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一份网络文学 “琅琊榜”

引起关注 。 400 余个名字从超过 800

万作者中脱颖而出， 跻身大神之列。

其中， 榜上有名的大神作品涵盖 “都

市 、 仙侠 、 科幻 、 游戏 、 历史 、 军

事”， 也不乏 “医疗、 刑侦等以往较为

冷门的题材”。 在笔者看来， 这份榜

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分

析网络文学领域出现的新态势。

虽然从逻辑上 ， 这样的罗列十

分混乱 ， 但如果从网站栏目 、 创作

潮流和公司形象角度来看 ， 却清晰

合理： 顶级网络作者主要是仙侠幻想

等传统网文强势领域的佼佼者， 也相

应照顾到现实题材的发展潜力。 前者

为行业带来流量和收入， 后者则能赢

得社会声誉和大众口碑。 可见， 这份

“琅琊榜” 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平

衡的产物。

华语网络文学发展 20 余年， 经

历了自由生长 、 资本主导等不同阶

段。 如今， 这一领域所面临的资本与

监管两股强大外部力量， 已在长期并

行后逐步找到趋向双赢的平衡点。 可

以说， 网络文学已进入一个平台相对

成熟、 监管相对明朗的时期， 题材、

创作领域乃至网站经营策略等方面都

相应呈现新的特点。

对流行思维方
式和青年文化的总
括性掌握和运用 ，

正在使网络文学的
创作摆脱套路

在跻身该评比的 400 余名白金大

神中 ， 玄幻作者占绝对多数 ， 可以

说， 玄幻题材网文强者愈强， 再次显

现出玄幻题材本身在网文中持久强劲

的生命力。 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

玄幻小说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

至被作为网络文学现象的代名词。 虽

然资本的过度炒作导致人们看到的玄

幻作品良莠不齐、 名过其实， 甚至使

其背上逻辑混乱、 浅薄媚俗的恶名，

但它的宽泛和包容依然显示出蓬勃生

机。 即便是近年来现实题材政策扶植

和读者兴趣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玄幻一家独大的局面， 但其强劲势

头并没有褪去。 非理性、 无厘头的幻

想内核已深深扎根于网文中， 以至于

成为衡量网络小说的基本元素。 近来

评价文艺作品常见的 “网感” 一词，

即源于玄幻文， 指网络小说突破日常

理性， 不受逻辑规范的超常规想象方

式。 幻想、 非理性和反逻辑成为网络

小说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主要特色。 由

此可见， 玄幻网文的热度并非一时潮

流， 它依然是网络小说中当仁不让的

最强力量。

网络创作的激烈竞争也逼迫作品

整体质量提升。 对在网络文化中成长

的新一代年轻作者来说， 网文签约已

成堪与期刊发表并列的选择。 网络写

作不具备以往文学写作的神圣感， 而

是一项日常消遣， 对收入和娱乐的诉

求更为明显。 因此， 玄幻题材作为网

文商业化最成功的类型 ， 难免吸引

最多的创作者加入 ， 内部竞争也最

为激烈 。 然而 ， 支撑这一部分阅读

内容的， 却并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四百

白金， 而是数百万无收入或低收入层

注册作者不分昼夜的码字更新。 虽然

听来惨烈 ， 但这对于网络文学整体

来说 ， 却是好事 。 因为读者只有面

对足够数量的文本 ， 才能不再饥不

择食地给出同情分 ， 而是真正有选

择 、 有比较地阅读 ， 从而实践互联

网海量选择 、 去伪存真的淘汰机

制 ， 规避算法推送 ， 让真正优秀的

作品呈现出来 。

不难看出， 近年来， 网络小说虽

然依旧遵循题材归类、 任务设定、 欲

望满足等模式 ， 但在粗疏大略的类

型之下 ， 总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面

貌 。 像 《书灵记 》 《天道图书馆 》

《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之类， 就是在

类型内部深耕细作 ， 将套路翻新赋

活的新作 。 它们既能满足读者追新

探奇的需求， 也能赢得资本的青睐，

同时更以作品本身令人信服的想象

力和日渐提升的质量获得评论者重

视 ， 使网文逐步摆脱 “量大质低 ”

的刻板印象。

同时， “网络文学” 在概念和形

态上也更加泛化， 从相对独立封闭的

故事演化为围绕原始作品衍生的系列

文本， 人们对网络作品的关注点逐步

从文字、 情节向激发读者参与和行动

力的方面转移。

在新晋白金作家中 ， 收获最多

关注的是以 《大王饶命 》 一文成名

的 “会说话的肘子 ”。 虽然 “肘子 ”

的人气和蹿红速度一时无两 ， 但其

作品却并不突出 ： 设定在灵气复苏

世界， 推进靠修行升级 ， 开篇轻松

搞笑积累读者 ， 中段日益拖沓啰

嗦 、 结局试图以宏大场景和沧桑笔

调进行升华———单看作 品 不 功 不

过 。 使它成为神作的并非文本自

身 ， 而是空前的读者响应 。 它单章

评论量近 1.5 万条， 是 “网络文学史

上首部在原生平台拥有超过 150 万

条评论” 的作品。 点开 《大王饶命》

第一章页面， 每一段后都毫无例外地

显示 “99+” ———这表示标注的评论

已经过百。 当然， 这上百条文字并不

是真正意义的 “评论”， 除情节联想、

句式戏仿、 作者互动外， 大多数仍是

无意义的感叹。 无论吹捧或批评， 基

本都是读者相互调侃娱乐， 与内容无

关。 在这部作品中， 评论已生发成堪

与内容匹敌的独立生态， 上百万条跟

帖和聊天构造的语境使 《大王饶命》

脱离 “肘子” 的个人创作， 转为全体

读者网民的跨时空对话。 在这里， 网

络小说发挥着近似社交媒体的功效。

面对网民的热情， “肘子” 称自己的

秘诀在于每次看到网上有趣的段子都

反复琢磨解析， 并运用到作品中。 可

见， 使网络小说摆脱套路， 引起读者

主动响应的， 是一种对流行思维方式

和青年文化的总括性掌握和运用。 网

络作者本身也是网民， 他们写作的同

时也在读网文并与网友交流。 这种浸

入式的写作过程， 更有利于准确把握

青年群体的文化特色， 使作品挣脱类

型框架。

通过对现实题
材的开拓 ， 文学网
站逐渐突破在单一
领域内过度竞争内
耗严重的局面

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壮大必然

引发更复杂的竞争格局 ， 网文企业

经营策略也需要随之转变 。 对于大

多数文学网站来说 ， 玄幻文是收入

的基础保障 ； 而现实题材作品则是

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 。 因此 ， 文学

网站在资本与政策需求的平衡过程

中 ， 正在从初期粗放的资本导向转

向依据不同需求的市场细分———一

方面面向青少年为主的纯网络受众，

主推玄幻题材和电脑 、 手机屏幕阅

读 ， 形成无所不在的陪伴氛围 ， 致

力于将在线读文变成一种日常网络

使用习惯 ； 另一方面面向传统文艺

评价体系 ， 拓展现实题材 ， 虽然通

过网络路径征集作者 ， 但主要传播

渠道和影响力仍在出版 、 影视等传

统媒体上， 作品面向中年以上读者，

强调对时代主题的顺应和对现实生

活的介入———近年来曾斩获主流奖

项的现实题材作者如 wanglong （《复

兴之路》）、 大地风车 （《上海繁华》）

等 ， 齐橙 （ 《大国重工 》 ） 、 志鸟村

（《大医凌然 》 ） 、 卓牧闲 （ 《朝阳警

事 》） 等近期网络呼声高涨的作者 ，

均在这一方面颇有代表性。

综合多个网站的情况来看， 对于

现实题材创作的鼓励仍对新作发掘起

到了积极作用， 也确实贡献了一批精

彩作品， 如连尚网陈酿颇具地方特色

的 《旷世烟火》， 晋江网随侯珠探讨

亲子问题的 《明月照大江》、 长洱反

映校园生活的 《天才基本法》， 幻想

工场猎衣扬描写海关工作的 《吾辈

当关 》 等 。 虽然在真实生活的映照

下 ， 许多现实题材作品依然显得生

疏 ， 但新人无孔不入的观察和基于

生活的耐心描摹 ， 却为作品提供了

丰富的细节 、 广泛的面向和脚踏实

地的厚重 。 可以说 ， 通过对现实题

材的开拓 ， 文学网站自身也突破了

在单一玄幻领域内过度竞争内耗严

重的局面 ， 不仅扩大市场面向 ， 也

使网络文学在介入生活的过程中更

进一步。

由于牵涉创作主体、 商业资本和

文化导向等多方因素的复合概念， 每

一种外力的介入都会在网络文学中激

起即时且强烈的反响。 当前的网络文

学虽然是大众文学， 却并不适合全民

阅读。 但随着网络文学自身内容的丰

富和文学网站经营的差异化， 网络文

学必然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

需求。 特殊时期， 实体娱乐缺席、 人

际距离强化， 读者更需要大量在线文

娱产品来填充隔离的时空。 在相对稳

定的外部环境， 在线文化经济的强势

增长和大量读者的参与热情之下， 我

们有理由做出 “网络文学百花齐放的

时代正在到来” 的判断。

（作者为北京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一种关注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5 月 6 日 星期三 文艺百家 7责任编辑/邵岭 郭超豪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电视剧对观众痛点的聚焦
已衍生变体形式

电视剧作为一种最接近日常生活
的艺术， 每年都会留给观众许多时代
记忆。 有趣的是近年来， 这些记忆常
常不再只局限于电视剧本身的内容，

而有了更多的衍生变体形式。

对一些人而言， 《安家》 除了是
一部职场剧 ， 还是一个讨论社会热
点和家庭矛盾的聊天室 ； 对另一些
人而言 ， 《清平乐 》 不只是宋仁宗
的生平故事 ， 还是服装 、 道具都可
以拿出来钻研学习的历史课 ； 也还
有人看剧看成了明星见面会 ， 剧情
并不重要 ， 只沉醉于喜爱演员的单
人剪辑……

越来越多的电视剧， 不再只是提
供一次线性的观看， 它们还变成了游
乐场、 辩论台、 素材库……观众越来
越发挥主动的参与性， 使观看电视剧
变成了更综合的文化体验。 这一方面
导致围绕电视剧形成了一个更丰盛的
文化景观， 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今天
电视剧的样貌。

从 看 剧 开 始 ：

当网络取代电视机
成为看剧的主要渠
道之后

曾经， 客厅的中心空间留给电视
机， 晚上的黄金时间盼着电视剧， 电
视是中国家庭的霸主。

而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 ， 改变
了这一切 。 虽然电视机仍是播放
电视剧的一大渠道 ， 但网络平台
的崛起无疑改写了许多观众看剧
的行为模式 。

观看不再局限于匀速线性。 电视
剧太长或者节奏慢 ， 那就 1.5 倍甚
至 2 倍观看。 某个情节需要重复， 比
如 《长安十二时辰》 里某个细节没看
懂， 《春夜》 某个情节太怦然心动，

那就把进度条拖回去再看一遍或者
许多遍 。 重复是一种重要仪式 ， 无
疑会强化观众和剧集之间的认知 、

了解和感情。

如果想了解剧却没时间， 还有从
微博到哔哩哔哩等各大网站的众多视
频博主， 在讲解中带你看完一部电视
剧的主要内容。 十分钟看完 《我的天
才女友》， 两小时重温 《三国演义》，

不仅省时， 还配上讲解， 充分照顾了
浏览参观式的部分观众需求。

而当一个人对着手机或电脑看剧

觉得寂寞， 那也还有各大网站的弹幕
做伴。 人们从客厅群体观剧回到了各
自的电脑或手机前， 却又通过一种虚
拟的方式， 重新寻回一起分享和共同
观赏的趣味。 高潮剧情前有人会在弹
幕里高呼 “前方高能预警”， 喜剧桥
段时则会全屏一起 “哈哈哈哈哈 ”，

虽然观看者看剧的同时看到的评论
文字 ， 往往是之前观看者先前留下
的弹幕 ， 但从用户体验上仿佛有人
在做伴交谈 ， 是当代人的一种孤单
中的不孤单。

在 观 剧 之 后 ：

电视剧不仅仅是谈
资 ， 还是素材库和
原料厂

某种意义上， 电视剧更大的影响
和更广的应用， 发生在观剧之后， 或
者说， 观剧之外。 许多电视剧算不算
红火爆款， 收视率也不再是那么重要
的指标， 观剧之外的行为是否火热，

成为了更重要的评价标准。

一般来说， 直接从剧集中截取的
内容会在剧集播出后最快出现， 包括
但不限于截图、 P 图表情包和片段节
选， 通常会一起组合成新剧集播出后
的讨论热点。 《都挺好》 里苏明成打
苏明玉的片段、 截图等使之飞快跻身
微博热搜， 并最终达到超过四亿的阅
读量 ； 《庆余年 》 中范闲朝堂斗诗
的片段一出， 也是在网络火速流传，

仅在微博就创造了超过七万的讨论
量 ； 《小欢喜 》 的数个真情实感段
落被截取出来 ， 也引起观众的真情
实感， 最后 “# 小欢喜看哭了 #” 的
微博标签 ， 成为一个网友云集讨论
该剧泪点的场所。

而工序更多、 耗时更长的各种衍
生行为在电视剧播出后也渐次出现，

绘制图画、 二次剪辑视频、 同人文学
轮番登场， 内容丰富、 包罗万象。 以
二次剪辑视频为例， 有对原作进行提
炼加工的 ， 比如恋爱甜宠剧 《亲爱
的， 热爱的》， 二次剪辑视频用几分
钟荟萃了它的甜蜜剧情精华； 有对角
色抒发感情的， 比如对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角色齐衡精心剪裁的
单人 MV。 而更有创造力的 ， 则是对
原作进行颠覆性加工， 比如以新闻联
播的方式串讲 《长安十二时辰》， 以
娱乐圈爆料的方式解读 《陈情令 》。

更有与其他文本进行互动， 完全抛却
原作剧情进行解构和混搭的， 比如将
《都挺好 》 的苏大强和 《还珠格格 》

的容嬷嬷搭配出一段爱情故事。 原作
电视剧变成了一方来去自由的空间，

观众可以从中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

并且组合成新的内容。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赛都把
文化中的这种行为称之为“盗猎”。 美
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亨利·詹金斯更是
说：观众们“拥有的不止是从大众文化
中攫取来的针头针脚，相反，他们拥有
的是从媒体提供的原材料上建筑起来
的整个文化体系。 ”

从昔年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重新拼贴剪辑《无极》引起轰动开始，

对影像文本通过剪辑的再次创造，就
一直广泛存在于影视剧的消费和使用
中，而在近年来，更是成为了一种走红
剧集的标配。没有被广泛调侃、没有被
广泛衍生、没有被广泛颠覆，似乎就很
难被承认为现象级的作品。 现实题材
如 《人民的名义 》、古装题材如 《甄嬛
传》，哪怕已经播出数年了，也仍然还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库。 更不
用说类似《三国演义》的诸葛亮阵前说
王朗片段，琼瑶剧的各种经典台词，早
已被反复使用、 重新赋予意义到了登
峰造极。

在这些使用中，电视剧的原意早

已随着时间雨打风吹去， 而文本被挪用
和组合， 搭建出了一座座新的游乐场。

思考剧的本质 ：

电视剧文化功能变迁
的意义与问题

在观众对电视剧的五花八门的使用
背后，反映着多重的文化意义和问题：

首先这些主动参与式的观众行为，有
着个人层面的使用与满足。电视剧制作机
构生产寻求的是大众的共性，所以必然无
法照顾到每位观众的个性。观众可能对电
视剧的节奏、 内容有不被满足的心理需
求，于是通过主动参与的方式，自己定义
观看方式、 甚至自己再创造影视文本，一
定程度上是对影视生产的自我调适和灵
活补充。比如《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三角恋
情以旭凤和锦觅有情人终成眷属告终，但
男二润玉人气极高，于是不乏网友通过二
次剪辑， 给予了润玉和锦觅一个团圆结
局，而圆满了许多人心中的遗憾。

其次，目前这些多样的观众消费电视
剧的方式， 也有着集体层面的认同和狂
欢。很多人不仅是会花样百出地使用剧集，

而且会积极跟他人分享自己的奇思妙想。

表情包、网络段子、恶搞视频等的更大效用
在于传播， 而在传播中还存在着更积极广
泛的互动反馈， 于是就产生了一些社群
化、部落化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
层和文化风景。 在 B 站、微博等传播重镇
搜索《陈情令》《庆余年》等流行剧集，很容
易被各种术语、 缩写等搞得一头雾水，而
这正是对剧集的消费社群化之后形成的
亚文化话语体系。

而所有这些围绕着电视剧产生的极
富生命力的文化活动，也影响着电视剧的
样貌。 从题材上看，是校园爱情、古装穿
越、电竞游戏等大量出现；从手法上看，则
是古装题材日益弱化历史叙述，出现了游
戏化、 景观化等更接近年轻人审美的特
点。 但由此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
观众偏好的简单收割，而缺乏更深层次的
创作调整。比如越来越多都市题材的电视
剧把观众痛点作为卖点，让观众被刺痛甚
至形成争议， 由此收获关注度和热度；比
如再创造中有许多喜剧化的处理，大量的
搞笑甚至“恶搞”视频的出现，显示出了大
众对喜剧文化的偏好，然而在我国当下的
电视剧创作中，喜剧类型电视剧相对稀缺
的现状，却久久无人问津。

（作者为文学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文化产业系讲师）

网络文学如何在介入生活的过程中更进一步
许苗苗

当更多人选择成为参与者而不是观众

杨慧

时至今日， 电视剧的样貌正在发生改变： 校园
爱情、 古装穿越、 电竞游戏等题材大量出现； 古装
题材日益弱化历史叙述， 出现了游戏化、 景观化等
更接近年轻人审美的特点； 越来越多都市题材的电
视剧把观众痛点作为卖点， 让观众被刺痛甚至形成
争议， 由此收获关注度和热度……本文试图从观剧
行为的变迁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新观察

▲《清平乐》剧照

荨《庆余年》剧照

▲ 《上海繁华》

大地风车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茛 《大国重工》

齐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观看行为的改变， 阅读模式的变迁， 以及
受众与文本之间的互动， 会怎样影响大众文艺
的样貌？ 本期文艺百家， 我们以网络文学和电
视剧领域出现的一些变化为样本， 试图对这一
话题进行探讨。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