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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學3.0時代的作品有怎樣的
特點？上海網絡作協會長劉煒

（血紅）表示，如今網絡小說世界的
結構更加多元，角色形象生動、個性
複雜，行為軌跡多變。網絡文學的
敘事方式正從單一化走向複雜化、
網絡化、立體化，精品作品的數量
也在不斷增加，「與過去幾年相
比，現在受歡迎的網絡文學素材已
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因此，我相信
網絡文學的題材和主題每 3至 5年
就會經歷一次重大的更新和迭代，
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網絡文學
中將誕生真正的經典之作。」

拓展網絡文學邊界
出生於1999年的江蘇網絡作協副主席王懷譽（三九音域）是番茄小

說網作家，以《超能：我有一面復刻鏡》《我在精神病院學斬神》
《我不是戲神》等代表作深受網友的喜愛，曾入選2021年度「中國網
絡文學影響力榜」新人榜。從小就浸淫在網絡文學中，王懷譽認為網
絡文學所提供的「爽感」早已經不是最初「打怪升級」的「小爽」，
而是關係到人類文明進程的「大爽」，「既要有足夠的腦洞，還要有
足夠的代入感，更要有獨特的世界觀。」
河北網絡作協主席崔浩（何常在）則認為，網絡文學3.0時代的創
作變化趨勢正反映出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在他看來，不同時期出來
的爆款產品，它所代表的思想和當時的環境是契合的。它代表了當
下閱讀這些作品的年輕人的所思所想和心理變化，同時也影射了社
會對這些年輕人的影響，這些作品正是契合了他們的心境。「網絡文
學要直面市場，直面讀者，更要直面時代，要體現整個社會心態的變
化。」
作為網絡文學領域的70後，江蘇網絡作協副主席劉曄（驍騎校）更
是開玩笑地說道，自己已經是網絡文學行業的「老作家」了，自己現
在創作的作品無論是形式、內容還是篇幅，都已經與10年前有很大的
不同，這一切都離不開對自己的「倒逼」，並開闢出一條新賽道——
「精品短篇」，「大家都一直在嘗試拓展網絡文學的邊界，打破傳統
文學與網絡文學的界限，未來的大趨勢將沒有所謂傳統文學與網絡文
學之分。」

跨界融合 全球「開花」
「中國的網絡文學已經在海外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生態。這不僅是
完成從文本向行業的轉變，更是將一種文化生態傳播至全球各地。」

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主任何弘表示，近
年來，中國網絡文學在海外的落地進程加
快，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全球影響力。
「我們成為文化的引領者，建立了一個
新的學習樣式，吸引海外作者以中國文化
元素創作，也吸引世界各地廣泛去模仿中
國的網絡生態。」何弘談道，中國網絡文
學IP成為文化資源，帶動了優秀的影視劇
向海外傳播，形成了傳播熱點。中國網絡
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推動了中國文學
和文化現象在世界範圍內扎根。中國網絡
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策略包括自發翻譯
和推廣，以及針對不同地區讀者受眾的文
本深度調整。例如，中國作協面向海外Z

世代開展的「網絡文學國際傳播項目」遴選了《雪中悍刀行》《羋月
傳》《萬相之王》《壞小孩》四部作品，向不同語種的地區推廣。這
些作品在海外點擊量大，成為文化熱點，吸引了大量粉絲。
何弘介紹說，今年中國網絡文學傳播項目推出了6位作家的作品給
海外讀者，以擴大中國網絡文學的海外認知度。同時，通過翻譯推廣
和作家本人的推廣，希望吸引更多海外讀者。「在傳播過程中，有一
些意外的收穫。包括海外讀者對中國網絡文學作品的廣泛興趣，以及
在東南亞和西亞地區的大量受眾。這表明，只要找準定位和把握特
點，中國網絡文學作品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讀者。」
中國傳媒大學動畫與數字藝術學院院長王雷說，網絡文學與遊戲、
動漫等其他ACGN領域的結合，可以形成多形態的作品，增強IP的影
響力，跨界打造超級IP的模式，可以維持數十年，影響幾代人。談及
中國網絡文學產業的發展，王雷認為，下一步的重點應該是跨界打造
類似《星球大戰》這樣的中國超級IP。目前，中國在文化出海方面有
兩種方式：局部出海和整體出海。局部出海指的是網絡小說直接出
海，而整體出海則是將網絡小說改編成其他形式，如動畫片等。儘管
中國有一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超級IP，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大
聖歸來》《黑神話：悟空》等，但這些並非由當代人創造。因此，
能否創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超級IP，實現跨界融合，是中國網絡文
學產業發展的關鍵。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李瑋則稱，無論是網文IP的國際傳播還

是網文業態被其他國家借鑒和學習，都表明中國網絡文學IP具有世
界性的影響力。當下，網文IP融合發展將更充分地挖掘中國網文原
創內容優勢，並將內容創新推進到業態創新、產業鏈創新。這種創
新必將成為文化強國的重要力量，凝聚為文化繁榮和文化產業發展
的「中國經驗」，也將為參與或引領世界文化產業繁榮和人類文明
進步貢獻力量。

中國網絡文學發展近20年，網

絡文學呈現出哪些新特點？由中

國作家協會主辦的「2024中國網

絡文學論壇」早前於河南鄭州開

幕，與會的專家學者、網文大咖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網絡文學已經從自主生長階

段、有序發展階段進入到新的融

合發展階段。在網絡文學3.0時

代，網絡文學的創作主題不僅迅

速更新迭代，小說世界結構更複

雜多元，精品作品不斷增加，網

絡文學IP融合發展亦帶來改編短

劇、動漫、遊戲等跨界出圈，更

激發了大量海外創作者以中國元

素為靈感進行創作，並在海外催

生出一種全新的網絡文學生態。

正如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

書記胡邦勝所說：「網絡文學界

正在成為文化強國建設的生力

軍。」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文學少年」挺進網絡文壇。當下網
絡文學作家陣營已經呈現出70後、80
後、90 後、00 後「四代同屏」的格
局，而90後、Z世代，特別是00後作
家正逐漸成為網絡文學創作的中堅力
量，為網絡文學發展注入新鮮血液。與
會的網文大咖亦紛紛寄語年輕人，勇於
下筆，努力勤奮，爭取做文化強國建設
生力軍中的一員。
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志雄認為，
當下中國網絡文學整體上的創作水平
在不斷提高。一些 95 後、00 後的作
家不斷湧現出來，他們的創作既繼承
了網絡小說「好看」的特點，同時在
故事架構、立意以及細節的處理上又
有自己新的東西，總的來說是在進步
和提高的。
番茄小說總編輯謝思鵬表示，番茄小

說作為內地頭部的綜合閱讀平台，非常

注重內容生態建設，挖掘、培育優秀新
人作家，加大扶持原創精品內容的力
度。持續通過平台扶持，引導優質內容
生產。今年，番茄小說上線了面向長篇
優質作品的「乘風計劃」和「攬星計
劃」，面向短篇作者的「靈思計劃」和
面向長篇頭部作品的「皓月計劃」等
10餘個扶持計劃，對全站32個分類的
作者發放了超5,000萬元的額外獎金。

針對平台優秀的年輕作家，開設了豐富
的線下和線上培訓。去年7月至今，番
茄小說先後舉辦了3屆網絡作家高級研
修班。此外，線上還推出番茄作家課
堂，經過4年多的積累，目前作家課堂
上線了近百期培訓課程，超百萬名新人
作者自主學習，獲得提升。
浙江網絡作協副主席蔣達理（蔣離

子）則認為，想要從事網文創作除了對
寫作天分有一定要求，對創作的勤奮程
度也有要求，因為要求每天都得更新，
「我如果寫了第一章，就至少要把這個
作品完成。如果沒有這個恒心的話，我
覺得也挺難的。」
而周志雄則建議，一旦寫作形成了自

己和讀者都熟悉的固定模式，就需要不
斷學習、與時俱進，深入到生活中尋找
故事的原型、體會人生的百態，不斷突
破自我。

此次論壇上，AI寫作
對網絡文學的衝擊與影
響亦成為與會嘉賓討論
的熱門話題。茅盾文學
獎獲得者、北京作協副
主席喬葉認為，平庸的
作品才可能被AI替代，
AI並不會對有質量的寫
作產生多大的威脅，
「我們可以對新事物抱
有好奇心、求知慾，但

是也不要太過於大驚小怪。總有一些東西是恒定的、共
通的，文學歸根結底是人學，而人性是基本恒定不變
的，這也決定了文學不會有本質性的變化。」
「AI的模仿能力越強，對寫作者的要求會越高，在這
樣的前提下，寫作者的創造性會顯得愈加珍貴。」喬葉
說，寫作者們怎麼理解、體驗、表達自己的「一手生
活」，怎樣將各種學習成果應用於創作中，如何讓小號
的「我」擴張成長為大號的「我」，並最終形成獨具個
性的創作成果，可能會是一條特別漫長的道路。「寫作
是一門修行，作為寫作者，我們需要向生活學習、向傳
統學習、向人民學習，把自我變得更加強大，努力向下
扎根、向上生長，只有根扎得足夠深，才能向上生長得
足夠高。」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李瑋則認為，應該
正視AI對網絡文學創作和傳播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她認
為，AI生成內容儘管無法代替原創作品，但其在下游產
業鏈轉化方面卻提供了便利，如一鍵生成圖片和視頻。
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南大學教授歐陽
友權則呼籲要積極擁抱人工智能。他認為，人工智能或
將成為攪動網絡文壇的一條「技術鯰魚」。迄今為止，
人工智能創作還沒有特別成功的案例，同時也應看到數
字化的轉型、信息化的賦能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工智
能文學與網絡文學合二為一，或將是文學發展的一個方
向，人工智能被用於文學創作，應積極地擁抱它，而不
是漠視它，更不能排斥它。

鄭州、河南網

絡文學的創作活

動異常活躍，孕育出了一大批優

秀網絡作家，形成一股重要的文

學力量，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

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早前公布的

第十七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

工程」獎中，河南省網絡文學學

會副會長甘海晶（麥蘇）執筆的

《陶三圓的春夏秋冬》榮獲優秀

作品獎，該作品聚焦河南嵩山腳下桃源村的七年巨變，通過三代

村民接力脫貧致富的故事，展現了「中原第一村」的創業歷程。

以麥蘇等為代表，一大批來自鄭州、河南，扎根鄭州、河南的優

秀網絡作家，正在以新的形態和更加年輕化的敘事講好鄭州故

事、河南故事、中國故事。

數據顯示，河南網文作家數量佔全國第二位，其中會說話的

肘子、舞清影、安向暖等著名網文作家均來自河南。上海網絡

作協會長劉煒（血紅）表示：「河南的網絡文學作家影響力

大，作品表現優秀。河南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為網絡文學創作

提供了大量素材，如古代名人的故事和歷史文物等，是網絡文

學創作的寶貴資源。」他感慨道，「我非常羨慕河南這樣擁有

豐富歷史底蘊的省份。此外，眾多古代名人的生平事跡和傳奇

故事，都為網絡文學的新一代創作

者提供了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

麥蘇認為，網絡文學作家們應更

加注重作品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價

值。她強調，網絡文學不應僅僅停

留在娛樂層面，更應該承載起傳承

文化、啟迪思想的使命。她鼓勵作

家們深入挖掘河南乃至中國的傳統

文化資源，將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

轉化為網絡文學創作的靈感和素

材，創作出更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蘊

和時代精神的作品。

網文新生力量崛起 平台扶持前輩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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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網文作家數量全國第二

●●「「20242024中國網絡文學論壇中國網絡文學論壇」」匯聚多位業內專家學者及網文大咖匯聚多位業內專家學者及網文大咖。。

●河南省網絡文學學會副會
長甘海晶（麥蘇）

●番茄小說總編輯謝思鵬

●北京作協副主席喬葉

●●《《陶三圓的春夏秋冬陶三圓的春夏秋冬》》

話你知

●●上海網絡作協會上海網絡作協會
長劉煒長劉煒（（血紅血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