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书展期间，除了梁晓声、苏
童、易中天等传统作家签售火爆，天蚕
土豆等一批网络作家同样吸引了大批
读者前往。发布新书的天蚕土豆透露，
去年的稿费、漫画、游戏版权费加起来
收入超过 !"""万元，这个数字让许多
传统作家都望尘莫及。这让人瞠乎其
后的数字，既显示了网络文学欣欣向
荣的局面，也将牵引着更多网络写手
加入到这个“寻梦”的行列来。

据 #"!# 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
公布，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
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 $$"" 万、
#!"" 万、!%"" 万的版税收入，排在
该榜前三位。前 #" 位上榜作者在 &

年内获得 !'(( 亿元的个人财富。繁
荣无比的背后，实则是网络作家们
坚持梦想的艰难困苦。

目前全国大约有 &""" 万注册网
络作者，其中签约网络作家 #&"万。中
国作家网副主编、网络文学研究专家
马季说，“网络作家基本为体制外作
者，没有固定收入，完全靠网站点击率
养活自己。目前职业、半职业网络作家
约为 $ 万人左右，月收入 !""" 元到
!""万元不等。一个优秀的网络作家都
有自己的粉丝群体，少至数万，多至数十万、百万，这是他
们在创作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由此来看，要成这大浪
淘沙中保留下来的精华者，必须要付出比常人数倍的艰辛
与毅力。榜上有名的网络作家我吃西红柿、辰东、打眼在接
受采访时都一致认为“每天更新 )"""字左右是写作常情，
而且贵在坚持”。“其实开始的时候，更新要比现在多一些。
那时候上大学，更有冲劲，平均一天七八千字。”我吃西红
柿笑着说，“写作最怕的是遇到瓶颈期，非常痛苦。各种冥
思苦想，有时候出去散散心，完全不管小说。”

网络写作的高速更新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马季
称，“一部分网络作家，特别是其中优秀的网络作家，每
天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去更新作品，他们的生存状况让人
担忧。然而，其他行业的优秀青年恐怕同样面临这个问
题，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个压力重重、竞争激烈的时代。”
在外界对于网络作家的生存状况抱着忧心忡忡的态度
时，这群坚强而执拗的“披荆斩棘者”乐观地活着自己的版本。
“我喜欢将自己内心中的一个个故事写出来，将自己内

心中的一个个小说世界和大家分享。我应该会写很久很久
吧，至少现在没有任何停笔的念头。”
“我会写到我不感兴趣为止，这个时间可长可短，只要

自己激情还在，还喜欢这个行业就行。”
“只要灵感不枯竭，只要读者还喜欢我写出来的故事，

我会一直写下去的。”
我吃西红柿、辰东、打眼分别说道。
痛苦并快乐着，可以说是网络作家的集体写照。自然，

我们还是要呼吁，希望文学网站做好网络作家的创作调节工
作，以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据了解，盛大文学、磨

铁图书、豆瓣等当前主流的文学网站已建立了
一套相关的“福利保障机制”。

天蚕土豆最初并
没有想过靠写

作 谋

生，他称“当时写
作只是一种兴趣”。
只是随着网络文学
产业多元化的发
展，渐渐地把他送
上了幸福的“康庄
大道”。名列榜单
第 ( 位的辰东也
称，“这个圈子真
的变化很快。有些
人现在主攻实体
书，取得了可喜的
成就，并且位列全
国畅销作家之列。
还有的人多版权操

作，与一些影视公司、游戏公司联系紧密。另外有的人则创
办了自己的杂志。”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网络作家被戏称为“掘金机”。对
于此，我吃西红柿毫不避讳地承认，“小说写得好，就能赚
得多，写得差，就赚得少。明确地说吧，一切靠实力说
话。”
“我是以十分积极的态度看待网络作家的收入问题，这

是时代为他们创造的机遇。”马季称，“网络作家这个群体
的出现，可以说是国家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收获。”网络作
家收入的增长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的报酬并不
高。随着文化产业逐步规范，特别是国家渠道（如移动手机
阅读、国家对数字产品的扶持等）的建立，他们的收入才水
涨船高。网络作家的收益主要是版权转让，优秀网络作家往
往能够卖出 &到 !"项版权，如网络游戏、电影、电视、动
漫画、图书、移动阅读、互联网在线阅读、手持阅读终端
等。“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他的收入就值得我们尊重。”
马季称。

贝塔斯曼集团首席数字官韩讯曾说过“数字出版物未
来将是消费者消费的新增长点”。可以说，数字出版已成
为网络文学进入主渠道最重要的通道。#"!# 年 % 月，由五
部委组织申报的 #"!! 年—#"!#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和重点项目名单揭晓，网络文学以数字出版的
形式首次进入国家订单集中出口，成为中国

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产品。新型客户
终端安卓、谷歌、苹果等渠

道，也使得数字出版的
国内市场份额逐

年 增 长 。
新

增的读书网站，如塔读文学、华夏中文网、魔铁中文网等
从创建之初就分别与中国移动、新浪、腾讯、搜狐、$*

门户等合作，主要是在数字出版领域展开竞争。
“我个人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加入进来，因为这个圈子

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广泛。”打眼满怀期望地说。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说，
网络文学从创作之初就注重商业性，而传统文学更看
重文学性；网络文学注重大众性，传统文学注重文化
传承；网络文学注重个人体验，传统文学善于归纳
集体经验；网络文学注重阅读快感，传统文学看重
审美享受等等。马季称，“正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差
异性，互补才成为可能，才成为必要。两者应做
到扬长避短，相互补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也曾多次表示，
在青年作家的选拔中，不能一边倒地倾向“纸上
写作”的青年，也要给予网络文学作家同样的关
注。

近年来，主流文学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
态，为网络文学递上示好的“橄榄枝”，两种
文学打破相互观望、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
交流认同的可喜局面。譬如，“网络文学
十年盘点”活动，可以看做是传统文学对
网络文学第一次全面认真的检视；网络作
家唐家三少、当年明月、流潋紫、桐华等当
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昭示着文学
界对网络写作群体的体制性接纳；接纳
网络文学作品参加鲁迅文学奖、茅盾文
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评选，表明国家
级文学大奖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文
艺报》与盛大文学合作开辟网络文学
评论专栏，则推进了网络文学批评。
“大部分网络作家缺乏经典文学

阅读与理论修养，所以要进行适当
的引导，并在引导过程中做到循
序渐进，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能按照旧有的文学理念去套
用，否则会适得其反。”马季认
为，要充分信任他们，允许他
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相信他
们将来能够担当大任。

不可否认，借用技术化
的网络之壳承载人文审美的
文学之魂，用新媒体的表
意方式回应这个社会的历
史变化，是未来文学发展
趋势的一种。马季称，“新
世纪中国的文化生态发
生了剧烈变化，网络作
家正是这个变化的阐释
者。网络作家是新一代
作家队伍中的主体，
他们的创作对中国文
学的未来发展将起
到决定性作用，另
外，网络类型文学
的快速发展弥补
了中国当代文学
在这方面的一大
欠缺，使中国当
代文学出现了
多样化发展的
趋势。”

从 某 些
方面来讲，网
络作家确实
改 善 了 中
国的文学
生 态 ，勃
发了中国
的 文 学
生机。秋风烈，高粱红。雪花飘飘，高粱

酒香。
我热爱五谷杂粮：麦子朴讷，稻谷

清秀，玉米结实，豆子含蓄……高粱大
气而秀丽，挺拔且妖娆，朴实又亲切，

真是有型有色———要不，怎么会有名著
用高粱比喻北方俊美壮实的小伙子呢？！

用高粱做酒，不需什么手段，色便
是殷红的，气便是浓香的，味便是醇厚
的。“高粱红”比别的地方用糯米做的

“女儿红”要美得多———更热烈、
醇厚、大气、绵甜、漂亮。

说到酒，权威的 《说文》
“酒”字注解曰：“……杜康做秫
酒。”杜康是“中华酒父”。秫酒
乃高粱酒———“酒爷”哉！高粱在
黄河流域随处可见，东北也多。
电影 《红高粱》 里抗日游击队在
青纱帐里搏杀日本鬼子……可见
吃高粱米、饮高粱酒让人心雄体
壮、敢爱敢恨。

高粱在我的老家庐陵一带多
有种植。虽然我个儿不高，但我
考证我们的祖先打北边来。如，
老家没有种甘蔗、包菜等热带作
物的习惯，倒有种大豆、高粱、
荞麦等中原一带古已有之的作物
的习惯。

我爱高粱。小时候没糖吃，
咬咬高粱杆也分外甜；高粱秸做
的扫帚能换来文具、书本；高粱
叶喂牛能圆老家人的小康梦；高
粱米做的米果又软又红又香又健
胃健体。至于高粱做的酒，是大
人的荣光，客人的脸面。虽然老
家也做糯米酿的冬酒，但家家仍
要做上几坛高粱酒。这，是北方

的余韵？因高粱
的味儿更独特？
老家人叫高粱酒为“高粱
红”。

高粱红好看，那是一种令人兴奋
的吉祥红，做礼品人人高兴；高粱红
好喝，可谓既过酒瘾又补身体，男女老
少皆宜。庐陵人爱高粱酒是因它色香味
型俱佳。

又是一年春来早。插秧时节，一坛
坛高粱红熟了，熟在与嫩绿的禾苗一起
拔节的又一年希望之中。腊肉也飘香了
（富足的人家喷香的是自制的火腿）。客
人来了，厚厚流油的腊肉，醇厚喷香
的高粱红，渐渐暖人的风，新盖的大
瓦房和手扶拖拉机，黄犬兴奋地摇尾
巴……日子，夫复何求哉？！临行，
硬要客人带上两瓶，这就把庐陵老表
的祝福捎得老远。

若是女儿从婆家回来了，用
高粱红煎上几个荷包蛋，放上红
糖，母亲和女儿的心便都像灌满
了蜜。一年三节，庐陵的女婿大
都要敬献几瓶高粱红给岳
父，老人家那个高兴呀，他
知道，那酒里盛满的是小丈
夫对俏妻子常年辛勤的爱。

庐陵老表的日子，就这
样在高粱红的味道中滋润；
友谊，就这样在高粱红的颜
色中浓烈；亲情，就这样在
高粱红的香气中缠绕……

山东作家群亮相图博会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以山东作为主宾省，中国作
家协会主席铁凝、党组书记李冰、山东籍作家张海迪、李存葆、莫言、张
炜等出席开馆仪式。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山东作家群一直是中国文

坛上一支杰出的作家队伍，创作了一大批载入中国文学史的优秀作品。此次
中国作家馆“山东主宾省”活动确定“中国文学梦 齐鲁青未了”作为主题，

全面推介山东文学和山东作家作品，举办“齐鲁文学再创辉煌”主题论坛、张炜
长篇小说年编、散文年编、短篇小说精选英文版新书发布会、“文学鲁军新锐”
与首都作家对谈会、赵德发传统文化题材作品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首都作家为“文学鲁军新锐”把脉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鲁军新锐”与首都作家对谈会日前在京举行。
这次由山东省作协推出的 !"位“文学鲁军新锐”是近几年活跃在山东文坛的青
年作家，包括宗利华、东紫、常芳、张锐强、艾玛、王秀梅、柏祥伟、王宗坤、

王夫刚、简默，他们是齐鲁文学新生创作力量的代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指
出，青年作家需要下苦工夫读书学习，养成大作家的胸襟、眼光、气度。作家面对当
今复杂的时代、复杂的世态人心要有深入理解把握的眼光，需要更充沛、更广博的知
识储备，要以虔诚、认真、执著的态度对待写作。刘庆邦、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作家
对“文学鲁军新锐”作家进行了点评指导。

酒爷高粱红
刘英敏

秋阳

苗 青摄

张炜：
文学走出去不能草率

苏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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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孕“多金”

作家张炜长篇小说年编、散文年编、短篇小说精
选英文版新书日前在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
国作家馆发布。
作为“文学鲁军”最具说服力、最有代表性的作

家，山东作协主席张炜从 !+%" 年发表小说起，发表了
近 !,"" 万字的文学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及
海外出版单行本 $""多部，获奖 )"余次。#"!"年出版的
长篇小说 《你在高原》 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
项。今年，张炜将自己的作品按“年编”形式分张炜散文
随笔年编、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张炜长篇小说年编三个
系列出版。长篇小说年编共 !+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
录了从 《古船》、 《九月寓言》、 《外省书》，到 《你在高
原》 的 !" 部单行本以及 #"!# 年的 《半岛哈里哈气》，囊括
张炜的全部长篇小说。散文随笔年编共 #"本，由湖南文艺出
版社出版，是迄今最完备的非虚构文字集结。
张炜对于翻译自己的作品非常谨慎，每次都会请专家鉴定

译者的文笔，“在这 #" 年里，我个人否定的外文版本不完全
统计有十几部了。”他觉得急于将作品介绍出去不是目的，如果
草率地推出低质量的译本没有意义，反而是对中国文学的损害，
“我不希望他们仅仅是翻译故事，更要结合语言的特质相对完整
地传达出来作品的精髓。”因此这次首发的两本英文版书显得尤
为不易，这两本英文版书是由加拿大皇家科林斯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出版的 《张炜，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和 《张炜短篇小说精
选》。前者旨在让西方读者在集中和有限的时间里了解张炜及其作
品，后者收录了张炜的 %篇精华短篇小说。
谈及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因素，张炜认为翻译是主要的

瓶颈，“不是译者懂中文，有流利的外语表达就可以。文学是语言
艺术，翻译需要把原本的语言艺术转化成另一种语言艺术，这是非常
困难的。”而全世界范围内高水准的译者数量不多，能够把中国文学很
好地翻译出来的人数不超过两百人，让他们翻译大量中国作品显然是
不现实的。“文学走出去一定不要急。翻译是语言的再创造，急于推出
大量作品没有意义，好的作家要有这种自信，过分急于走出去是一种自
卑心理”，张炜主张作家应踏实写作，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不应操之过
急，需要稳步推进。
从文学本身而言，张炜觉得当代中国作家也应抱着平等的心态，对国

内外的大师抱着仰视的态度，同时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怀有自信，“我从来
不认为自己写了一些作品就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家”，当代有无大师不应由当
代人评价，大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经过时间的过滤和考验后自有定论。
张炜认为现在很多国外的读者还没有完全做到从语言艺术欣赏的角
度来看待中国的文学作品，而是将此当做获取其他信息
的窗口，他希望可以“联合一切平等待我文学
之读者”，努力让国外读者欣赏我
国文学作品的思想、诗
性、艺术。

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传统文学引“发展”

艰难困苦成“宝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