著名雕塑家、法
兰西艺术院院士。他曾长期在里昂和巴黎高等美术学

院任教，1983 年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并于 1992
年、1997年两度当选法兰西艺术院轮值主席。

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矗立着让·卡尔多3件代表性作
品，分别是立于香榭丽舍大街的戴高乐将军像和丘吉
尔像以及坐落在塞纳河左岸的托马斯·杰弗逊像。此
外，还有70多件让·卡尔多创作的大型作品陈列在法
国、美国、中国、加拿大、波兰等多国。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中法友谊源远流
长，法国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
国。20 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特征是中西合璧，在这
一进程中，中法之间的美术交流极为重要。法兰西
艺术院院士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将载入中法艺
术交流史。

让·卡尔多曾参展中国美术馆于 2019 年举办的
“不朽的传承——法兰西艺术院雕塑院士作品展”，展
览结束后，让·卡尔多将所有参展作品——共计 10件
雕塑代表作留给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令人感佩。同
年，在庆祝中法建交55周年之际，让·卡尔多再次将
大型雕塑铜像《阳光下的牛》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丰
富了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精品序列。

《阳光下的牛》 创作于 1968 年，规格为 140 厘
米×190 厘米×80 厘米，现落成于中国美术馆雕塑
园 《鲁迅像》 对面，与鲁迅先生践行的“俯首甘为
孺子牛”精神相呼应，是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又一次
对话。

台州鼓词《一张船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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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网络作家创作研讨班举行

超过10万海外作者，原创作品16万多部

网络文学平台有了更多洋写手
本报记者 康 岩

日前，首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在上海举办。这一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兼

具的网络文学盛会，展现了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自各国的网络文

学作家、编辑、译者和产业合作伙伴等与会，就网络文学出海成果、IP生态发

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主题，展开探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海外的

网络文学原创作家们。他们日复一日在中国的网络文学平台上写作，为中国的

网络文学平台增添了更多国际元素以及中外文化融合发展的文学案例。

雕塑《阳光下的牛》入藏中国美术馆

阳光下的牛 （雕塑） 让·卡尔多

希望唐诗的智慧能丰富 21世纪的全球文化，使
全世界都能享受和平、繁荣、幸福的生活。

——翻译家许渊冲希望唐诗丰富全球文化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新的发展条件下民族的创新性、创造
性发展，从而实现历史、当下以及未来贯通式的复兴。
从文明转型变迁的意义上看，“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要求
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关注和研究社会发展的文化变迁、需
求和规律，从文明高度和视野求解文化命题。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谈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任何好作品都应具有时代、历史、潮流的概括
性，善恶、价值的概括性，这要成为创作者的自觉和戏
剧的动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马也谈革命
历史题材剧目的改编

邀请明星为纪录片配音是将流行文化资源与高
品质的纪录片进行了有机结合，赋予纪录片新的动能。
同时，让普通观众能够借助明星的影响力，跨界跨圈感
受到文化精品的力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谈纪录
片与流行文化的资源整合

（韩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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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神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