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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文学，世界第一

被戏称为“野蛮生长”的中国网络文
学，已经成为人类文学发展史上一道独特
的风景。最新数据表明，我国 7.31亿网民
中，网络文学用户已达 3.33亿，占网民总
数的45.6%，手机上网读文学的网民有3.04
亿。数百家文学网站日更新总字数可达 2
亿汉字，文学网页日均浏览量超过 15 亿
次，2016 年中国的网络文学市场产值破
5000亿元人民币。仅一家阅文集团，每天
就有 400 万作者为其上传原创作品，网络
小说存量达千万部。由网络小说转化出版
的图书，改编的影视作品、游戏、动漫、
有声读物及周边产品，带火了大众娱乐市
场，打造出“互联网+”的庞大产业。可
以说，如此繁盛的文学境况在中国史无前
例，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据中南大学研究团队对欧美、日韩、
南亚诸国的网络文学普查所知，无论是这
些国家的华语网络文学还是它们的母语网
络创作，都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云蒸霞蔚
的繁盛局面。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资
源大国，抓住了数字化传媒的时代机遇，
实实在在地做成了网络文学强国，无论是
作者阵容、读者族群、作品存量，还是整
体的文学活力，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层林
秀峰般隆起于世界文学之地平线，浩瀚网
文领先世界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其文化品貌和影响力堪与好莱坞大片、日
本动漫、韩剧相提并论。基于互联网跨界
优势，一大批中国网络小说走出国门，受
到老外追捧，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
英国、俄罗斯、印尼、越南……中国网络
小说的拥趸众多，仅英文翻译网站Wuxia-
world就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读者跟读，点击量超过 5 亿，日均访问人数
都在 50 万以上，不止是历史、言情，还有玄
幻、科幻、游戏、末世一应俱全的作品都是
众多欧美读者喜爱的“菜”，在Novel Up-
dates这个提供亚洲翻译连载指南的导航网
站，出自起点中文网的小说就有150余部。

如此“巨量”的文学存在，且开始成
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支劲旅，我们
的网络文学缘何能够领先世界？

政府为网络文学保驾护航

细究其因，中国网络文学的良好走势

首先得力于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支持，日渐
形成了有利于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社会环
境和舆论氛围。政府有关部门近年出台了
一系列有关网络文学发展的政策举措，使
草根崛起、“赤脚奔跑”的网络文学上升
为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核心价值观建设
的重要阵地。一方面以政策导向给予网络
文学更多的扶持和奖掖，如 《中共中央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倡导“大力
发展网络文艺”，采取“重在建设和发
展、管理、引导并重”的方针，实施网络
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鼓励推出优秀
网络原创作品，以推动网络文学繁荣有序
发展。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协从2015年
开始，分别开展“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
推介活动”和“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
尝试为网络文学设置标杆，促进其走向主
流化和经典化；另一方面开展“净网”

“剑网”等专项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加强网络文学内容和作品版权管理，

规范网络文学市场秩序，
优化网络环境，让正能量
引领网络创作，使网络文
学以其广泛的文学渗透
力、娱乐吸引力和文化影
响力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
建设的重要一翼。

市场为网络文学
注入创新动力
助推中国网络文学风

生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得
力于市场运作。如果说山
野草根的自由写作、技术
丛林的传播机制和商业模
式的经济杠杆，是网络文
学爆发式增长的三大利
器，那么，商业模式的市
场化运作则是激励创作、
拉动传播、创新经营的最
大推手，也是中国网络文
学海量增长的经济支撑，
而这一点恰恰是世界其他
国家未能做到的。从十几
年前最大的原创文学网站

“榕树下”难以为继而被
人收购，到盛大文学从一
家独大到分化解体的断崖
式滑落，再到阅文集团成
为网络文学领域的新霸

主，乃至中文在线的成功上市等网络文学
市场的不断洗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
于商业模式的构建和市场运作是否成功。
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兴起，是数字化传媒的
文化创造物，也是网络文化资本市场催生
的必然结果。其激励机制就在于，上网写
作不仅可以自由表达、即时传播，还可以
获利致富奔小康，甚至进入“作家富豪
榜”而名利兼得，因而成为激发许多人

“触网”写作的重要诱因。天蚕土豆近日
被封为“网文之王”，辰东、猫腻、梦入
神机、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等作家登上

“十二主神”宝座，还有一批写手荣膺
“白金作家”、“大神作家”、“百强大神”
等称号，其评价标准除了作品内容的价值
蕴含外，大都离不开他们作品的点击率、
收藏量、打赏数、IP 转让率、出版发行
量、粉丝数量等被读者认可的市场反应。

中国本土的汉语网络文学自上个世纪
中后期开始起步，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

道路，从刚开始的“无功利”创作，到新
世纪初的市场化探索 （如起点网2003年尝
试付费阅读），再到近些年来 IP 竞价版权
模式，日渐形成从上游原创作品向下游影
视、游戏、动漫、图书、演艺、有声、周
边等产业链延伸的“长尾效应”，终于建
立起“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走
活了数字化时代的这盘“文学大棋”。尽
管还存在网络盗版侵权、唯利是图、忽视
社会效益等情况，但网络文学的商业运作
激活、带动、繁荣并制约了大众娱乐文化
市场，不能不说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领先
世界的一大动因。

文化为网络文学提供丰厚滋养

网络文学是一种原创文学，也是大众
文学，它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实彰显的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它的健康繁荣体
现的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试想，一种文
学，能有数千万人参与创作，拥有数以百
万计签约作家和 3 亿多人的读者群，且以
网络跨界、民间发力的特殊路径远播世
界，这种时代现象级的“集群式”文学现
象，定然是一个民族文学创新力的释放和
文化创造力的迸发。

2004年开始网络创作的唐家三少已经
写了 4000 多万字的小说，出版 160 多本
书，曾连续 130 个月不间断续更。他近日
曾感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短短几
十年涌现几百万新生作家投身创作，全世
界的作家加在一起能有多少呢？”他还引
用北大陈晓明教授的话说：“网络文学哪
怕只有万分之一的精品，那也是一个非常
庞大而可观的数字，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
的量级。”写手人多、高产量大、坚持不
懈，外加青春激情放飞梦想，网络文学想
不火都难。当然，网络文学高标于世界网
络文学之林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和社会原
因。我国悠久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承为当
今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自不待
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
增强以及开放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是中
国网络文学快速崛起最大的时代背景。

网络文学发展的经验表明，强大的文
化软实力才是一个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
网络文学彰显的创新活力和文化创造力正
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的一大表
征。

（图片来自网络）

伤害和怨恨，忏悔和宽恕，我相信这是每
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有所经历的。谁敢说自己
没有对任何人有过或轻或重的伤害？谁又敢说
自己的心不曾怀有一丝怨恨？我想没人能说这
样的话，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伤害与怨恨这一
对情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关系，而伤害
了别人是否有一天想到忏悔，怀恨的心是否能
够放下怨恨去宽恕？我相信很多人都问过自己
类似问题。那么我们的答案又是什么？我们会
忏悔吗？我们能宽恕吗？

《冬之旅》写的正是人生中的此类境遇。两
位老人，他们从大学时代就是好友，交情至
深，然而其中的一个伤害了另一个，伤得很
深。多年过去，两人再度聚首。此时，他们不
仅要面对往事，还要面对当下发生和即将发生
的种种，因为他们还活着，生命还未终止。此
时，人真正要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别人所犯的
罪过，而是今天自己内心的纠结。人性是复杂
的，智慧往往清晰、简洁。智慧时常无法修理
人性所伸出的枝枝杈杈，剪不断，理还乱。也
许只有忘却才能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在泥坑
里挖掘，不再一次次望向深渊。然而真正的忘
却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人类应当忘记过去
吗？忘记过去是否意味着我们会重蹈覆辙？

人，人生，从来都不是清清楚楚的，不可
能清清楚楚。困惑、歧义、悖论、不可知、失
控随处可见。写戏是因为心中困惑，是想寻求
答案。答案也许永远找不到，但写作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向着答案靠近的过程，一刻不停地向
它靠近。我想这就是写戏的意义吧。

（作家万方的剧本精选集《冬之旅》近日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万方创
作的4个话剧剧本，其中既有忏悔题材的《冬之
旅》，又有思考家庭婚姻等生活题材的《有一种
毒药》和《杀人》，也有对名剧《雷雨》的再度
创造。）

“网络文学在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价值
发现——网络文学‘重写－神话’研讨会”
日前在京举行。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和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联合举办，对网络
文学“重写－再造神话”问题进行了学理和
创作实践方面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传播之路。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认为，
神话一直是文学的特别重要、能够不断再
生的来源。神话史诗中的原型，在创作实
践中不断演变，形成了西方文学的史诗传
统。在中国文学里有史传的传统，华夏神
话在史传的传统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
在网络文学发展起来，神话原型的演变在

网络文学中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值得探讨。
鲁迅文学院研究员王祥说，从“重

写－再造”神话的角度，运用神话原型批
评的方法，对网络文学进行本体研究，是
网络文学批评的重要工作，可以发现网络
文学自身的创作特点与世界文化视野中的
价值。很多优秀的网络小说作者，以整个
世界神话谱系为坐标，谱写了自己的“创
世神话”，发展出奇幻、玄幻、仙侠、修
真等各种小说类型。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
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现象，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人类文明共同体做出了贡献。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认为，
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切入网络文学研

究，可以切入网络文学的一些本质问题。
目前，网络文学研究中，对于网络文学的外
围问题关注过多，而对本体问题切入太
少。一切文学都是有某种原型的，何况网
络文学中间大量的写作类型，直接挪用了
神话世界设定，所以神话原型批评肯定是
有效的。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夏烈认为，今天网
络小说家是借助互联网进行“创世”的工
作、“造物”的工作，已经有意无意地吸
收了古典创世神话的结构，形成了自己的
一个世界。创世、造境、表情可以三合
一，网络文学应该把这个事做好。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评论家

刘琼认为，神话原型研究打开了网络文学
的一扇窗户，可以清楚看见网络文学的内
部运行，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体系。
在网络文学故事里，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
能量属性，可以穿越时空，演化出很多以独
特时空为基础的神话体系来。这里就有神
话原型的影响。在我们华夏神话体系中，
神性经常体现为伦理属性，要进行神话研
究，就需要研究魔性、神性和人性的关系。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肖惊鸿表示，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影响力在不断增
强。目前中国网络小说的传播类型以玄
幻、仙侠、古言、现言为主，仍需不断拓
展网络小说作品的传播类型。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6暨邹韬奋年
度外国小说奖”日前在京颁奖，颁奖典礼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韬奋基金会联合主
办。德国作家海因茨·海勒的 《本来我们应该跳
舞》、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马里亚斯的 《父亲岛》、
尼日利亚作家A·伊各尼·巴雷特的《黑腚》、冰岛作
家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松的 《酷暑天》 及俄罗斯
作家古泽尔·雅辛娜的 《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 这 5
部作品获得2016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其
中，冰岛作家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松的 《酷暑
天》荣获第三届“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

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松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文学是无国界的，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同时却又
随时间、地点而变化多端，常常无法预测、不可捉
摸，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因此相互
对话、彼此倾听就显得尤为重要。古德蒙德松还将
赴南京与中国作家赵本夫对谈。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 2001年共同发起，至今已
成功举办了 15届。这是中国第一个给外国文学颁发
的奖项，共有24个国家的92位作家的作品获奖。该
奖秉持“中国标准、世界眼光”的宗旨，遴选出符
合中国读者主流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世界当代文
学发展潮流的优秀外国作品。该奖挖掘了不少当代
外国文学名家、大家的作品，比如该奖获奖作家帕
特里克·莫迪亚诺和勒·克莱齐奥后来获得了诺贝尔
文学奖。来华领奖的作家通过与中国作家对话，促
进了中外文学交流。

2016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5部作品，
关注历史和现实是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酷暑天》讲
述了 19世纪当了两个月冰岛国王的一个丹麦人的真
实故事，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众多历史人物轮
番登场，跨越时空在书中际会聚首。作者把虚构与真
实、古代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史学与文学融为一
炉。《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 把目光放到了 20 世纪
30年代的苏联集体化运动。通过对一个鞑靼女性生
活经历和心灵蜕变的描述，展现了作者对生命意义和
存在本质的深刻感悟。《黑腚》是一部寓言小说，主人
公 从 黑 人 变 成 了 白
人，他的生活随之发
生 了 不 可 思 议 的 变
化。作者轻松自如地
使用各种实验性极强
的写作手法，用大量
逼真的细节切片描绘
了尼日利亚社会的各
个层面。《本来我们应
该跳舞》 是一部结构
独特的末世小说，以
与众不同的风格表现
了5个生活在现代文明
社会中的年轻人面对
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灾
难的感知过程，凸现
出人类可能面临的刻
骨 铭 心 的 生 存 问 题 。

《父亲岛》通过亡父与
儿子的对话探讨了人
类对生命的思索。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 《黑白男女》 2015
年出版后，我就及时拜读了，并在 《中国
文情报告》 中就这部作品的主要特色作了
简要评介。时隔两年，再读作品，普通人物
身上闪现的亮色，日常生活中释发的光点，
仍让人怦然心动，感慨系之。

刘庆邦在小说创作中，有一个始终如
一的追求，那就是接地气，有底气。他在
2014 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道：

“作家的创作要接地气。”他自己是这么认
为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什么是地
气？当然是生活之底气，人性之元气，时
代之生气。刘庆邦无论是写作短篇小说，
还是写作长篇小说，都着眼于现实，选材
于基层，或写蓬门荜户的乡民，或写吃苦
耐劳的矿工，都一定连接着现实生活的脉
动，笃定传导着普通百姓的哀乐。因此，

读来引人入胜，读后沁人心脾。
《黑白男女》 这部作品，把刘庆邦小

说创作的这种平民美学的追求，可谓发挥
得淋漓尽致。

《黑白男女》 所描写的是刘庆邦最为
熟悉的矿工生活，把镜头聚焦于龙陌煤矿
发生重大矿难事故之后的几个普通家庭
——失去儿子的周天杰、失去丈夫的卫君
梅，热心助人的蒋妈妈、蒋志方母子，等
等。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矿工家属，又
因突如其来的矿难失去亲人，雪上加霜的
沉重打击，使得他们的生活格外艰难，人
生命运也被重新改写。而危难之中的矿工
家属们，不仅站了起来，挺了过来，而且
还在绝望中找寻希望，冷酷中相互温暖，
显示了友善的人情对于纷乱的人际的内在
粘合、良善的人性对于艰难人生的暗中支
持，从而使满眼灰暗的生活，不断释发出
灼人的光亮。

龙陌煤矿的矿难家庭，遇到的普遍又
棘手的大难题，是年轻的儿子、盛年的丈
夫身亡之后，妻子如何应对，家人如何面
对。无可避免的是，在原有的家庭结构被

摧残、既有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之后，原来和
谐的关系变得微妙了，原本均衡的利益也
变得倾斜了。作品里有一处写到郑海生去
亲家周天杰家，想找女儿郑宝兰商讨如何
应对有再嫁之意的儿媳的情节，读之令人
唏嘘。怎样以细节述事写人、传情达意，这
段描写可谓一箭三雕，曲尽其妙。

最为感人也最有意味的，是蒋志方与
卫君梅的特殊恋情。说特殊，是因为丈夫
去世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卫君梅，压根没有
再嫁的念想，她走不出对丈夫陈龙民的深
挚爱恋与无限依恋；而好学上进又从未婚
娶的蒋志方，一门心思地看上漂亮又贤惠
的卫君梅，穷追不舍。两个看似坚持己见
的人，其实都在为对方默默着想。在蒋志
方坚忍不拔的追求下，卫君梅已从生硬拒
绝到被动应付，那个完全封闭的心已在慢
慢打开。在这里，爱是自私的，爱又是无
私的，情是利己的，情又是利他的。普通
人用他们最本真的性情，表达着自己，也
影响着别人，他们是用情感的细针密缕，
缝合着人际关系断裂的缺口，也以此织补
着属于底层人的爱情锦绣。

刘庆邦写作 《黑白男女》，与他过去
在小说写作中，引人入胜的故事内含批判
性意味明显不同，这部作品，内容平实，
故事平朴，都十分显见，乃至罕见。他所
叙之事，皆为凡夫俗子的家长里短和日常
生活的细微末节；他的语言，也摒弃了以往
的雕章琢句，尽是生活常态与人生常理的
擘肌分理。可以说，完全打通了艺术与生
活的界线，模糊了小说与生活的区别，使
二者实现了消弭差异的无缝对接，从而构
成了刘庆邦式的生活流的小说写法。而与
此相得益彰的，是在对底层的抵近、对弱者
的体贴中，作品通体渗透着一种人生的达
观与人间的大爱，而由此凸显了作家雄浑
博大的人文情怀与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刘庆邦的 《黑白男女》，在现实题材
的写作上，对于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看取生
活，怎样以自己的语言表达感受并借以形
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作出了成功而有
益的尝试。这既是刘庆邦小说创作上一个
显著的突破，也给当下现实题材的小说创
作如何接地气、有生气，提供了颇有裨益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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