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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兰德华

热播剧《庆余年》第二季收官。剧集热

播，带动衍生卡牌、盲盒、小程序游戏等走

红。同时，该剧通过迪士尼流媒体平台首次

在海外同步上线，海内外同步热播。“庆余年”

系列作为业界大 IP，成为中国网文出海的典

型样本。

跻身“世界四大文化现象”

“我最喜欢的中国网络小说是《全职高

手》，直率、正直的人物让人印象深刻。”大约

10年前开始读网文的 80后加拿大作家青玄，

是用中国网文的叙事模式写西方幻想故事的

网文作家。

“我创作的第一个故事是都市奇幻小

说，其中有传统修真小说的情节。”说起网文

类型和技法，他如数家珍。

“我读的第一本中文网络小说是‘赘婿’

主题的。”加纳网文作家光荣之鹰，今年 35

岁。她说，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不仅找到

了爱好，还靠网络写作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

生活。

加拿大 00 后网文作家贾伦还在上学。

写网文 6 个月，他就凭作品《最强刺客转生

异世界》一书“封神”。“网络文学世界真的

很酷。”

2005 年，网络文学开启外文出版授权。

2017年 5月，起点国际上线，对中国网文进行

规模化翻译。2020 年，阅文集团在首届上海

国际网络文学周上发布全球内容生态开放平

台……20 年间，网文出海经历出版授权、翻

译出海、模式出海后，已进入“全球共创 IP”

新阶段。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2022 中国网络文

学蓝皮书》显示，截至 2022年，中国网络文学

共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 16000 余部。其中，

实体书授权超 5000部，上线翻译作品 9000余

部。海外用户超 1.5亿人，覆盖 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据《2023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

告》显示，海外网络作家覆盖全球 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此外，据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3年底，起点国际已培养海外网络作家约41

万名，推出海外原创作品约62万部。《许你万丈

光芒好》《抱歉我拿的是女主剧本》《天道图书

馆》等9部翻译到海外的作品阅读量破亿，《许

你万丈光芒好》以超4.5亿的阅读量夺魁。

中国网络文学，如今已与美国好莱坞电

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称“世界四大文

化现象”。

“直给式叙事”的魔力

2014 年，美籍华裔赖静平根据我吃西红

柿的玄幻小说《盘龙》创立“武侠世界”网文

翻译网站，被业内认为是网文出海的一个重

要事件。

如今，仙侠、玄幻、科幻、言情、奇幻、都市

等多类型的中国网络文学，赢得国际读者广

泛喜爱。网文出海的流量密码何在？

“情节的戏剧性与转折让我目不暇接，佩

服中国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光荣之鹰认为，

“中国网络文学在制造和解决冲突方面有着

丰富而独特的能力。”

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起点中文网长约

作家一梦黄粱看来，中国网文胜在题材与叙

事方式上对世界幻想文学的颠覆。“题材上，

西幻（西方幻想文学）主要集中于恶龙、女巫、

骑士、魔法等，比较单一。”东方式仙侠世界给

世界读者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在脑洞方

面，对西幻是降维打击。”

一梦黄粱分析，我们的人物设定与快节奏

的叙事技巧，是典型的“反好莱坞式叙事”。在

人物设定上，好莱坞式主角都有一个蜕变过

程。“在拯救世界之前，主角总会先经历各种障

碍和困难。我们大男主、大女主，天然很强，全

程无敌状态。”他说，在节奏上，好莱坞式在高

潮前有大量铺垫，网文叙事则直给。“因为网文

都是边写边更，这就要要保证每一章都有读者

想看的内容，都有高潮和爽点。”

一梦黄粱的作品较早被翻译到海外。

“在外国读者留言中了解到，书中穿插的大

量中国节日、习俗等，引起他们极大兴趣。”

一梦黄粱说，“以仙侠小说为例，仙人、金丹

期、元婴期等，在英语世界出现了很多对应

新词汇。”

“渴望英雄、积极向上、战胜困难、拯救世

界等，不同文化背景读者对主人公身上这些

特质的期待，是相通的。”一梦黄粱说。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崛起与AI新风口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

员孙佳山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网文出海

是我们通俗类型流行文化在世界舞台影响

力越来越大的缩影，是大的历史进程的生动

体现。

“网文、网游、网剧，呈现出此起彼伏浪潮

式的发展，和所有中国通俗类型流行文化一

样，是对世界流行文化版图的补充和完善。”

他认为，尤其是网文 IP，像《庆余年》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结合，将很

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内核、价值观等，

通过网文这种更生动、更通俗的方式，实现了

有效传播。

在孙佳山看来，不仅是网络文学，包括网

剧、网游等，作为一个产业矩阵，其在海外影

响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文化软实力、国家形象

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著名网络文学作家韩路荣向《工人日报》

记者表示，网文出海呈现四大趋势：首先是

AI（人工智能）翻译，加速了网文“一键出海”

的可能。其次是全球共创，海外网文规模化

发展。第三是社交共读，好故事引领文化交

流。第四是产业融合，打造全球性 IP 生态。

“特别是 AI 的发展，是网络文学出海的重大

利好。”韩路荣说。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23 年，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

近 13万亿元。同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发布《2023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

告》显示，2023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市场

规模超 40亿元。

“网络文学产业在整个文化产业里占比

其实还非常小。”关于网文出海，孙佳山认

为，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谈及未来发展，他

提醒，网文出海今后要更加注重本地化。“随

着文化走出去和国际传播深化，深层问题会

逐渐暴露，特别是涉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

习俗等，要充分注意和重视。”

邓崎凡

在北京，端午节可没有南方那么热闹，

除了吃粽子，我最大的“节日感”来自隔着屏

幕羡慕南方热火朝天的龙舟比赛。

新闻里说，在南方，一些出门在外的年轻

人到了这个时候，要赶回来参赛。因为从小

到大，赛龙舟都是关系到地方荣誉的大事，到

了他们这一代，自然也义不容辞。去年，我贵

州一处偏僻山区采访，那里的人们多是明朝

屯军的后裔，十里八乡都保留着端午赛龙舟

的传统，他们也把这看成是一件大事，村里的

年轻人会早早地为这天的比赛做好准备。

据说，赛龙舟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

代。2011 年 5 月 23 日，赛龙舟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几千年的习俗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生

活里，这是岁月的选择，也是时代的传承，更

是非遗最好的存在方式。

每年 6月的第二个周六是我国的“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是 6 月 8 日，正好在端午节小长假之中。

各省（区、市）在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

后将举办包括划龙舟在内的 12614 项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其中线下活动 9642项。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大国，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

遗名录体系，共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

余项。同时，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此外，我国还有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9万

余名。这些年来，国家从制度和执行层面都

加大了对非遗的保护。中央财政更按照每

人每年 2万元的标准，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予以补助。从 2022 年开始，对传承

活动评估结果为优秀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增加了 5000元补助经费。

虽然不少非遗项目仍然像赛龙舟一样

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但也有不少非遗与现代

生活有一定距离，导致那些曾经在历史烟火

中生机勃勃的项目面临着断档、甚至被历史

烟尘埋没的危险。

非遗魅力源于悠久历史，生命力则在于

传承创新。让非遗融入日常生活，在烟火中

延续，是让他们永葆活力的“源动力”。

90 后姑娘李孟远 2019 年留学回来后，

和另外两个 90后小伙伴一起创立了一家以

传统服饰制作为主的公司。在设计制作过

程中，他们通过深入非遗项目所在地，拜访

云锦、苏绣、蜀绣、羌绣传承人，邀请材料和

纺织学专家协助参与非遗工艺创新研发，将

传统工艺和传统服饰结合，主打的“马面裙”

踩中了年轻消费者的时尚节拍，大受欢迎。

非遗产生自历史上先民火热的生活中，

与我们的文化基因能够同频共振，一旦找到

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一定可以再次焕发光

彩。这些年来，从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到利用非遗资源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创设

计，再到建设非遗特色景区，一个又一个非

遗在当代生活中焕发生机。

非遗在烟火中，历史上如此，当下更当

如此。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非遗工艺

品借助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当非遗美食制

作技艺成为年轻人热捧的下厨参考，当非遗

戏曲融合流行音乐获得更多人的青睐，非遗

里那些厚重的文化资源将滋养当下人们的

精神生活。

非遗当在烟火中非遗当在烟火中

阅 读 提 示
网络文学以其瑰丽的想象、精彩的

故事、强烈的代入感与节奏感，让这一具

有中国叙事特点的文学类型，在世界散

发神奇魅力。

海外用户超 1.5 亿人，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网文世界“圈粉”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 刘金梦）“那封珍藏了 40 年的信，

虽有不舍，但终于还是在今天下午捐赠出去啦！”不久前，微信

朋友圈发出这段话后，王伟一下收到了几百位微友的点赞和

留言。

日前，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博物馆接收藏品捐赠仪式。

王伟向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捐赠了这封自己珍藏了 40 年的

钱钟书信札。

王伟系《工人日报》江苏记者站站长，1981年至 1988年在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他珍藏的那封信，是 1984 年 9 月

18 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先生给他的回信。

“这 40年，迁居搬家 9次，每次我都小心翼翼带着那封信，唯恐

丢失！”王伟说道。

钱钟书先生在信中回答了王伟阅读小说《围城》过程中遇

到的两个问题。王伟说，钱先生的回信，“不仅影响了我的学

习取向，甚至影响了我的职业和人生态度。

王伟告诉记者，透过一封信，或许可以想见当年高校学子

孜孜以求学习报国朝气蓬勃的景象，还有著名学者爱惜晚辈

不吝赐教的大师风范。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红梅说，这封书信具有

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它既是钱钟书

先生潜心治学、提携后辈的史料证明，又是南师大文学院学

子孜孜以求的求学精神的证明。

本报记者王伟向母校
捐赠钱钟书信札

农历五月初一，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
东港河道中，数十艘龙舟穿梭竞渡。

黄梅龙舟划手全部采取站姿，且龙舟
规模较大，每艘可容80至120人不等，最
大的一艘龙舟可容纳近200人。据介绍，
这一习俗源自元末明初，朱元璋为准备和

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在当地训练水军，站
姿可以保证随时能够投入战斗。

当地文旅部门统计，今年端午节期
间，将有 183 条龙舟，近 16000 名划手在
全县各地自发参加划龙舟展演活动。

郑鉴峰 文 徐家平 摄

感受自然乐章

日前，在正式揭牌一周年之际，国家自然博物
馆主办的“自然乐章——国家自然博物馆 2022-
2023年新增馆藏精品展”开展。

该展览从过去两年已征集的4万余件展藏品
中，精心遴选出209件标本与观众见面，其中绝大
多数是首次展出。展览由10个单元组成，内容涵
盖了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展陈所涉及的 10个学
科方向和重点收藏门类，各单元之间彼此关联，相
互效应，共同奏响大自然的和美乐章。

据了解，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为1951年4月
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

“北京自然博物馆”，2023年1月更名为“国家自然
博物馆”，于当年6月5日正式揭牌。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信札封面

纪录电影《再会长江》在京首映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我对长江有着‘家人’一般的感

情。”在 6月 5日举行的纪录电影《再会长江》北京首映礼上，日

本导演竹内亮说，“如果说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的话，因为我

是中国女婿，所以她应该就是我的‘岳母河’。”

这是竹内亮导演又一次将镜头对准长江。十多年前，他

曾拍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但在纪录片的拍摄中，竹

内亮留下了一个遗憾——未能拍摄到“长江源头的第一滴

水”。此后，迁居中国南京的他决定弥补这一遗憾，于 2021年

再次踏上了长江之旅。

6300 多公里的旅途中，从三峡的货船船长江师傅，到泸

沽湖畔的摩梭姑娘，再到香格里拉的藏族女孩茨姆，拍摄团队

沿途走访了《长江天地大纪行》纪录片里的几位“主人公”，通

过不断深入的拍摄与采访，展现了长江沿岸十多年间的巨大

变化和进步，也用镜头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中国。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为影片点赞，“长江作为中

华文明的摇篮，见证了民族的兴衰、荣辱和起落沉浮，有说不

完的历史和道不尽的故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竹内亮先生

用心、用情拍摄长江，不仅呈现出长江秀美壮阔的风景图画，

挖掘出长江的人文价值，还让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看到了更

鲜活、真实的中国。”

在园林里体验一场《戏韵端阳》
本报讯（记者苏墨）端阳佳节，如诗似画，正是万物生

发，祈福怀古之季。6 月 10 日农历五月初五，中央广播电视

总 台 戏 曲 频 道 CCTV-11 将 推 出 端 午 特 别 节 目《戏 韵 端

阳》，与观众相约北京世园公园，品戏曲，赏芳菲，做游艺，共

品端阳。

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名家以及总台首届“青京会”的京剧

翘楚，在亭台楼阁间风雅唱和，与绿荫芳菲交相成趣。京剧、

昆曲、秦腔、越剧，楚风之舞……演员们的精湛表演，为节日增

添了浓厚的戏韵清响。

此外，节目还邀请到 CGTN 的嘉宾和来自马达加斯加、

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们，亲身体验中国传统端午民俗，同

时他们也将自己国家的文化带到了中国，增进彼此之间的交

流互鉴。

端午节的另一层意义与爱国情怀紧密相连，诗人屈原忧

国忧民、卓绝一世、以身殉国被看作端午的由来之一。“五音纷

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京剧名家张建峰带来的京韵朗诵《九

歌》，将屈原的爱国情怀和京韵诗歌相结合，体现了屈原的崇

高品德。

此外，在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中获得了“最佳表

演演员”的 6位青年翘楚也将浓墨重彩，于声声皮黄中送上节

日祝福，展现青春风采。

云南:毕业生优秀作品公展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近日，“昌美逐真——云南大学昌

新国际艺术学院 2024 届毕业作品展”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

455件毕业生优秀作品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该院院长周昌新

表示，毕业作品展面向社会，不仅希望各界人士能够来检验教

学成果，也希望学生创作的作品能够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美

化人的作用，让艺术作品更有意义。

据了解，此次毕业作品展包括绘画作品 338件、书法作品

7件，设计作品 110件。这些作品涵盖了本科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瓷画 5 个专业方向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以及研究

生书法、中国画、油画、瓷画四个美术专业和环境艺术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舞台美术服装设计四个设计

专业，艺术门类齐全，作品琳琅满目。

记者采访发现，此次展览紧跟数字媒体艺术前沿的最新

技术。云南大学昌新国际艺术学院数字艺术学科带头人肖永

亮说：“在艺术领域里面，学生的创作和探索能够不断地丰富

人工智能的一个内涵，也在为人工智能打下基础，助推人工智

能的发展。”他表示，此次展览的作品在艺术数字领域涉及数

字影像、游戏交互、沉浸式体验等，学生都各自做了一些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