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兵传奇》

20 岁的中国网络

文学正迎来成长的爆

发期 ， 但有数量缺精

品、 有故事缺思想、有

市场缺立场等问题，已

成为它发展的瓶颈。有

评论家提出，网络文学

作为通俗的大众文学，

是一个民族表达梦想

的方式，一个民族对自

我的抚慰 、 激励和想

象，包含着一个民族对

自我对世界的期待和

见证 。 从这个意义上

说，网络文学对于民族

精神的健康强健负有

重大责任

论坛观点摘编
■真正衡量网络文学价值的不仅

仅是庞大数字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评论家）

每次参加网络文学界的大会都能

看到一串铺天盖地的庞大数字。 当然

这些数字很重要， 体现了中国网络文

学 20 年来的发展 。 但要走得长远 ，

归根结底还要回到质量上。 真正衡量

网络文学价值的不仅仅是数字， 而是

到底提供了多少真正的精品力作。

网络文学作为通俗的大众文学，

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它是一个民族

表达梦想的方式， 一个民族对自我的

抚慰、 激励和想象， 包含着一个民族

对自我对世界的期待和见证。 从这个

意义上说， 网络文学对于民族精神的

健康强健负有重大责任。 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于网络文学来说， 是艺术

本质的内部要求， 网络文学从业者要具

备思想自觉和艺术自觉， 推出更多健康

优质的网文作品。

■优秀网文作品能传递积极的正能
量价值

吴文辉 （阅文集团联席 CEO）

网络文学对 IP 文化价值构建有着

重要作用， 优秀的网文作品能向社会传

递积极的正能量价值。

新兴文化是年轻人价值的情绪表达

产物， 有鲜活文化生命力， 也提供了喜

闻乐见的书写方式。 网络文学既有新兴

文化的创新因子， 也能从传统文化积淀

的民族基因和文化烙印中寻求灵感， 挖

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正向价值， 构

建属于中国的 IP 文化价值体系。 从现

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中汲取正能量， 也是

网文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 一

批书写职场奋斗 、 子女教育 、 历史变

迁、 家国情怀的佳作出现， 丰富了网文

面貌， 推动了 IP 优质改编。

■网文需具备更宽的视野、 更大的
格局

唐欣恬 （网络文学作家 、 电视剧

《裸婚时代》 原著作者）

20 年间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 ，

它的独特魅力在于， 作者与读者能及时

互动， 以及阅读的便捷与自由。

眼下， 不少网文小说取材现实、 关

注现实、 反映现实、 扎根现实， 带着现

实的体温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认可。 这也

证明了网络文学并非只是幻想类小说得

天下。 但并非每部源于生活的作品都能

被称为现实主义题材， 文学的关照和介

入需要广度和深度， 进而有艺术上的挖

掘和提炼。 （许旸 整理）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在一些影视收视造假的恶性循环中， 浮夸的数据绑架了电视台购剧， 一些

电视台的购剧倾向也纵容了收视对赌， 收视对赌又刺激了数据飙升。 最终导致

许多从业人员的心思扑到了如何把玩数据上， 本该坚守的艺术理想败给了唯利

是图、 浮夸恣意、 以炒作代替创作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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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假数据宣战，还影视业一个清朗乾坤
本月 16 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官方网站发出公告， 宣布针对收视率

造假问题的舆情和反映， 已采取相关

措施， 将抓紧展开调查。 此举被行业

内视为又一次宣战。

9 月 15 日 ， 郭靖宇的公开信在

网上流传， 信中直指某地方卫视暗示

他购买收视率。 虽为一家之言， 但一

石激起千层浪 ， 声援者从业内投资

人、 创作者一直蔓延到了普通观众。

值得注意的是， 相似情形在近十天里

已多次出现： 先是某视频网站宣布关

闭前台播放量显示， 被视为行业内部

向 “刷流量” 宣战； 随后各大院线流

出 10 月起取消 “票补” 的传闻， 业

界称道， 这是向市场泡沫在宣战； 现

在郭导演对 “假收视率” 举报， 可以

视为艺术创作从业人员直接向产业链

中的无底线操作宣战。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

长胡智锋认为： “数据造假的利益链

在影视圈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只是

因为这条利益链涉及影视生产、 制作、

播出的多个环节， 牵一发而动全身， 许

多人见怪不怪了。”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著名编

剧汪海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相似

观点： “类似的收视率造假波及面并不

小， 是时候对整个影视行业进行整顿了。

数据造假不破， 影视业的清白之年无从

开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数据造假已成行业痼疾

从视频网站宣布关闭播放量显示，

到网传取消 “票补”， 再到郭导演举报

收视造假， 影视行业在十天内接连被推

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且， 每一次都有

“一呼百应” 之势。 业内欢呼辞大致有

这些： 向 “流量时代” 告别， 寻觅电影

市场一个无泡沫的真相， 还电视荧屏以

清朗乾坤。

严格来说， 关流量是一家之举， 导

演的公开信是一家之言， 取消 “票补”

也还有待官方正式发布， 可为什么这些

言论依然能够引爆全行业热评 ？ 只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在胡智锋看

来 ， “数据造假的产业利益链生成已

久， 太多人已经很难独善其身。” 汪海

林也告诉记者： “如今的某些电视台购

剧人， 不会直言 ‘买收视率’， 而是美

其名曰 ‘数据维护’。 谁拒绝， 谁就被

排除在场外。”

简单翻找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便不

难发现， 数据造假早已是行业痼疾。

收视造假方面 ， 2014 年 4 月 ， 北

京电视台发布公告称， 北京卫视被挤出

本地收视前十 ， 疑因收视样本遭到污

染 ； 2015 年 3 月 ， 同样原因 ， 安徽卫

视失守合肥， 滑落至当地收视排行的第

5 位； 2016 年 11 月， 光线传媒总裁王

长田透露， 目前许多电视剧、 电视综艺

节目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视造假问题， 一

集电视剧花 50 万元购买收视率， 可使

数据攀升到 1%以上； 一个月后， 某部

以 “私房菜” 为卖点的电视剧出击某卫

视黄金档， 但流量明星换来超低收视， 剧

集被中途撤档 ， 片方揭露一切只因他们

“拒绝购买收视率”， 由此推倒了声讨假收

视率的多米诺骨牌。

而在网站流量造假方面， 点击量动辄

十亿、 百亿的剧集不在少数； “刷流量”

这一工种竟能养活购物网站成百上千家网

店。 而近来， 就连视频网站本身也忍无可

忍， 将在自家地盘上刷数据的公司告上法

庭， 赢得诉讼及赔偿。

往事累累， 沉重地积压在行业众人心

头， 一触即发。

在建立多维度科学评价体
系前， 彻查造假、 重塑行业公
信力是治本关键

颇有些玩味的是， 就在某重量级视频

平台关闭播放量显示的当天 ， 一个 “热

度” 指数取而代之。 按该平台说法， “热

度 ” 来自综合了后台播放数据 、 各方评

价、 用户互动等多维度指标的数据。 而有

评论指出， 如果不公开 “热度” 的算法，

如果不建立公平、 透明的科学评价体系，

如果数据造假的弊端不铲除， 这一数

据恐怕迟早会被不法者污染成下一个

播放量。

一个看似建立多维度科学评价体

系的创新， 刚一上马即遭质疑， 不得

不说， 行业的公信力已经岌岌可危。

汪海林无限感慨： “十年以前， 我为

收视率投支持票， 因为那是个相对客

观的指数， 而且全世界影视行业都采

用这样的数据。 但现在， 本应最客观

的数据竟演变成了可以不客观的参考

值。” 所以， 在他看来， 建立一个更

科学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固然重要， 但

在那之前， 首先要解决的是行业信誉

问题， “它关乎真实性。 就跟食品保

质期、 跟我们的时间标准一样， 都是

呈现一件事物最本质的功能指标。 如

果连客观的数值都失去了客观的立场

与意义， 遑论其他。”

这些年， 造假之恶已在行业内渐

渐结出了果。 数据造假给 IP 的价值

胡乱背书 ， 让演员的漫天要价能挺

直腰板 ， 而由此催生的天价 IP、 天

价片酬 ， 既挤占了真创作的空间 ，

让拍摄成了产业链中最弱势的一环；

也模糊了视线， 令劣币驱逐良币， 一

些凭良心创作、 播出的作品难与观众

相见。

“沉疴难去， 因为波及面太大，

利益涉及者众。” 胡智锋直言， “从

长远来讲， 行业廓清， 恰恰应该始于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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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 申城第一

家以京剧音乐课本剧为主的展示教育

基地———依弘剧场昨天在宝山区揭

幕。 未来， 在这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剧场内， 京剧演员史依弘将结合多年

京剧普及教育的实践经验， 选取创世

神话故事中契合语文教学的内容， 为

孩子们度身定制京剧教材， 弘扬传统

文化的魅力。

戏曲普及比较常见的形式是进校

园 ， 史依弘表示 ， 此番建立依弘剧

场， 可以培养小朋友进剧场的习惯，

为戏曲艺术培养未来的观众。 目前，

首部京剧音乐课本剧 《中秋的传说》

已经创作完成， 正在彩排中。 该剧取

材自创世神话 “后羿射日” 与 “嫦

娥奔月 ”， 讲述了远古时期的故事 ：

后羿射下九日， 惹怒上天， 其妻嫦娥

得知此事， 毅然而然替夫受责， 夫妻

二人因此分离 。 玉兔见嫦娥闷闷不

乐， 心头不忍， 设计安排夫妇二人团

圆重逢。

据悉， 宝山区计划以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的形式 ， 引入该课本剧的首

批 100 场演出 ， 让全区中小学生与

高雅艺术亲密接触 。 昨天 ， 宝山区

教育局还与史依弘名家工作室签订了

合作协议， 今后， 宝山的每一位中小

学生每年至少将进入依弘剧场欣赏一

场传统戏曲演出， 培养学生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兴趣， 增强学生戏曲艺术素

养和审美素养。

依弘剧场位于宝山区智慧湾科创

园内， 共设 400 余个座位。 剧场在舞

台设计上特别考虑到将来根据不同剧

目的需要， 使用高科技手段来丰富戏

曲舞台的表现形式， 为京剧音乐课本

剧等演出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可看

性。 例如， 在课本剧 《中秋的传说》

“后羿射日” 一幕中， 舞台背景将采

用多媒体投影技术， 使观众们仿佛看

到十个太阳再现天空， “后羿” 不畏

艰险将其一一射落。

除了京剧音乐课本剧， 史依弘名

家工作室原创的京剧剧目以及其它门

类的戏曲艺术演出， 也将陆续在依弘

剧场推出。 宝山区文广局有关人士表

示，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剧场， 不仅为

年轻演员提供充分实践的平台， 也为

百姓戏迷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好戏。 接

下来， 谷好好、 王珮瑜的古戏楼也即

将在宝山建成。

文化

读者破4亿后，网络文学迎来升级换代关键期
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在京举行，年度报告显示去年网文市场营收规模超129亿元、网文作者达1400万人

去年国内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

模 129.2 亿元、 网文作者达 1400 万、

各 类 网 文 作 品 累 计 达 1647 万 部

（种）、 网络文学读者规模已突破 4.06

亿人……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中国网络

文学+大会上周日在北京闭幕， 会上

发布的 《2017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

报告 》 显示 ： 网文产业的读者 、 作

品、 作家激增， 其增速明显高于数字

出版总体行业的平均增速 ， 20 岁的

中国网络文学正迎来成长的爆发期。

多位学者在大会举办的论坛上指

出 ， 爆发期高涨的数字固然令人振

奋， 但如何在升级换代的关键阶段锻

造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 仍面临不

少挑战。 目前， 网络文学整体的优质

内容供给仍显不足， 跟风复制、 内涵

同质的无创意写作， 在网络文学中并

不少见； 侵权盗版频发， 抄袭剽窃的

监管手段尚不够有效 ； IP 价格虚高

注水， 市场泡沫化给网络文学带来不

利影响。

“网络文学创作传播存在有数量

缺精品、 有故事缺思想、 有市场缺立场

等问题， 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较大差

距。”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

孙寿山说， 新时代下， 网络文学要更好

地坚守正道、 弘扬正气， 激发正能量，

推出更多反映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 书

写有分量的中国故事。

创作者队伍日益壮大 ，

47%为全职写作，彰显蓬勃文
化原创力

走过 20 年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变

革了书写和阅读方式， 打动并影响了一

代代读者受众， 也交织形成巨大蓬勃的

文化市场 。 《2017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

展报告 》 披露了一组数据 ： 截至 2017

年底 ， 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高达

1647 万部 （种）， 签约作品 132.7 万部，

当年新增签约作品 22 万部。 一批精品

力作也不断涌现 ， 《繁花 》 《遍地狼

烟 》 《网络英雄传 》 《大江东去 》 等

网文斩获多项重量级文学奖项 。 2017

年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 129.2 亿元 ，

同比增长 35.1%， 继续保持同比增速。

从作品题材分布看， 国内主流网络

文学平台上 ， 现实题材作品数量占比

52.5%， 从 2017 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

作品推介结果看， 37%为励志类作品 ，

因贴近生活、 扎根现实， 社会效益较为

突出。 网文也带动了 IP 产业繁荣， 近

年来， 《扶摇》 《琅琊榜》 《甄嬛传》

《七月与安生》 等影视剧， 无不脱胎于

热门网络文学小说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基于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

累计 1195 部 、 电视剧 1232 部 、 游戏

605 部、 动漫 712 部。

1998 年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 开

启网络文学先河 ， 此后创作者不断加

入网文写手队伍 ， 签约者数量激增 。

报告表明 ， 2017 年网络文学驻站创作

者数量已达 1400 万， 签约量达 68 万，

其中 47%为全职写作 。 写的人多 ， 看

的人也在增长。 到 2018 年， 全国网络

文学读者规模突破 4 亿 。 调研结果显

示， 读者对网络文学的期待上， 70.7%

期望网络文学质量得到提升 ， 这充分

反映出优质内容已成为主导产业发展

的决定性力量。

有意思的是， 读者光看还不过瘾，

创作意愿也很强烈， 报告显示， 超七成

网络文学读者具有尝试写作的愿望， 18

至 30 岁人群意愿最为强烈。 从读者到

作者的华丽转身， 使网络文学为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便捷途

径。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看

来， 网文作者结合自身职场经历、 研究

方向， 擅长书写熟悉的生活， 这种纯熟

的行业叙事能力提升了类型文学的精品

化沉淀———当更多从业者、 爱好者贡献

自身知识和经验时， 网络文学将迎来多

元题材的繁荣。

网文迅猛产业化后，不应
放弃文学的多样性探索

作家陈村认为， 网络文学的初心是

不功利的， 是老子所说的那种赤子之心

的状态。 但现在一些网络文学网站出于

市场营销的原因， 一味地把文章写长，

导致某些题材的类型文学更占上风。 这

带来的风险是， “不同类型、 体裁的作

品盈利能力或有高下， 但类型小说因其

戏剧化情节便于二度改编而被推到市场

前面， 甚至推到绝对的地位， 这对文学

生态的茂盛是不利的”。

从这个意义上， 黄平认为， 回看网

络文学 20 年， 产业化之后固然发展迅

猛， 但文学的多样性探索有所减弱， 他

提醒， 如果过于以资本为导向， 完全追

求读者阅读体验上的 “爽感”， 那么势

必玄幻类题材、 语言情节高度模式化的

“小白文” 将占据主流。 “有时我会怀

念网络文学产业化之前的时代， 比如以

‘榕树下’ 为代表的网文作者， 诞生了

《悟空传》 等优秀作品。”

还有一些网文作者并不具备相应的

现实摹写能力， 起点中文网副总编辑李

晓亮观察到 ， 一些反映时代变迁的作

品， 大都是用不切实际的方法， 比如靠

着外星武器扬威 、 意外获修仙秘籍用

在中医等推进叙事 ， 故事情节经不起

推敲细读。

“记录并创造新时代 ， 网络文学

界不能缺席。 敏锐感知新风貌新气象，

需要网文写作者脱离宅男宅女的枯坐

状态， 近距离观察， 俯下身倾听。” 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的这

番话 ， 仍是对当下网文创作者的有益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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