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砥砺前行———2020 年各界名家抗疫寄语手稿展” 入

口处， 是一件写满 181 位医护人员签名的防护服。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卫中

■本报记者 许旸

行业写作群体崛起，“第一视角”刻录时代记忆
网络文学阅读市场日益细分，医疗、社区工作等题材带头升温

近日有不完全统计显示，网文平台的医

疗题材小说阅读数据涨幅明显。如大神作家

志鸟村《大医凌然》以写实硬核的医学技术、

具有张力的情节，在今年春节期间仅 QQ 阅

读平台上的订阅用户就剧增 40%。

数据背后，曾一度被诟病“玄幻言情独

大”的网络文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随着网

文品类逐渐细分化，医疗、刑侦、社区工作等

相对“小众冷门”的题材持续升温，一批行业

写作者投身创作，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为

网文注入人文关怀与时代温度。

以纯熟精准的行业叙事
能力， 提升类型文学的精品
化沉淀

新晋知名作家真熊初墨的另一身份是

三甲医院医生， 他根据工作经验创作的网

文 《手术直播间 》 2018 年上架起点中文

网， 连载了近 630 万字， 获得超 470 万总

推荐， 已售出影视版权。 光是春节期间这

部小说的阅读点击用户就增长了近三成 ，

众多读者在书友圈评论 “武汉加油” “感

谢医生的辛勤付出” 等。

《手术直播间》 将文学聚光灯投向一

名外科小医生，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医疗行

业 “螺丝钉”， 机缘巧合下， 横扫医学界，

还尝试做手术时直播给观众看， 在实践中

不断习得高超的手术技巧。 “皮肤、 皮下

组织、 肌肉、 腹膜， 一层一层切开， 如庖

丁解牛一般熟练。 出血量极少， 目测也就

5-10ml” “伤口很长很深， 每一层组织都

要缝合， 要不然术后留有空腔的话， 那里

会出现化脓、 感染等并发症” ……类似细

节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真熊初墨追过美剧 《豪斯医生》， 也想

写部中国版的 “医护日记”， 他一开始随手

记录下自己和同事经手的病例， 后来一发

不可收拾， “越写越上瘾”。 在作者看来，

涉及到具体案例必须专业， 不然很容易被

网友挑刺。 除了亲历或观察到的真实案例，

他也关注 《柳叶刀》 《新英格兰》 等国内

外医疗期刊， 查找相关资料和细节， 为故

事注入血肉感与专业度。

继 《规培医生》 后， 身为医生家属的

网络作家徐婠在新作 《生活挺甜》 中， 关

注以往网文中较少涉猎的 80 后妇产科男大

夫， 透露了这一职业背后鲜为人知的甘苦。

小说中的男医生被戏称为 “万红丛中一点

绿”， 常年 “周旋” 在女人堆里， 忙完工作

后匆忙赶往女儿的家长会却依然迟到， 还被

班主任和同学家长追着咨询妇科问题； 工作

时为孕妇接生 ， 饭也顾不上吃 ， 食堂关了

门， 只好拿小护士送来的葡萄糖充饥……真

实心酸的细节展现出中年医护群体兼顾家庭

与事业的担当， 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剧情短

片在微博、 哔哩哔哩上线后点击量不俗。

有资深编辑认为， 随着行业发展逐步深

化， 越来越多网文作者和读者开始关心行业

一线的真实面貌， 网络文学在行业题材书写

上具有先天优势， 一批网络作家结合自己熟

悉的工作与生活， 以纯熟精准的行业叙事能

力提升了类型文学的精品化沉淀。 当更多从

业者 、 爱好者持续贡献自身的知识和经验

时， 网络文学迎来多元题材繁荣。

以鲜活有温度的正能量
表达 ， 引发更多普通人的情
感共振

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文

学体量庞大， 拥有众多年轻读者， 这也意

味着网络文学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在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肖

惊鸿看来， 网络文学本质是网络上生成的

文学， 创作和接受都借助网络媒介， 反映

当下的生活风貌， 时效性强； 加上作者与

读者的交互性， 使网络文学具有广泛社会

影响力。 因此， 网文作家的行业写作 ， 在

某种程度上， 更容易以鲜活的正能量表达

“出圈”。

这一趋势， 从阅文集团 “我们的力量”

征文大赛中就能窥得一斑。 在上海市委宣

传部的指导支持下， 大赛自 2 月启动以来

已吸引近 2.8 万名作者参与 ， 提交作品约

3.25 万部， 审核上线的网络小说达 1.13 万

部 。 这批作品中不乏 《了不起的物业人 》

《一位医学生的逆行》 等来自多个行业一线

普通奋斗者的故事， 也有 《急诊科的夜班

故事》 等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的题材。

“疫情之下， 大量一线医护人员 、 警

察、 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无数普通人无私奉

献， 团结互助， 这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

大量素材和无尽灵感。 征文作品多从疫情

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处境出发， 讲述平凡人

如何发挥自身作用， 为抗疫作出不凡贡献，

文字质朴、 情节感人， 极大增强了抗疫信

心 。” 阅文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吴文辉谈

到， 当代读者喜爱当代表达， 接地气 、 有

温度、 正能量的网文作品更容易引发情感

共鸣 ， 而通过高活跃度的网络文学平台 ，

有助于倡导正确的价值观， 将抗疫故事传

播给更多年轻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大赛征文作者中

不少都是 90 后、 95 后新锐写作者。 新生代

爱互动、 爱表达的特点， 推动了网络文学

社交化阅读的盛行， 他们更懂 “圈粉 ” 和

“埋梗”， 为网络文学 “逆龄发展” 带来驱

动力。 前不久发布的 2019 年财报显示， 阅

文旗下拥有 810 万位作者、 1220 万部原创

文学作品， 其中 90 后作者占比超七成， 95

后作者占比近五成， 在维持粉丝黏性和个

人热度上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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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怒打一分？

网络评分不该成为“泄洪区”
王彦

“控评”，一个原本只存在于粉丝群

体的词， 指代为了某明星的网络风评，

粉丝们在各社交媒体上抢占热评位置，

以覆盖、压制不同的声音。 激烈时，甚至

容不下一星半点的不同意见。

现在，这股风气隐隐渗透到了影视

作品评价范畴。 常被夹在 “闭眼夸”与

“跟风黑”、夹在“反手一星 ”与 “报复性

五星”之间的社交平台豆瓣 ，其失准的

概率已越来越高。 原本能为许多文艺爱

好者提供大众意见的豆瓣评分，也逐渐

成为了 “真实声音 ”的稀缺地带 、发泄

“私人情绪”的“泄洪区”。

最新的争端围绕网剧 《我是余欢

水》。 只用了三天， 该剧的豆瓣打分人

数就从原先的四万人左右猛涨到超过

14 万人 ， 评分也从最初 8.5 分迅速跌

到了 7.4 分。

该剧曾经的高分源自故事，源自一

众演员的准确表演 。 而今它的评分跳

水，固然有观众对后六集的满意度不及

前半程，但更主要的 ，恐怕得归咎于大

结局中的一句话 。 因这句台词有待商

榷，自觉被冒犯的一部分网友潮水般涌

入平台，用一星差评表示愤怒。

这把怒火有多旺 ？ 几个细节可见

一斑 。 有人未必看过该剧 ， 只冲着台

词的截图便闻风而动 ， 赶来 “重拳出

击”。 有人觉得差评仍不足解气， 便顺

藤摸瓜 ， 给同一团队 、 相同主创的既

往作品都补上 “一星”。 怒火甚至殃及

池鱼 ， 同档期另一部新剧因被误认作

相同班底 ， 其一星比例一度猛增 ， 以

致该剧的拥趸不得不在讨论区显著位

置声明， 以撇清关系。

心平气和地看 ， 此次引发争议的

台词 ， 本有机会成为契机 ， 一个持不

同立场观点理性对谈的契机 。 谈谈影

视作品中如何更善意地呈现人生困境，

谈谈怎样避免人物沦为贴标签式的功

能性角色 ， 谈谈情节密度与话题烈度

的分配有否更优解 ， 凡此种种 ， 只要

是理性的从创作角度出发的对谈 ， 都

是富有价值的 。 遗憾的是 ， 纷争中 ，

因 “怒打一星 ” 的声音忽然涌入 ， 不

少人以 “报复性五星 ” 还击 。 双方不

再从创作出发 ， 而是完全落入非此即

彼的情绪化对阵 ， 甚至逐渐演化成互

相人身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 ， 一地鸡毛的 “主

战场 ” 已不是第一次落户豆瓣 。 就在

一个多月前 ， 网剧 《陈情令 》 的评分

突然从 8.3 分速降到 7.7 分。 这部早就

终结了大半年 、 且评分人数多达百万

的剧集 ， 其评分能在一夜间被撼动 ，

只因该剧某主演的粉丝与其他群体产

生大规模纷争 ， 豆瓣上的作品评价就

此沦为泄愤工具 。 可颇为玩味的是 ，

该剧曾冲入 2019 年国产剧前三的高

分 ， 其实也不完全由品质说了算 。 彼

时 ， 它从 4.7 分高歌猛进到 8.3 的高

分 ， 就有文艺评论人指出 ， 是蜂拥而

至的粉丝 “控评 ” 稀释了评分的客观

性 。 可以说 ， 该剧得分从一飞冲天到

一夜滑落 ， 背后都是 “控评 ” 的手在

翻云覆雨 。 再往前 ， 2019 年春节档 ，

针对 《流浪地球 》 的 “一星大战 ” 同

样是情绪化打分引发一场网络骂战。

如今随手翻豆瓣的评论区 ， “只

为×××而来 ” “×××真的好帅 ” 等明

显的个人感受经常取代了围绕剧情 、

制作 、 表演而生发的评论 ； “闭眼就

是五星 ” “反手怒打一星 ” 等带着简

单情绪宣泄的评价 ， 也不在少数 。 尤

其是粉丝 “控评 ”， 营销方 “控场 ”，

某些群体 “带节奏”， 多方合围下， 豆

瓣的评论区已越见频繁地成为网友吵

架的沼泽地 ， 因一句台词而否定一整

部作品 ， 因某个演员而断定某片是

“烂片” 的事情， 时有发生。

从过往看 ， 一部作品的优劣 ， 是

时间从各方口碑中淘洗出的 ， 绝非靠

动动鼠标 、 敲敲键盘 ， 就能被轻易抬

高或者埋没的 。 然而 ， 当情绪性打分

一次又一次扰乱大众视线 ， 开放的网

络评分 ， 有必要确立一套更为聪明的

评分算法 ， 以尽可能避免情绪冲垮了

理性评价 ， “控评 ” 盖过了真正的大

众声音。

何为更聪明的算法 ？ 比如 ， 根据

过往评分的数量来推断用户的阅片量，

以此调整其打分权重 ； 比如 ， 根据该

用户喜好 ， 算出他或她中意的明星 ，

再遇见该明星作品时， 适当降低权重；

又比如 ， 若一位用户的大多数打分都

能与大众的中位数相近时 ， 系统能不

能识别出这位相对客观的打分者？

当算法 、 大数据已融入生活的方

方面面 ， 一个更为智慧的网络评分体

系， 亟待重建， 也完全有方法重建。

这
些
文
字
和
来
自
抗
疫
一
线
的
实
物
，见
证
了
爱
与
力
量

各
界
名
家
抗
疫
寄
语
手
稿
展
将
在
沪
揭
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 有这样一群

人， 通过手书抗疫寄语传递满满的正

能量。 如今， 这些见证了医护人员无

畏的爱以及社会各界面对此次疫情所

思所想的文字， 将从线上走到线下。

记者获悉 ， “砥砺前行———2020 年

各界名家抗疫寄语手稿展” 将于 4 月

23 日 “世界读书日 ” 在上海图书馆

第一展厅开幕 。 届时 ， 96 件各界名

家的抗疫寄语手稿及 30 件来自抗疫

一线工作者和集体捐赠的抗疫实物将

露真颜。

记者昨天在布展现场看到， 抗疫

寄语的书写者包括科学家 、 医学名

家、 学者、 作家、 翻译家、 书画家、

文体界人士等， 他们中许多人系首次

公开自己的笔迹 。 这之中 ， 80 岁以

上的书写者有 10 位， 约占寄语作者

总数的十分之一 。 年龄最大的陈佩

秋， 现年已 98 岁。 展厅中， 最引人

关注的展品之一是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的寄语 ： “冬将尽 ， 春可

期； 人间无恙， 天下皆安”。 该寄语

最早由张医生写在便笺上手机拍照发

来， 在上图 “云展览” 上线后， 引起

了读者们的广泛好评和转发。 在得知

该馆即将举办本次展览时， 张文宏特

地用毛笔重新书写了一份。 “这是我

们布展前收到的最后一份寄语原件，

可以称为 2.0 版张文宏手书寄语 。 ”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说。

整个展览中， 奔赴抗疫前线最远

的寄语书写者是中国红十字会援伊朗

志愿专家团队。 他们于 2020 年 2 月

至 3 月间参与了新冠病毒国际防疫工

作， 返沪隔离期间写下了眼前这段朴

素而温暖的文字： “疫病无情， 人间

有爱。 中伊携手， 共克时艰。”

一件件来自抗疫一线的实物，无

声地诉说着医护人员的辛苦与付出。

个人捐赠实物最多的一线医护人员是

瑞金医院主任医师谢静远博士。 他共

捐赠了 18 件从抗疫一线带回的个人

物品，其中，集体签名的上海第六批援

鄂医疗队瑞金医院第七组指示牌，从

到达武汉的第一天直到回沪都在使

用，每位组员对其都很有感情。实物中

还有谢静远返沪时的个人纪念登机牌

和致导师、家人的明信片，及自己穿着

的上海第六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救援

服。 这些珍贵的物品蕴含着特殊的纪

念意义，具有十分难得的文献价值。

展厅入口处， 一件写满 181 位医

护人员签名的防护服颇为吸引眼球。

它来自赴武汉采访的记者陈瑞的捐

赠。 “这件防护服在捐赠者寄出前已

按规定进行了严格的消毒。” 上海图

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馆员刘明辉

介绍。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

授阴佳创作的 143 幅木刻版画 《阅

读·2020 不能遗忘的瞬间》 占据了一

大块展墙， 以震撼的视觉效果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致敬。

据透露， 本次征集的寄语和实物， 全部入藏上海图书

馆。 展览参观将实行预约制， 观众需佩戴口罩、 接受测温，

同时， 展厅将对同一时间段参观人数进行限流。

文化

茛新晋知名作家真熊初

墨根据工作经验创作的网文

《手术直播间 》 2018 年上架

起点中文网 ， 连载了近 630

万字。

▲徐婠在新作《生活挺甜》中，关

注以往网文中较少涉猎的 80 后妇产

科男大夫。

▲作为医生家属， 网络作家徐

婠推出作品《规培医生》。

制图： 李洁

未成年人读书时间增加，
成年人期待更多全民阅读活动

2019 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2.9%，较 2018 年提高了 2.5%。 这一可喜的

数字来自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昨天发布

的第 17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而亚马

逊中国同日发布的阅读报告也显示，过去一

年，大众对阅读的热情持续攀升，六成读者

将阅读列入了自己的年度计划，更有 25%的

读者认为阅读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近七成国民渴望更多读
书节活动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

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

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1.1%， 较 2018 年提升了 0.3%。 其中数字

化阅读方式 （网络在线阅读 、 手机阅读 、

电子阅读器阅读、 Pad 阅读等） 的接触率为

79.3%， 较 2018 年上升了 3.1%。 图书阅读

率为 59.3%， 较 2018 年上升了 0.3%。

对此，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

山指出： “数字化阅读的发展， 提升了国

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 ，

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但也带来了纸质

阅读率增长放缓的新趋势。” 手机成为我国

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时间最长的媒介 ， 为

100.41 分钟。 其次为互联网的日均接触时

长 66.05 分钟、 电子阅读器的日均阅读时长

10.70 分钟、 Pad 的日均时长 9.63 分钟。 与

数字化阅读媒介相比较， 我国成年国民每

天花费在纸质图书阅读上的时间平均为

19.69 分钟， 与 2018 年相较减少了 0.12 分

钟 。 亚马逊的数据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 ，

据亚马逊中国对超过 1.8 万份有效问卷的统

计显示， 过去一年有 46%的亚马逊读者同

时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 而 29%的读者将

电子书作为自己的主要阅读介质， 比上年

增长了 6%。

第 17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还显

示，有 68.2%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

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以提供更多的阅读

机会。 然而调查也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网上

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

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

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

家庭陪伴推动 0-8 岁儿
童阅读率增长

可喜的是，儿童阅读有所增长。 2019 年

我国 0-8 周岁儿童图书阅读率为 70.6%，较

2018 年提高了 2.6%； 而 0-8 周岁未成年人

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9.54 本， 比 2018 年增

加了 2.44 本。

儿童阅读数字增长的背后是家庭陪伴

的重要支持。 通过对亲子早期阅读行为的

分析发现， 2019 年我国 0-8 周岁儿童家庭

中 ， 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

70.0%， 较 2018 年增加了 1.3%； 在这些家

庭中， 家长平均每天花 24.98 分钟陪孩子读

书 ， 较 2018 年增加了 2.37 分钟 。 此外 ，

2019 年我国 0-8 周岁儿童的家长平均每年

带孩子逛书店 2.92 次 ， 略高于 2018 年的

2.87 次。 近四成 （37.1%） 的 0-8 周岁儿童

家长半年内至少会带孩子逛一次书店 ， 其

中三成多 （32.7%） 的家长会在 1-3 个月内

带孩子逛一次书店。

这个数字同样得到了亚马逊中国 2020

全民阅读数据的佐证，近八成家长表示平时

会陪伴孩子进行阅读，有六成家长反馈自己

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阅读量达 10 本以上 ，

而阅读超过 20 本的孩子占比达到33%。 在

大多数家长看来，孩子的梦想大致形成于童

年期和青春期。 多达 95%的家长认为，阅读

对于孩子实现梦想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