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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天才毕加索来说， 纸不仅仅

是画布，也可以成为作品本身。他曾用碎裂

烧焦的纸张碎片搭起雕塑， 而拼贴和版画

作品也是其艺术生涯不可忽略的成就。 日

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毕加索与纸》在

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开幕 ，300 余件展品

回溯大师与纸张的故事。

此次展览最受关注的作品是毕加索在

1938 年完成的拼贴画《梳妆的女人们》，宽

3 米、长 4.5 米，是毕加索作品中尺幅最大

的拼贴画。除此之外，重点展品还包括画家

的立体派纸本拼贴画、为《亚维农的少女》

绘制的草稿、《格尔尼卡》 创作初期的研究

手稿、 部分油画作品以及纪录片脚本等相

关文献资料。而毕加索画在信封、古董纸甚

至是报纸上的创作也赫然在列。

除了以时间线作为线索外， 展览还将

形式不同却分享同一主题的作品进行集中

展览， 为艺术爱好者了解毕加索提供全面

深入的视角。例如，著名油画《生命》与其他

相关忧郁悲伤主题的创作邻近展出， 更直

观展现画家的“蓝色时期”和其艺术手法。

在“立体主义”单元，画作《女人头像》则与

相关铜制雕塑一道展览。

作为当代西方最具创造力的画家，毕

加索改写绘画技艺规则的同时也大胆突破

了纸张使用的条框， 聚焦其整个职业生涯

的《毕加索与纸》正是欲将他这一不为人熟

知的领域呈现给观众。 20 世纪初期，毕加

索就曾与立体绘画鼻祖乔治斯·布拉克合

作，开创性地使用贴纸和拼贴物，这些作品

不仅成为集合艺术作品的先驱， 也历史性

地打破高雅艺术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边界，

为日后众多艺术创造指明了方向。此后，毕

加索在剪贴艺术方面越走越远， 在知名的

“吉他”系列作品中，他就创造出把瓶子、吉

他、乐谱、报纸、墙纸等组合在一起的作品

《吉他、乐谱与酒瓶》。

而作为一名高产的创作者， 毕加索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

版画作品。 他于 1930 年 9 月至 1937 年 3 月间完成的 “沃拉

尔”系列版画涉猎主题广泛、艺术造诣极高，被业内视为 20 世

纪版画的巅峰。

《毕加索与纸》 由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联合克利夫兰艺

术博物馆、 巴黎毕加索美术馆联合举办， 展览将持续至 4 月

13 日。

从“速度写作”到“品质运营”，网络文学终迎蜕变期
粗放式时代结束，精品化成主流诉求，网文头部IP价值进一步释放

走过 20 余年的网络文学， 迎来了

蜕变进化的关键期 。 细数近一年来的

“爆款”剧作，从《陈情令》《长安十二时

辰》，到去年底压轴的《庆余年》《鹤唳华

亭》等，大多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 由此

可见，网络文学新生代的崛起和粉丝价

值日益凸显， 使得网文头部 IP 价值进

一步释放；而多方产业联动深度赋能版

权运营、文化出海等 ，网文 “品质运营 ”

的后续效益显著。

有统计显示，过去一年网络文学创

作题材多元化成内容发展新趋势，热门

作品不再集中在玄幻、言情，现实主义、

二次元等垂直细分题材的当代表达，更

容易引发广泛共鸣。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

授欧阳友权认为， 粗放式时代结束了，

精品化成主流诉求。 他指出，网文整体

质量仍有待提升，如何进一步深耕现实

沃土，回应时代课题 ，创作出与读者共

鸣共振的优质作品，仍是摆在作者面前

的挑战。

突破玄幻独大， 现实
主义书写与网文基因深度
融合

“玄幻类题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异

军突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成为中国网

络文学走向世界的先头部队。 但如果仅

停留在云里来雾里去 、修仙得道 、不食

人间烟火等，网络文学显然走不远。 ”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认

为，提倡现实题材创作 ，逐步突破玄幻

一枝独大现象， 形成百花齐放之景，是

建构良好网络文学生态之需。

可喜的是，近年来现实主义书写与

网文基因深度融合， 补上了 “宅”“玄”

“空”造成的短板。 前不久阅文集团在沪

启动“我们的力量”主题征文大赛 ，《你

好普通人》《国家战疫》等讲述各行各业

平凡人友爱互助、共战疫情的故事打动

了许多网友。 上海已连续举办四届现实

题材征文大赛，诞生三万多部囊括职场

奋斗、文化传承、一线建设的佳作 ，《复

兴之路》《朝阳警事》《上海繁华 》《中国

铁路人》等获奖作品走向实体出版，《明

月度关山》《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等已

签订影视改编合约。

网络文学所特有的丰富想象力、立

足大众视角 、语言鲜活等特点 ，摹画了

万花筒般的时代景象，交织成一部部网

友喜闻乐见的正能量作品。 继《工业霸

主》《材料帝国》《大国重工》等多部工业

题材小说后 ，网文作家齐橙的新作 《何

日请长缨》 讲述了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

机床产业扭亏重生的历程，他从网友评

论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关心重大行业

一线面貌 ，如果写得不用心 、逻辑有硬

伤，读者会挑刺、弃读 ，这令他 “不敢有

丝毫懈怠”。 正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的扶

贫题材小说《情满沂蒙》，则从一对奋战

在不同岗位的年轻人视角切入，他们相

识相知相爱的互动，见证了数万铁路人

为改变沂蒙老区所作出的贡献，讴歌了

艰苦奋斗勇于进取的沂蒙精神，吸引大

批年轻读者“追更”、点赞。

除了满足读者不同的审美趣味，网

络文学也要以对现实反映的广度、厚度

和深度来提升自身价值。 有资深编辑告

诉记者，鼓励书写现实题材 ，并非要求

网络文学一股脑地回到严肃文学的传

统道路上，而是要更加尊重网文的创作

规律。 专家建议，有些作品在情节设计、

人物塑造等方面稍显粗糙单一，对现实

生活需进一步“深挖吃透”；部分打着反

映时代变迁旗号的作品，却靠外星武器

扬威、 意外获修仙秘籍等推进叙事，经

不起推敲细读。

不局限 “你写我读”，

培育粉丝社交为 IP 联动
蓄力

如今 ，网络文学已不再局限于 “你

写我读 ” 的单一层面 ， 具有活跃 、 个

性、 年轻等特征的用户正向粉丝转化，

随着网文迈入 IP 粉丝文化时代， 平台

的社区氛围越发明显 ， 粉丝生态已成

为网文增长的新驱动力 ， 与年轻读者

群体在年龄层和价值观上的契合 ， 使

得 “大神级 ” 网络作家更懂 “圈粉 ”

和 “埋梗”， 而深谙粉丝心理的网文联

动在维持用户黏性上也更有优势。

尤其是近两年 ， 强化平台社交属

性 ， 集约化挖掘用户价值 ， 正成为网

文行业新的突围逻辑 。 从网文平台推

出的新功能中便能窥见一斑 ， 比如类

似弹幕的 “本章说”， 读者围绕内容但

又不限于内容的社交互动 ， 往往会引

来其他读者吐槽 、 点赞或讨论 。 阅读

本身的诉求和年轻人网络社交习惯 ，

让粉丝更愿意以 “社交共读 ” 的方式

去表达， 形成了虚拟书友圈、 角色圈、

兴趣圈等丰富的垂直用户社区 。 “角

色 ” 这一辅助创作功能让粉丝有机会

直接参与作品塑造 ， 在粉丝共创机制

下创建的角色有九万多个 ， 累计产生

的角色互动达 3000 多万次。

这些无不释放出强烈信号 ： 网络

文学作品从开端即自带粉丝和文化属

性 ， 内容平台通过拓展粉丝经济与社

区生态、 培育粉丝社交， 使得 IP 力量

直接链接到下游产业 ， 以跨界方式聚

合起作品-作者-用户的情感逻辑与社

区归属 。 前不久上线的古代言情人气

作品 《凤回巢 》 主题曲 ， 便是业内典

型案例： “文学+音乐” 场景的打通融

合下 ， 小说有了个性化定制的古风旋

律， 引发粉丝热议， 激发了 IP 创新更

多想象空间。

“对整个网文行业来说，互动反馈

能让读者真正参与进来，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维持整本书的活力，增加凝聚力，

建立起网文特有的粉丝模式。 ”新锐网

文作家“我会修空调”认为，读者在互动

中可以参与创建角色、 绘制同人画，自

发制作与书中人物配套的表情包，激发

出多维度的市场潜能。

出海模式升级，用好故
事构筑正向循环的生态圈

从海外粉丝自发翻译 ， 到搭建海

外平台发展 ， 网络文学迈入全球化传

播的纵深布局阶段 ， 在激荡的文化消

费浪潮中扮演了中国文化出海生力军

的角色。 据业内统计报告显示， 67.4%

海外读者认为中国网文 “值得一读 ，

根本停不下来”； 50%海外读者认为网

络小说比海外奇幻文学 “更加充满想

象力”， 在线连载、 题材类型多样和更

多互动反馈也成为他们认知认可中国

网文的主要特征。

以目前海外最受瞩目的 “起点国

际 ” 平台为例 ，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 ，

用户访问量达 1800 万， 覆盖了 500 余

部、 总计超 15 亿字中文译文作品和 6

万部本地语言原创作品。 资深“歪果仁”

用户不满足于当粉丝追更，有的索性自

己码字。 目前，起点国际海外原创作家

超 5 万人 ，创作 6 万多部作品 ，初步形

成职业作家群。 比如，24 岁西班牙软件

工程师阿莱米亚发布《最终愿望系统》，

成为网站首部签约付费的原创作品 ，

“我读到的第一本网文小说， 是中国作

家二目的《放开那个女巫》，起点国际开

放原创功能后 ，尝试自己写 ，按下发送

键的那一刻，很兴奋！ 第一周就收到很

多读者反馈。 ”

在阅文集团联席 CEO 吴文辉看

来 ， 阿莱米亚正是海外创作群体的缩

影 ， 网络文学的 “想象力 ” 和 “热血

感”， 吸引海外读者自发组成 “手打翻

译组”， 并在创作中运用东方玄幻题材

与美学元素 。 “网文出海不是简单的

作品出海、 产品出海， 而是生态落地、

文化出海 。 当网文商业模式在海外培

育成熟 ， 便能推动中国文化更深层次

地向海外输出 。 好的内容无国界 ， 当

一批批爱好者参与到各环节中 ， 由此

产生正向循环生态圈。”

如今 ， 网络文学日益成为文明互

鉴 、 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 。 在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教授夏烈

看来 ， 中国网文资本创造性运用全球

化规律 ， 溢出旧模式和小格局的探讨

范畴 ， 实现全球文化生产力及其生产

关系配置 ， 这正是 “中国故事的世纪

红利” 的生动缩影。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毕加索的《梳妆的女人们》（拼贴画）。 （资料图片）

《小妇人》：不够甜蜜圆满的女性故事何以动人
“女人有雄心、才华和美丽，我讨厌

人们说：对她们来说有爱就够了。 ”穿越

一个世纪，《小妇人》 中才女乔的那句女

性宣言依旧响亮。 这部文学畅销书同时

也是大银幕热衷的女性题材。 在今年奥

斯卡上，由西尔莎·罗南主演、格蕾塔·葛

韦格执导的新版《小妇人》获六项提名，

最终摘得一座“最佳服装设计”奖。 纵然

大奖旁落，但《小妇人》却极有观众缘，影

片全球票房已达 1.62 亿美元 ， 烂番茄

95%新鲜度， 国内外多个影评网站都给

出了 8.5 以上的高分。

显然相比于电影本身的艺术成就，

《小妇人》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女性自我觉

醒声音的反复回响。 这部作品对于家庭

生活的现实刻画， 对女性成长与价值的

重视， 以及有关荣誉、 自尊与幸福的思

考，都属于永不过时的主题，有着强烈的

感染力。

路易莎 “孩提时代的回
忆”，化作动人的女性故事

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出版

于 1868 年的《小妇人》，是一部带有自传

色彩的家庭伦理小说。 故事发生在美国

南北战争时期。 马奇家的父亲上前线作

战， 留下能干的母亲抚养着四个成长中

的女儿。 乔坦率独立、梅格温柔可人、艾

米漂亮娇气、 贝丝乖巧可爱……女孩子

们成长中的欢笑与泪水， 对爱与自由的

渴望与追求是如此清新动人， 以致在小

说问世的 150 多年里， 感动了一代又一

代读者。

书中的四个女孩， 就是现实生活中

作家路易莎和她四个姐妹的化身， 甚至

可以说，《小妇人》就是路易莎“孩提时代

的回忆”。尤其是路易莎对早逝的妹妹伊

丽莎白的伤痛哀惋， 让她在刻画贝丝时

尤其细致入微，充满温情。

现实中的“马奇一家”远没有书中那

么富裕，但精神是富足的。奥尔科特夫妇

都是进步开明人士， 父亲布朗逊反对奴

隶制度，为争取妇女权利奔走发声，与爱

默生、梭罗往来密切。夫妇俩对女儿们更

是从不吝于鼓励和支持。 据说，书名《小

妇人 》（LittleWomen）的由来 ，就源于父

亲对他的女儿们的称呼， 他希望这些女

孩们尽管年纪小， 但志气却不因年纪而

稍有减少。

或许应了那句“文章憎命达”，这位

女作家的一生都在未果的爱情与颠沛的

生活中度过。在一次欧洲旅行时，路易莎

邂逅了一位年轻的音乐家， 两人相爱但

最终没有结果。 《小妇人》中乔的恋人劳

里身上，就寄托了这段短暂的爱情。为了

维持贫穷家庭的生计， 路易莎在成为专

业作家之前不得不靠做女佣、 家庭老师

和裁缝挣钱。

“女人有雄心、才华和美丽，我讨厌

人们说：对她们来说有爱就够了。”在《小

妇人》的创作中，路易莎受到爱默生的影

响，强调了个人尊严与自立自律的观念。

1868 年《小妇人》出版问世，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四个女孩的成长故事时悲时喜、

或伤或痛，但慷慨、无私、坚韧、宽容、善

良、 勤劳等种种美好的道德与品质却在

字里行间涌动，带给人无限的精神力量。

重新审视艾米，也重新认
识女性的价值

《小妇人》是清新、俏皮、温馨的，但

它同时也打破了以往读者和观众对于女

性故事的期待， 不够甜蜜， 也不那么圆

满。 尤其是乔和妹妹艾米的情感波澜与

爱情归宿，让很多读者和观众意难平。

从 1933 年起，《小妇人》不断被导演

搬上大银幕。对于格蕾塔·葛韦格执导的

这一版，影评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原

作被过多地影像化”；也有人认为，“是在

文学上跳出了轻快的舞步。 ”

葛韦格最大的改编体现在对艾米这

个角色的认可上。 作为横插在乔和劳里

之间的情敌， 艾米是一个容易被人讨厌

的角色。葛韦格在采纳原著情节的同时，

加重了对艾米的刻画。剧中，艾米展现出

对自身境遇清醒的认知。 从小暗恋劳里

的艾米会拒绝劳里的示好，“我一生在任

何事情上都仅次于乔， 我也不会是你满

足的人，就因为你不能拥有她。 ”乔的独

立与自主固然令人喜爱与欣赏， 但艾米

为了改变自身命运做出的让步， 又何尝

不动人心？

可贵的是，在青年演员弗洛伦斯·皮

尤的演绎下， 艾米这个角色散发出了坚

毅与果敢的一面， 这与葛伟格理解的艾

米更加相符。这位 96 后“小花”也不负厚

望， 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

配角的提名。

饰演女主角乔的西尔莎·罗南，也是

好莱坞新生代中的“宝藏女孩”。 1994 年

出生的她演技出众， 已经四次提名奥斯

卡。 《小妇人》是她与导演葛韦格的第二

次联袂，她们上一部合作的电影《伯德小

姐》大放异彩，让罗南获得了金球奖影后

的桂冠。

影片还汇集了好莱坞当红新星 “甜

茶”蒂莫西·柴勒梅德、“赫敏”艾玛·沃森

等一众新生代， 马奇太太的饰演者老牌

实力演员劳拉·邓恩同样值得称道，《小

妇人》可谓星光熠熠。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影史上最出名的《小妇人》
■ 1933 年乔治·库克导演的 《小妇人》 是公认的改编得比较成功的一个版本。 库克擅长处

理女性主题， 《小妇人》 算是其早期的成名作。 之后的 《乱世佳人》 《窈窕淑女》 等都是载入
影史的佳作。 凯瑟琳·赫本饰演的乔也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 并凭借此片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 《纽约时报》 点评道： “这部影片的剧本情节流畅， 脉络分明， 库克的导演手法
如行云流水不露痕迹， 而赫本小姐的表演也十分出色， 这使 《小妇人》 光彩照人。”

■ 1949 年梅尔文·勒罗伊执导的 《小妇人》 相比于 1933 年版较为逊色。 如果说这一版本
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 肯定是片中饰演三女儿艾米的伊丽莎白·泰勒， 当时她只有十六七
岁。 这一版本突出了艾米身上自私虚荣的缺点， 但在泰勒的演绎下却分外动人。

■ 1994 年版吉莉安·阿姆斯特朗执导的 《小妇人》 对原著的改动较大， 很多处理令人无法
接受， 但演员整体颜值惊人。 薇诺娜·赖德饰演女主角乔， 当时的她红极一时。 书中的乔相貌
平平， 而薇诺娜却美如女神， 她凭借这个角色， 获得了 1995 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除此
之外， 克里斯蒂安·贝尔出演劳里， 《末路狂花》 的女主角苏珊·萨兰登饰演马奇太太。

相关链接

▲ 1994

年版 《小妇

人 》中 ，薇诺

娜·赖德饰演

女主角乔。

荨 2019

年版 《小妇

人 》 由西尔

莎·罗 南 主

演、 格蕾塔·

葛韦格执导 ,

获六项奥斯

卡提名。图为

该剧剧照。

（均资料
图片）

一批网络作家创作的现实题材小说引发广泛关注，如《大江东去》《大国重工》《复兴之路》《朝阳警事》《明月度关山》等。 （均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