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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香港悅讀周」 剛剛落下
帷幕，鼓勵電子閱讀成為今屆的側重

點之一。事實上，伴隨微短劇的反哺和AI翻譯技術的成熟，中文網
絡文學正在北美、東南亞掀起 「網文熱潮」 ，與影視、遊戲並稱中
國文化出海的 「三駕馬車」 。起點國際（WebNovel）去年累計海
外用戶突破3億，《詭秘之主》英文版在WebNovel有近5000萬的閱
讀量，西班牙語讀者甚至自發翻譯《全職高手》衍生同人小說。

「最近整個網絡文學市場的活躍的程度是超出我的想像的。」
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表示。 「像《詭秘之
主》這種近兩年開始流行的網絡小說，在海外也都已經有了一定的
流行度。這些作品目前的傳播力度非常大，是一個很值得我們這個
時候注意的現象。」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文化觀瀾

從《盜墓筆記》《誅仙》《斗
羅大陸》一路至今，中文網絡小說
出海並非新事，歷經20餘年發展
積澱，可以說已構建起人類歷史上
最大規模的數字敘事體系。截至
2023年，中文網絡文學擁有近千
萬創作者、年產生數十億字內容的
產業，以400億元人民幣的市場規
模與中國電影市場並駕齊驅。 「我
們可以自豪地說，目前中文網絡小
說的規模，是全世界任何其他國家
和地區的任何語種都沒有的。它現
在是全球類型最廣泛、作者和讀者
數量最多、發展勢頭最好的網絡文
學。」 張頤武說道。

實際上中文網絡文學的起步與
世界互聯網的起步幾乎是同步的，
何以唯其超過其他語言形成今日的
規模？張頤武認為，這一方面得益
於中國手機文化的普及，使得網絡
閱讀的需求量非常龐大；另一方
面， 「中文網絡文學在早期就解決
了支付難的問題，按照閱讀來付
費，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市場，再加
上廣告和影視劇改編版權的收入，
從經濟上激勵了很多的作者加入。
這種激勵在西方一直沒有形成，很
長時間以來西方的網絡文學都是免
費的狀態。」

AI翻譯加速網文多語種出海
《2024中國網絡文學出海趨勢報

告》指出，中國網絡文學出海呈現四大
趨勢：AI翻譯，加速網文多語種出海；
全鏈出海，IP全球共創模式升級；交流互
鑒，深入 「Z世代」 流行文化；新機湧
現，全球開拓發展新空間。擁有巨大的
體量和更新穩定性的中文網絡小說，過
去受語言邊界影響，主要在中文讀者群
體中產生影響力。而近來，伴隨微短劇
的傳播和AI翻譯功能的強化，開始向海
外讀者群體席捲。過往，中文網絡文學
為微短劇提供了海量改編素材，閱文集
團儲備的200萬部IP中，已有15%完成微
短劇開發；而伴隨微短劇的火爆全球，
其對IP的反哺效應開始浮現，帶動了市場
對原著小說本身的關注度。另外，AI翻
譯軟件的成熟，大大降低了海外讀者的
閱讀門檻，如DeepSeek 開源模型
DeepSeek-R1如今已經被應用到閱文集
團旗下作家輔助創作產品 「作家助手」
中，AI翻譯技術通過 「機器初譯＋人工
校對」 模式，將千字翻譯時間從1小時縮
短至1秒，並在多語種中都可以應用，實
現 「一鍵出海」 。

「因為網絡文學作品規模都比較
大，常常是幾百萬字，以往翻譯的工程

比寫作還困難。現在一般借助翻譯工
具，海外讀者在理解上基本不會有太大
問題。」

張頤武提到，目前中國的玄幻、修
仙等類型的網絡小說在海外都非常受歡
迎，受這些作品影響，海外也出現了本
土的以這些類型進行寫作的作者。 「比
如北美市場就把中國修仙的故事成功轉
移到了美國本土，變成類似吸血鬼的故
事。」 在轉換的過程中，張頤武認為，
中國人的倫理觀、價值觀也隨之被注
入， 「比如說中國人孝道的觀念，它是
潛在於故事的人物關係中的，不管用什
麼語言進行寫作，這些中國的文化基
因、中國故事的設定方式是不會變
的。」

「保持網絡文學原生態活力」
顯然，中文網絡文學如今已經成為

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載體，但亦有聲音
認為當前出海的網絡文學多以 「霸總」
「修仙」 等為題材，似乎看起來 「格調

不高」 。
張頤武認為，提升網絡文學的品質

當然需要，事實上，當前中文網絡文學
已經在嚴肅文學方面有所發展，並已出

現了眾多的精品甚至經典著作；與此同
時，張頤武指出， 「保持網絡文學毛茸
茸、原生態的活力也非常重要，這是它
們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我們當然引導和
鼓勵優秀的作品，但是也要允許無害的
中性作品的存在，需要大量的像這樣平
庸的作品的存在，才會有優質的作品脫
穎而出。如此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生
態，才會有源源不斷的作品出來。底數
多了，更多的作品出來了，才有創意、
有創新，才能產生文化上有引領作用、
有代表性的作品越來越多。」

中國網絡文學熱潮席捲全球
微短劇反哺 AI翻譯技術破壁

網文作品數量：

3620萬部

數
讀
中國網絡文學

網絡文學IP市場規模：

2605億元人民幣

網絡文學作者規模：

2405萬人

網文用戶數量：

5.37億人

網文出海市場規模：

超過40億元人民幣

網絡文學閱讀市場規模：

404.3億元人民幣

海外網絡作家：

約41萬名

海外原創作品：

約62萬部

海外訪問用戶：

約2.3億

海外市場覆蓋：

全球逾200個國家及地區

伴隨微短劇和網絡文學出海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版權界定
問題。張頤武提到，目前內地在影視劇對網絡小說的版權方面機
制已經比較成熟，但微短劇版權問題複雜，需界定、確權和完善
法規。 「不管在海內外都需要完善版權保護，這對未來網絡文學
的發展非常重要。」 張頤武說， 「微短劇目前主要還是借助於網
文獲得靈感，有些時候就很難界定。它不是直接把一部小說搬過
來，而經常是借助這個類型所產生的很多靈感來重新創作，所以
版權問題就更複雜一些。」

▲中文網絡文學正在北
美、東南亞掀起 「網文熱
潮」 。

◀《詭秘之主》英文版
在WebNovel有近5000
萬的閱讀量。

▶熱播劇《慶餘
年》改編自作家
貓膩同名網絡小
說。

▲得益於中國手
機文化的普及，
網絡閱讀的需求
量非常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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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尋龍訣》改
編自天下霸唱小說
《鬼吹燈》系列。

網文短劇
出海版權界定難

【大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轄下藝術推廣辦事處與深圳市前沿
藝穗藝術中心共同籌劃的大灣區藝術展覽
系列 「水墨異重奏」 首場專題展覽 「墨境
衣香」 ，現正在深圳光明文化藝術中心舉
行。展覽展出香港藝術家馮永基的水墨作
品，和深圳藝術家邢莉莉以傳統絲織品香
雲紗設計而成的服裝作品，展開一場跨媒
介與地域的藝術對話。展覽免費入場，展
期至6月9日。

藝術推廣辦事處與深圳市前沿藝穗
藝術中心於2024年起，共同籌劃大灣區
藝術展覽系列 「水墨異重奏」 ，由兩位
客席策展人高少康和朱德才，在深圳、
廣州、佛山及東莞四個大灣區城市策劃
五場展覽。香港藝術家以水墨為主題或
創作載體，其他大灣區藝術家則透過多
元媒介進行回應，形成深度的藝術對
話，共同展現當代藝術的探索成果及創
新發展。

在今次深圳舉行的展覽中，香港水墨

藝術家兼建築師馮永基，將水墨藝術融入
空間，展現出獨特的美學。他的水墨作品
如《五嶽》《山外有山》《五嶽歸來不看
山》，以及根據其同名水墨畫重製而成的
動畫《千秋》等，不僅展現了祖國山河的
壯麗景色，同時表達藝術家豁達遠大的心
境和樸實生活態度。而《萬語千言》水墨
系列，則以條碼和圖章創作，組成如同花
朵盛放的情景，象徵他與自己出生地香港

之間的連繫和深厚情感。
馮永基的作品《呼吸》和《生命》系

列是他對生命的深刻反思，以筆觸描繪環
境變遷，將生態失衡的壓迫感具象化，顯
露他對自然環境的擔憂。展覽中亦展出一
套以《呼吸》系列畫作為靈感的西式餐具
套裝，將水墨流動之美呈現在日常器皿之
上。

來自深圳的邢莉莉，致力傳承及推動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香雲紗染整技
藝」 。她以香雲紗結合當代時尚，將詩詞
意境、書法韻律融入服裝設計系列作品
《書卷》《雅林》《不覊》《聽琴》《香
雲墨痕》中，打造出可穿着的水墨詩意。
邢莉莉在最新的《千秋》服裝設計系列
中，以馮永基的水墨畫作《千秋》的東方
山水意境為靈感，將傳統水墨的 「三遠
法」 融入現代時裝。

「水墨異重奏」首場專題展深圳舉行

展訊

「水墨異重奏」
─ 「墨境衣香」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6月9日

地點：深圳光明文化藝術
中心美術館5樓展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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