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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如何叫得响、传得
开、留得住？”“网络作家年龄结构发生了哪
些变化？”“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有哪些新特
点？”5月25日至2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的2021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重庆举行，百余
位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话中国网络文学发
展。会议期间发布了 《2020中国网络文学蓝
皮书》（下称“ 《蓝皮书》 ”），对过去一年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新趋势进行了梳理总结。

网络作家正走出书斋

陈飞黄回到农村老家，在村民推举下当
上村党支部书记，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支持
下，他带领村民兴办产业、走向富裕……这
是网络小说 《特别的归乡者》 中的情节，作
者夜神翼在写了30多本情感故事以后，决定
换个写法：“我听过很多脱贫攻坚的真实故
事，内心很受触动，于是萌生了创作一部现
实题材作品的想法。”

她从2019年12月开始搜集资料，并在原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的支持下采访了多位扶贫
干部。他们的真实经历插上了网络文学的翅
膀，被更多的读者看见。

如今，尝试现实题材的网络作家越来越
多，他们或是受到火热现实生活的感召，或
是想突破固定的写作套路，或是想用贴近人
心的故事打动读者。聚焦时代变革和社会生
活，描写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脱贫攻坚、战
疫抗疫、创新创业的新作不断涌现：《故园的
呼唤》《桃源山村》《无二无别》 等作品，正
面描摹乡村创业史，倾力塑造了归乡者的时
代新人形象，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与脱贫致富

的个人理想在网络小说中得到融合；《共和国
天使》《酥扎小姐姐的非常朋友圈》《逆行
者》《白衣执甲》 等抗疫与医疗题材作品、

《闪婚急诊，唐医生！》《当医生开了外挂》等
医生职业文成为网络文学创作新潮流；以制
造业高精尖技术为题材的《神工》、切入家电
行业反映民生热点的 《扫描你的心》 等作品
反映出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

《蓝皮书》统计显示，在各大网络文学平
台 2020年发布的新作品中，现实题材占 60%
以上。其中，中文在线爱国题材作品阅读时
长明显上升，咪咕文学的作者对民生题材更
加关注，掌阅文学、逐浪网、红薯网的现实
题材培育成果显著。

“现实题材渐成潮流的一个前提是，如今
的网络作家正走出书斋。”网络作家阿菩说。
在他眼中，不论是创作现实题材，还是他所
擅长的历史题材，深入生活、体验生活都十
分重要。“为了写作 《十三行》，我到广州白
鹅潭住了两年，期间查阅大量史料、参观十
三行博物馆并走访了当地的每一处文物遗
迹。”阿菩说。由于江面变窄，今天十三行的
地理环境已和乾隆年间大不相同，为让自己
的作品更加真实，他还到南沙去看开阔的江
面，想象十三行当时的风貌。

不少网络作家表示，希望有机会接触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开拓视野、赋能
创作。2020年至今，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
网络作家协会的支持下，约 400 名网络作家
在江西井冈山、内蒙古赤峰、上海、南京、浙江
嘉兴等地参加专题培训、研讨、采风采访。

相比仙侠、玄幻、奇幻等，现实题材网
络文学既能贴近生活真实，又能吸取节奏把
控、人物塑造、情节反转等网络文学写法的
长处，日益收获读者的关注。

“网络作家写现实题材可以有更多可能
性，既要把个人历史经验的内容作为创作重
心，更要有伟大史诗型的作品，同时要敢于
面对自己不懂的生活。”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周志强说。

要写不脱离读者实际的精品

“我原来写网络小说是以速度著称的，写
完不检查就发了，很多读者给我挑错别字，
3000字的篇章就能挑出两三个错别字，有时
还会出现情节上的硬伤。”网络作家小刀锋利
如此反思自己的创作。从事网络文学创作 15
年，他越来越意识到，要想得到当下读者的
认可，必须平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求质
必须降速”。

“套用 《论语》‘学而不思则罔’这句
话，网络文学写作是‘写而不思则罔’。一味
追求速度，从事写作达到一定年限后就会迷
茫，这时候要慢下来，对创作进行认真反
思。”阿菩说。

在人们传统印象里，网络文学每日更新
都是几千上万字。但面对短视频等新兴媒介
形式的冲击和读者阅读期待的变化，越来越
多网络作家走上了精耕细作的创作道路。

网络作家尼莫小鱼的近作 《舌尖上的华
尔兹》 写餐饮行业，其中涉及 30 多种美食，
着重描写了苏式面。她将苏式面熬汤、去
骨、甩面、鲫鱼背观音头造型等制作步骤，
宽汤紧汤、重青免青等吃面习俗以及品评标
准进行了详尽描写。“除了调动生活积累外，
我还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咨询朋友和专家，在
细节上要有工匠精神。”尼莫小鱼说。

如何提升作品的思想容量和审美价值是
网络作家陈酿最近思考的问题。她的新作

《廊桥梦密码》，以闽浙畲乡的编梁木拱廊桥
为背景，“硬核”技术派地刻画了这一传统民

间建筑技艺，熔铸“牛郎织女”“许仙和白娘
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故事，以梦境
与现实时空交织的穿越手法，创造性地讲述
了一个瑰丽、神秘、奇特的中国廊桥故事。

“对我而言，写好地方文化和人间烟火，
必须从传统文化、民间传说和故事中汲取养
分，创新网络文学表现手法，让中国传统文
化的光芒照进现实。”陈酿说。

梳理过去一年的创作可以发现，网络文
学幻想类作品注重向文化经典吸取养分，在
世界观和作品架构上更加重视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弘扬；以现实主义态度正面描写历史的
网络小说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多元化、小
众化题材垂直细分成为创新趋势，类型融合
趋势愈加明显。

“我们要写精品，更要写不脱离读者实际
的精品，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体
现。”网络作家管平潮说，“精耕细作并不是
用一些漂亮时尚的词汇那么简单，好文笔和

‘拽文’是两回事，通俗明白的好文笔更值得
被提倡。”

如今，网络文学精品化已成业界关注的
热点话题。“应当把优秀内容生产作为网络文
学发展的核心目标，尤其是随着‘95后’渐
成创作主力，年轻作者在市场面前更需要保
持定力，潜心创作，自觉抵制低俗趣味。”网
络文学评论家桫椤说。

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随着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需求与日俱
增，网络文学已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蓝皮书》显示，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有
影响的作品达万余部，其中，实体书授权超
4000部，上线翻译作品3000余部。庞大的作
品数量，吸引了不同类型读者的关注，相关
网络文学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超1亿。

在线阅读方面，起点国际全球累计访问
用户达 5400 万，已上线约 1300 部翻译作品，
包括 860 部英文作品以及其他语种的翻译作
品；中文在线海外阅读用户累计达 3000 万；
掌阅海外阅读平台用户累计超3000万，日均
阅读时长超60分钟。

对海外读者而言，实体书也成为阅读网
络文学的重要渠道。中国网络文学实体书出
版不断向外拓展，进一步覆盖40多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蓝皮书》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晋江文学城作品版权输出总量
已达2400余部，海外出版册数超1000万册，进
驻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图书市场。

本土作者正加入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目
前起点国际吸引了海外约11万名创作者，审
核上线原创作品超 20 万部，近 100 部作品点
击量超 1000 万次。“网络文学在海外已由原
来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和消遣，转变为文
化消费的一种新样式，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商
业模式。与此同时，由原来的中国作者写
作、海外读者阅读，转变为海外本土作者创
作、本土受众阅读、本土读写互动，形成了
国际化写作的新现象。”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中心副主任何弘介绍说。

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翻译是重要影响
因素。《蓝皮书》同时指出，从搭建渠道、版
权售出到翻译作品过程漫长，翻译成本居高
不下；海外粉丝的自发翻译收入没有保障，
机器翻译的质量尚不能令人满意；对所在国
读者阅读趣味和特点研究不够，一流、热
门、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力作传播受限
等是制约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难题。网络文
学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读
者通过互联网了解当代中国的新变化新发
展，还需要业界的共同努力。

◎文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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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的报告文学 《一
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
的“黄杜行动”》（浙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是浙江
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黄杜
村种植白茶致富的故事。这
里曾是一个贫困山村，如何
摘掉贫穷的帽子，让日子过
得富裕，黄杜人在思考、探
索、实践，但屡战屡败，又屡
败屡战。2003 年 4 月，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
省安吉县黄杜村考察白茶基
地，对于黄杜村因地制宜发
展茶产业的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发出了“一片叶子富了
一方百姓”的赞叹。从这时
开始，一片叶子承载了黄杜
人逐梦小康、奔向幸福生活
的愿望。他们坚守“我种白
茶 ， 白 茶 养 我 ” 的 绿 色 理
念，终于使这片叶子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成就了一个产业的奇迹。

王国平以记者和作家的
使命感，试图书写“这片叶
子”和这个产业的奇迹。他
驻点黄杜村，深入采访，与
村民交谈交心，搜集了大量
一手素材，以独特的视角、
精心的裁剪、丰满的细节、
简洁的语言，记录了黄杜人
脱贫攻坚、走向小康的筚路
蓝缕之路。有评论指出，这
部作品写活了一片叶子与一
方百姓的新时代风采，“人、
事 、 物 、 理 都 那 么 滋 味 十
足，有故事浓度、有情感温
度、有生活密度、有时代高度，将爽利恰
切的句子，匹配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恰如其分。

作者敏感于时代新变，深思时代命
题，挖掘、发现、表现黄杜人“思效尺寸
以报国”的精神。在“序章”中，作品突
出描写镌刻着“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的石碑，以及石碑两旁两尊手举茶叶的塑
像。这块石碑就是“黄杜故事”的核心主
题和内在的“魂”，也是“黄杜精神”的凝
聚。而两尊塑像，分别是被誉为“安吉白
茶第一人”的盛振乾和“白茶之父”刘益
民。他们奠定了“黄杜故事”的开篇。接
下来诠释“黄杜精神”的，是一群基层党
员干部和逐梦小康的普通百姓，比如敢于
吃“螃蟹”、大胆开拓创新的乡党委书记叶

海珍，自掏腰包学习制茶技术
的农家女宋昌美，甘于奉献的
老支书盛阿林等。这些人物的
追求与超越、希望与失望、痛
苦与欢欣，是时代精神的一抹
暖色。

作品还浓墨重彩书写了以
现任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为代
表的 20 名黄杜党员主动向贫
困地区捐赠“白叶一号”茶苗
和护苗种苗的故事，可谓是

“捐苗护苗总关情，一芽一叶
见精神”。这种精神，既接续
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
了“器”与“道”相辅相成的
精义，更是新时代全民奔小康
的美丽乐章。正因为有这种情
怀、精神与境界，“这片叶
子，引领着黄杜人甩掉贫困的
阴影，走上明亮的小康之路。
这片叶子，也承载着黄杜人对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
深刻认识和用心实践。这片叶
子，见证着黄杜人对‘本’的
看重与恪守，他们本分做人，
不忘本色，守望初心”。这是
作者的心声，也是《一片叶子
的重量》之所以能吸引人、感
动人，引人共鸣的内在力量。

在构思上，《一片叶子的
重量》注重以小见大，通过小
村庄讲述“大故事”，让读者
通过一片叶子，看见美丽中
国，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动实践。这部作品的语言，朴
素、简洁、精准，平淡中透出
韵味，节制中有清新爽朗之
气。比如，“黄杜也穷过，黄

杜又一脚把‘穷’字标签踢飞了。这中
间，发挥能量的，是一个产业的起势与蓄
势。第一片叶子是上苍的馈赠，第二片叶
子则是人在推与敲。是人在拓荒，人的精
神是基座，人的勇气是向导，人的辛劳在
时时浇灌。”这样的语言，是诗性的，也是
简洁、节制的，较好地克服了时下报告文
学常见的“有报告，没文学”的弊病。

《一片叶子的重量》 通过一方土地写中
国的脱贫攻坚。作者既关注时代巨变下贫
困地区物质生活上的“脱贫”，更注重人民
群众心理、精神上的“脱贫”，坚持以人物
为书写对象，彰显逐梦小康路上个体的价
值与尊严，写出了新时代乡村新人的精神
气象。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半生
缘：徐翼散文随笔集》 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本书收录了徐翼不同时期的散文、随
笔，分为心路历程、管理心得、域外随
笔、名人印象、往事记忆和海外游记，时

间跨越 30 年，呈现出时代变迁中一位知识
女性敏锐、细腻、真挚的内心世界。徐翼
的文字自然清新，不故作高深，不炫技，
但朴实无华的叙述却能收获直抵读者心灵
的效果。散文集中收录的作品全部来自于
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体现出作者善于从
琐碎的平凡生活里发现美好瞬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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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邹金涛） 近日，作家罗伟章
最新长篇小说 《谁在敲门》 由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父亲的病”为导
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女
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
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
乱，从选择放弃治疗时的迫不得已，到直面
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

绪交织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同的悲痛和不
同的难处，凝练成对人性的感慨与叩问。

《谁在敲门》 中，随着父亲的离去，子
孙辈悉数登场成为时代主角。他们陆续离
开了土地，或打工，或求学，或做生意，
或迁居城镇，已经不再是农民模样，生活
方式、人生选择也不再是农民式的。作者
试图探讨大时代洗礼下每一个农民子弟的
悄然改变以及他们如何在道德与欲望之间
坚守与自持。

《半生缘》：发现平凡生活中的美好

本报电 （赵安民） 近日，中国书籍出
版社联合 《诗刊》 杂志社出版 《我们的战
疫——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词选》 一
书，选录郑欣淼、郑伯农、杨逸明、星
汉、周啸天等 300 位作者的 600 多首作品，
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精神风貌。作品题材丰富，风格
多样，既有对抗疫英雄模范的礼赞，也有
对抗疫感人场景的生动讲述；有对疫情冲
击下普通人生活的形象描述，更有对抗疫
必胜信念的热情弘扬。作品体裁有绝句、
律诗、词、曲等，涵盖古典诗词主要形
式，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传统诗词书写现实
的能力，为当代诗词留下宝贵历史记录。

《谁在敲门》：沉潜于乡土的写作

诗词书写抗疫精神诗词书写抗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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