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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传播的特性并不会成为艺术追求的“绊脚石”，关键在于创作者要努力挖掘网络

文学叙事背后的美学风格，让“下里巴人”也沾上艺术的强大伟力

春回大地，万物萌动，各地马拉松赛事纷至

沓来。与众多长跑爱好者一样，朋友大勇也开

始积极报名备战；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一名

陪跑员，也就是陪伴视障选手一起参赛的志愿

者。作为一名资深跑者，大勇已经参加过多场

全马。他告诉我，自己仅仅单独跑过一场比赛，

后面的全马都是陪伴视障跑者一起完成的。

这让我不由想起我们共同经历的那场赛事，让

我对跑步的意义有了重新认识。

那是在一座南方城市举办的马拉松比赛，

伴随着绵绵细雨，近 4 万名长跑爱好者穿行在

都市森林中。烟雨氤氲，跃动的身影如彩色画

笔点缀着美丽的江城。大勇和他的搭档晓敏跑

在队伍中，两人通过手上的一根牵引绳指引方

向。其他两名领跑员和伴跑员一前一后把他们

夹在中间，负责安全保障。晓敏是位视障选手，

白天只能感受到外界微弱的光。和跑步结缘是

在一次公益活动中，志愿者拉着晓敏一起结伴

跑，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公里，但却让平时窝在家

里不敢出门的晓敏体验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

之后，她的生活完全被跑步占据。在经历了无

数次摸索、跌倒、爬起后，凭借顽强的信念，晓敏

如愿站在马拉松的起跑线上。“每个人注定要靠

自己才能完成人生的长跑，你不迈出第一步，怎

么知道离梦想有多接近呢？我看不见赛道，但

我看得见自己的梦想！”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晓敏始终对一路相伴的志愿者心存感激：

“他们平时的配速都很快，但为了迁就我的节

奏，甘愿放弃创造好成绩。”大勇笑着说，成绩仅

仅是数字，并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这段路程

是如何跑过来的。

此时，雨越下越大。道路两旁，啦啦队员加

油声此起彼伏。大勇牵着晓敏，在湿滑路面上

步履蹒跚。连接两人的那根陪跑绳，散发着光

彩，像穿透夜空的灯塔，绚烂夺目。他们不时用

手臂拂去脸庞的雨水和汗水，小心翼翼避让着

积水洼坑。风雨中那倔强不屈的身影，在人群

中时隐时现，不知给了我们这些参赛者多少前

行的勇气和动力。

气温越来越低，场边志愿者及时发放雨衣

和姜汤，场外观众为选手欢呼喝彩，医护人员从

身旁飞奔而过……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这

座城市的善意和温暖。其实，他们也在用另外

一种方式奔跑，追寻属于自己的那面人生奖

牌。在 35 公里附近，许多选手开始加快步伐，

追求更好的成绩；而另外一些人却放缓了脚步，

用快走代替慢跑。大家谈笑风生，相互分享着

一路的艰辛和喜悦。有位跑者一边拍摄短视频

一边说：“参与比赛就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跑

得太快，或许会错过路边的风景！”对他们来说，

超越自己比战胜别人更加重要。

终点处，那首《怒放的生命》在广场上空激

扬回荡，完赛选手们纷纷拥抱祝贺。人群中，大

勇和晓敏他们正在拍照合影，留下人生的精彩

瞬间。大家手举奖牌，被雨水汗水泪水洗涤过

的笑脸灿烂如花。晓敏旁边，一位志愿者举着

印有陪跑字样的号码布兴奋地说，他第一次作

为志愿者跑完全程，这块号码布是他收获的分

量最重的一块奖牌，会永远珍藏。

其实，无论大勇、晓敏、志愿者、完赛者，或

者未完赛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生活

的强者。他们用脚步为人生赛道涂抹着斑斓的

色彩，用一次次酣畅淋漓的奔跑笑对生活的磨

难和羁绊。风雨中，他们拼尽全力，艰难前行，

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生命的欢腾绽放。

近日，在谈到“短视频崛起是否会对网
络文学市场产生影响”的问题时，阅文集团
联席 CEO 吴文辉表示，从网络文学整体的
行业数据来看，用户在线阅读时间一直呈
现增长趋势，并未受到冲击。“无论是短视
频还是阅读，都是内容呈现的一种形式和
表达载体。从根本上来说，对用户的吸引
力来自于内容的丰富性和优质性，从这一
点而言，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作品储备
庞大，优质作品层出不穷，对用户有着持久
吸引力。”吴文辉的话表明，网络文学的生
命力似乎看起来依旧十分强劲。

缘何如此？这，恐怕要追溯到网络文
学的本质。为解除疑惑，经济日报记者近
日采访了多位相关人士，试图一睹网络文
学璀璨星空背后的逻辑轨道。

“下里巴人”沾艺术

我国网络文学市场有一个明显的特
征：商业化思维纵贯其中。“如今，线上的网
络文学网站会通过签约驻站作者、付费阅
读、用户打赏等方式维护作者群并促进创
作者写作。在线下，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
也在尝试孵化和培育网络文学的创作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王
青亦的一番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网络文
学的商业基因与生俱来。

这样，问题就来了：有种传统观念认
为，掺杂商业元素的文学会失去独立性，艺

术指数低，难以受到尊重，只有远离“铜臭”
的纯文学才是真艺术。倘若照此逻辑，自
带商业基因的网络文学究竟算不算文学
呢？它和纯文学又有何区别？

“当然算。文学在于自身的质量、感染
力和社会影响，不在于发表的平台。”在复
旦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教授王毅眼中，纯文学先是一个要
与通俗文学划清界限的“强调”，现在又是
一个要与网络文学拉开距离的“概念”。它
意在展现、强调、维护文学的某种质量，主
要是思考上的探索与深度，艺术上的不苟
且不注水与创新。“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
网络文学的确是颇差成色。”王毅说。

可见，在文学殿堂里，网络文学尽管有
一席之地，但由于质量把控不如纯文学那
般严谨、进入门槛偏低，从而地位并不是特
别高，显得有些“下里巴人”。

不过，有趣的是，“下里巴人”的读者群
却又多又广，远胜那些以小众化、精英化

“自居”的阳春白雪类文学作品。这就顺理
成章地又引发了一个疑问：在网络文学的
需求端，消费者是否不太偏好作品的艺术
高度，只遵循故事的可读性？

答案是否定的。“我曾经完整读过一部
网络文学长篇《宰执天下》，写一个现代人
穿越到北宋，在形象、情感、想象能力和语
言质量方面都不差，再加上作者对北宋历
史及其细节的稔熟，如果在篇幅上精炼浓
缩一下，会是很好的纯文学长篇。”王毅的
看法说明了两点：首先，在网络文学领域，

需求端的喜好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在供给端，也就是网络文学作家本身；
其次，网络传播的特性并不会成为艺术追
求的“绊脚石”，关键在于创作者要努力挖
掘网络文学叙事背后的美学风格，让“下里
巴人”也沾上艺术的强大伟力。

“双效统一”靠实力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网络文学的经济
和社会“双效统一”状态？

“首要的，是保证创作者的积极性，加
强其作品的版权保护。只有巩固了保证创
作者生存的‘大后方’，才能进一步谈艺术
品质。”职业网络文学作家桑榆说。

记者了解到，很多网络文学作品一般
首发于网站，可“一键复制”，很多盗文网站
就将作者的文章盗过去，导致正版网站的
作者收益和读者流失。“更有许多直接做成
TXT 格式，一次性贩卖，以至于本该属于
作者的正当收益成为这些‘伸手党’赚钱的
利器。”桑榆说，她曾经就遇到过此类情况，
刚写的网络小说被盗文网站复制，如今这
篇小说的TXT格式“满网横行”。

桑榆认为，除了版权保护，网络文学还
需要加强监管。“许多‘三观’不太正的文章
确实影响着部分年纪比较小的读者。这是
非常需要注意的现象。”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国网络文学专项
整治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这一行业应努

力推动正版化，保障作者利益，鼓励其产出
更多优质内容，保证良性发展的可持续
性。”吴文辉说。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作者应努力提升
自身实力，加强文学修养，不断修炼创作能
力。“文学由四个特质构成：形象、情感、想
象能力与语言质量。绝大部分网络文学作
者，唯有理解肤浅且运作粗糙的想象，压倒
了其他三者。”王毅认为，有纯文学品位的
作者和读者不会因泛滥之作降低自身标
准，在阅读粗糙而“皱眉”的同时，也会欣喜
于其中偶现的精心之作。“而且，在当年和
现在大量纵情于网络写作的写手中，写作
本身将让一些人逐渐省悟并掌握文学本身
的内在特质，从而走上真正的文学之路。”
王毅说。

王青亦则认为，网络文学创作者需要具
备想象力、创造力、叙事力和持久力。“文学
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需要超出常人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这种力量需要叙事能力作
为技术支撑，后者必须经过学习和创作经验
的积累。网络文学的特点是必须要通过每
日更新吸引并维持受众的注意力，所以日日
新的持久力也很关键。”王青亦说。

“两栖并举”谋长远

未来，网络文学产业会如何发展？网
络文学作家又该如何选择呢？

吴文辉认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老百姓对文化产品质量的需求越来越
高，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前进会有
巨大的推动，网络文学的前景非常广阔。
另外，整个内容产业如今处于消费升级阶
段，网络文学日趋成熟化和精品化，会更多
地朝纵深发展；读者需求也变得日益多元化
和个性化，对精品的标准越来越高。

譬如，阅文集团未来会为网络文学创
作者提供专业系统的培训支持，包括系统
性的创作思维和创作技巧的指导等，以及
长期举办创作扶持活动和主题征文比赛，
选拔和鼓励精品创作，提升他们的创作能
力。“同时，在粉丝经营方面也会对作者进
行指导，如创作定位、与粉丝的沟通互动方
式，以及未来的规划等，编辑全程进行指导
规划，帮助作者塑造品牌，创造更多价值。”
吴文辉说，“2018年上半年，阅文集团将60
余部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权授予合作伙
伴，以供其改编成其他娱乐形式，并加大了
电视剧及网络剧投资力度。”

毋庸置疑，网络小说和影视的“联姻”，
未来将成为很多职业网络文学作家的第二
谋生手段或择业方向。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蓝白色”对记者表示，她之前一直撰写网
络小说，如今已经转向“两栖”发展，一方面
继续坚守小说“阵地”，一方面在从事影视
编剧的工作，努力在银幕上呈现自己的作
品。目前，她编剧的《恋恋不忘》《不得不
爱》等影视作品已播出。

“对于小说改编影视的问题，网络小说
跟传统纸质小说没有本质区别，还是遵循
基本创作规律：题材、人设、情节。好故事，
尤其适合影视改编的好故事还是第一要
素。未来，网络文学一定会越来越广袤繁
荣，给影视提供的素材就会越来越多，两者
之间的互动会越来越密集。”慈文传媒集团
副总裁、首席品牌官赵斌说。

一口述说千古事，双

手舞出百万兵。湖北云梦

皮影戏源于清中叶。前台

演唱、操纵，后台击乐伴奏，

轻装简从，俗称二人台，有

“戏剧轻骑”之称。

云梦皮影戏兴衰更

迭，绵延至今，仍有皮影戏

26台，演出长年不断，开创

了当代古老民间皮影艺术

演出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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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创作者“蓝白色”（左）在签名售书。梁剑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