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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家： 一股崛起的力量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上月，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
作代会一共产生了 210 位全国委
员会委员， 作为一次历史性的突
破， 唐家三少、 天蚕土豆、 血红、
蔡骏、 蒋胜男、 耳根、 天下尘埃、
阿菩、 跳舞等网络作家进入中国
作协第九届全委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
上 海 大 学 中 文 系 教 授 葛 红 兵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他 对 这
些 网 络 作 家 进 入 中 国 作 协 第 九
届 全 委 会 并 不 惊 讶 ， 他 认 为 这
是 网 络 文 学 发 展 的 趋 势 ：
“2007 年 中 国 网 络 文 学 的 创 作
量和阅读量占 50%， 2013 年网
络 文 学 的 创 作 量 和 阅 读 量 超 过
70%， 到今天 ， 网络文学的创作
量 和 阅 读 量 已 经 超 过 80% ， 到
了占绝对优势阶段 。”

“网络作家正在不断获得社
会的认可， 在中国作协里所占的
比例还会不断提升。 这个提升首
先从普通会员开始， 现在网络作
家在中国作协里占 10%左右， 未
来 5 年内， 我个人认为会上升到
50%以上 。 因为网络文学更年轻
更活跃，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
文学的未来。” 葛红兵说。

从 “放养式” 到 “规整化”

2003 年开始网络写作 ， 如今成为

网络玄幻领域里最具人气的作家血红，
是这次进入了中国作协全委会的网络作

家之一。
“在传统的文学领域， 网络文学没

有认知和生存的土壤。 我最初写网文的

时候， 整个社会不了解我们写的东西，
感觉是纯粹胡编乱造的。 后来随着互联

网的不断普及， 我们跟外界的交流也变

多了， 再加上国内引进的漫威宇宙大制

作的电影， 如 《钢铁侠》 《雷神》 《复
仇者联盟》 等取得很高的票房成绩。 社

会开始正视网络文学， 学者开始研究网

络文学， 公众逐渐认可网络文学。” 血

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血红原名刘炜， 湖南常德人， 毕业

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他认为自己是一

个典型的 “理工男”： 大多数时间宅在

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
读大学之前， 由于没有接触到互联

网， 血红经常抱在手边 “啃” 的书是金

庸、 古龙、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最初接

触到玄幻类的文章， 还是在血红的大学

期间： “进入大学后， 拉了校园网有电

脑以后就追着一些西方玄幻类 的 书 看

了， 《龙枪》 《黑暗精灵三部曲》 等。
当时感觉特别新奇， 尤其是萨尔瓦多的

《黑暗精灵三部曲》， 以黑暗精灵崔斯特

为主角描写了他厌倦了故乡的争斗， 离

开地底并在地面开始新的生活的故事。
一开篇就是黑暗精灵的巡逻兵骑着一头

大蜥蜴， 倒挂在洞穴的天花板上行走。
那种感觉跟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不论是

从风格上或是画面感上来说都是截然不

同的。”
2003 年 ， 中国的网络写作正处于

起步阶段， 还没有专门的网站， 网络作

家都是在论坛上以发帖子的形 式 “贴

出” 自己的文章， 每更新文章一章节就

在论坛里更新一帖。 血红称这段时期为

网络文学的 “放养式” 阶段： “发完帖

子几天后很容易在几十万个帖子里找不

到自己的文章了 ， 有时候网友 兴 趣 来

了， 给你建个合辑， 你更新一章他帮你

复制放在书的合辑里 。 管理人 员 和 编

辑， 都是出于爱好的网友聚在一起， 不

求回报义务帮忙管理的 。 在那 种 情 况

下， 很多写得很好的书因为没人整理，
也就散掉了。 不像现在， 有专门的网站

和管理人员， 更新也是一章章很规整的

更新。”
血红是伴随着中国网络文学一路成

长的网络写作者， 对于中国网络写作环

境 的 发 展 变 化 ， 血 红 是 感 同 身 受 的 ：
“现在来看网络文学的环境， 规则更加

完善但是竞争压力也变得更大。 网络文

学的起步阶段是 ‘放养式’， 在那种情

况下， 一本书的好坏衡量标准完全是靠

读者的口碑， 几百几千个读者说这本书

写得好， 大家便蜂拥而至来看。 现在衡

量一本书好不好， 除了读者的口碑外，
还包括这本书的点击率、 订阅量、 改编

的价值 、 IP 价值 、 各种榜单排名等各

方面综合数据的衡量。”
这次进入中 国 作 协 全 委 会 的 “80

后” 网络作家耳根， 是网络文学中仙侠

类型小说的一面旗帜。 耳根原名刘勇，
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

耳根起步比以血红为代表的第一代

网络作家迟得多， 他正式开始从事网络

写作是 2009 年， 当时已经进入网络文

学的成熟期。 但是他凭借第一部仙侠作

品 《仙逆》 成为网络小说 “大神”， 正

版点击总数已过 8 亿， 《求魔》 登陆百

度小说风云榜前三 ， 《我欲封 天 》 在

2015 年始终占据各大网络小说排行榜

第一名。
耳根告诉记者， 一开始他也只是在

“起点中文网” （国内最大的文字阅读

与写作平台） 守着网文 “大神” 们更新

的一个 “小粉丝”， 当记者问， 怎么会

从 “粉丝 ” 变成 “网络作家 ”？ 他说 ：
“当时起点网站大力宣传网络写作， 推

出一批比较励志的网络作家， 看到那些

作家的时候我很心动。 加上我之前追的

一些网络小说经常断章， 我就想试试自

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虽然现在对网络文学有多重衡量标

准， 但是耳根仍然把读者看得很重。 他

会在微博上和粉丝保持互动， 也会在一

线城市和高校里举办读者见面会： “读
者的想法很关键， 我也想通过与读者的

互动让社会更加关注网络文学。”
关于近几年来网络文学 和 网 络 作

家在社会地位的转变 ， 耳根在 之 前 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个小故事 ： 刚 从

事网络写作的时候 ， 有一天 ， 耳 根 的

女儿上幼儿园回来 。 幼儿园要 求 家 长

填一张表 ， 上面包括父母的职 业 。 耳

根看着 “父亲职业 ” 那 一 栏 ， 竟 不 知

该写什么 。 “我不知道我该不 该 写 她

的父亲是一位网络作家 ， 我拥 有 成 百

上千万的读者 ， 我以双手劳动 创 造 属

于我的收入 ， 可我的职业却没 有 被 承

认 。 从那刻起我意识到一个行 业 的 发

展需要奠基者 ， 从那刻起我积 极 加 入

市作协 、 省作协 ， 最终成为了 中 国 作

协的一员。”
到了今天 ， 他 笑 言 女 儿 再 要 他 填

表 ， 他 会 毫 无 犹 豫 地 写 上 “ 网 络 作

家”， 还说不定会把笔名写上去。
“现在网络文学已经发展成为独属

于中国的文学 。 中国有几百万 网 络 作

家， 这么大的创作群体必然会迸发出好

的文章 ， 再加上国家对网络文 学 的 重

视， 都使得网络文学逐渐被社会大众所

认可。” 耳根说。

传统文坛的 “闯入者”

被称为 “中国最佳悬疑作家” 的蔡

骏， 今年也成为了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

会委员 。 2000 年 ， 蔡骏第一次在网络

上发表短篇小说 《天宝大球场的陷落》；
2001 年 ， 在 “榕树下 ” 网站连载长篇

小说 《病毒》， 成为中文互联网首部长

篇悬疑小说。 多年来， 蔡骏一直在探索

悬疑写作的更多可能性， 他认为自己是

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 “跨界作家 ”：
早期以网络发表为主 ， 现在以 出 版 为

主。 从早期的惊悚悬疑到心理悬疑， 再

到现实题材的介入， 他在不同场合都说

起自己对未来写作的 “雄心壮志”， 他

希望自己不仅能写 “中国的故事”， 更

能写出 “中国故事”。
关于 “中 国 的 故 事 ” 和 “中 国 故

事 ” 的 区 别 ， 蔡 骏 是 这 样 理 解 的 ：
“在当下的网络文学中， 除了少数的类

型 ， 比如职场类和都市类 ， 是 很 难 看

到 ‘中国故事 ’ 的 。 即便是职 场 类 和

都市类 ， 也很难反映当下中国 一 些 真

正的问题 。 ‘中国的故事 ’ 和 ‘中 国

故事 ’ 的区别在于 ， 任何现实 题 材 都

是中国的故事 ， 哪怕在电视上 看 到 的

婆媳剧 ， 它也是中国的故事 ， 但 未 必

是 ‘中国故事’。 我理解中的 ‘中国故

事 ’ 是要把握住中国的命脉 ， 一 定 是

要深刻的反映出这个时代人们 的 喜 怒

哀乐的 ， 反映出一些时代的问 题 和 一

些集体记忆的故事。”
写 小 说 ， 有 人 认 为 最 重 要 的 是 灵

感 ， 也有人认为是技巧 ， 还有 人 认 为

是 天 赋 ， 但 蔡 骏 觉 得 最 重 要 的 是 耐

心 。 “灵感 、 技巧 、 天赋这些 都 很 重

要 ， 而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耐 心 。 我

写一个二十万字的小说 ， 我写 提 纲 会

写好几万字 ， 真正写完一本小 说 实 际

上是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规划 ， 这 样 的

一个规划需要人的耐心 。”
近日， 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布，

蔡骏凭借其作品 《最漫长的那一夜》 中

的短篇小说 《眼泪石》 获短篇小说提名

奖。 颁奖词写着： 这篇小说是对传统文

坛的大胆闯入 ， 蔡骏带着凄美 的 想 象

力， 解放了人们的阅读， 也是对郁达夫

小说风格的承接。
作为评委之一， 第九届 “茅盾文学

奖” 获得者金宇澄对 《眼泪石》 如是评

价： 探索叙事的新形式， 嫁接于个人的

阅读世界， 使这部小说的审美， 溢出奇

异的质感， 作者眼中的图景， 混淆了更

为复杂的色调和多声部效果 ， 非 梦 非

醒， 亦新亦旧， 相当可读。
《最漫长的那一夜》 是蔡骏创作至

今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 该书共 2 季，
共收录 33 夜故 事 。 第 24 夜 的 《眼 泪

石》 将目光投向底层人群， 以底层农民

工的留守女孩 “珂赛特 ” 为小 说 主 人

公， 通过超现实的手法反映现实：
珂赛特， 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不知道爸爸是谁。 那时候， 妈妈

在这里上班， 就是那家店， 他们都记得

我妈———小女孩指了指隔壁的足浴店。
后来啊， 她去了一个叫东莞的地方， 再

也没回来看过我。
对于郁达夫小说奖颁奖 词 “对 传

统 文 坛 的 闯 入 ” 的 评 价 ， 蔡 骏 表 示 ：
“之前我的作品不被认为是纯文学， 或

者说不属于传统文学作品 ， 所 以 传 统

文坛会认为我是一个外来者 ， 进 入 了

他 们 的 圈 子 。 另 外 ， 从 文 本 上 来 说 ，
我的作品不管写成什么样都带 有 我 个

人的风格和特点 ， 这可能对传 统 文 坛

来说是非常特别的。”
蔡骏告诉记者， 中国的悬疑小说相

比较欧美、 日本来说虽然仍然有差距，
但已经算发展比较快了： “因为我们起

步 比 较 晚 ， 2001 年 ， 我 在 ‘榕 树 下 ’
网站首发的 《病毒》， 是中国首部互联

网悬疑小说。 到现在， 中国悬疑小说界

已经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即

便是按照欧美的标准， 中国的悬疑小说

依然有自己的特色， 将来也会形成中国

的风格。”
“网络文学” 和 “传统文学” 经常

会被拿来对比， 当记者问葛红兵教授网

络 文 学 与 传 统 文 学 的 区 别 时 ， 他 说 ：
“从本质上来看，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没

区别 ， 但是在现象上有区别 ： 第一 ， 网

络文学更青春 ， 网络作家群队伍也很年

轻 ， 贴近青年 ； 第二 ， 网络文学更贴近

市场 ， 中国的网络文学就相当于美国的

好莱坞电影 ， 产业化发展最好 ， 国际影

响力大 ； 第三 ， 网络文学类型多 ， 近五

六年内 ， 中国的网络小说有二十几种类

型 。 纯文学主要以探索性 、 现实主义作

品为主 。 中国网络文学还是全世界网络

文学的标杆 ， 比如玄幻小说最早产生在

英 国 ， 但 是 目 前 中 国 发 展 最 好 ； 第 四 ，
生产机制的不同 ， 网络文学由网站和作

者生产 、 读者参与为主 ， 而传统的文学

则是作者单独写作由编辑挑选为主 。 此

外 ， 网络文学还有个特点 ， 文章篇幅较

长， 一般都有几百万字。”

网络文学是想象力的发源地

最近， “中国网文在欧美受捧” 的话

题在网络上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2014
年诞生、 主要翻译中国网文作品的英文网

站 “Wuxiaworld （武侠世界 ）” 的 全 球 网

站排名在 1500 名左右。 相比之下， 国内

领先的原创文学门户网站的 “起点中文

网” 的全球排名则在 4700 名左右。
此外， “Wuxiaworld” 翻译速度已经

基本接近网站 “更文” 速度， 每天吸引着

数以万计的来自美国、 菲律宾、 加拿大、
印尼、 英国等八十几个国家的读者追更。

作为网络作家里的 “领军人物”， 血

红也关注到了 “Wuxiaworld”， 他 对 记 者

说： “我还看了几个国外网友的书评， 很

多外国网友评论说从中国传播过去的网文

比 《哈利·波特》 好看多了。”
在血红看来， 中国人在写文学作品时

比西方人更具有想象力。 “西方作家作品

中 ， 他们觉得没有翅膀的东西就飞不起

来。 而像中国的先人， 一片白云我就飞天

上去了。 在对神兽的描述方面， 西方人能

想象的就是龙、 凤凰、 独角兽这三种， 在

中国， 《山海经》 里面的珍禽异兽就有上

百种。”
“网络文学是想象力的发源地， 只要

是需要想象力的地方 ， 网络文学都能提

供。 网络文学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无数的

渠道按照需求在这个种子上开出各种各样

的花。 漫画需要好的脚本、 动画需要好的

故事、 电影需要非常吸引人的元素， 而网

络文学能提供这一切。 包括人物的设定、
种族的设定， 各种各样天翻地覆的想象，
甚至包括舞台剧。” 血红说。

目前 “Wuxiaworld” 小说阅读网站共

翻译了 6 部最火的网络小说， 其中就有耳

根的 《我欲封天》。 谈到网络文学在海外

市场的大热， 耳根对记者说： “海外市场

是中国网络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片， 有一天

某个好莱坞大片拍一个中国仙侠故事， 那

看起来也挺不错的。”
关于 “想象力”， 蔡骏也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受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

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的影响， 他也喜欢在

文学作品中运用更多的想象力。 “每个人

都处在日常生活之中， 碰到的就是这些事

情， 即使没有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我们

也能自己感知。 如果这些文学现实可以结

合更多的想象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

是 ‘脑洞’， 那才能真正具备一些超出现

实之上的价值。”
在蔡骏办公室的墙上 ， 记者看到了

加 西 亚·马 尔 克 斯 和 斯 蒂 芬·金 的 照 片 。
蔡 骏 说 ， 这 是 他 最 为 欣 赏 的 两 位 大 师 。
“斯蒂芬·金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精神层

面 ， 他给我传递的精神是 ： 不管多么绝

望都不要放弃希望 。 他的作品一定要有

极 强 的 耐 力 ， 从 头 到 尾 仔 仔 细 细 读 完 ，
否则你将半途而废 。 只要你能读到斯蒂

芬·金的结尾， 那么他带给你的震撼将是

无与伦比的。”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文学逐渐被社

会所接纳和认可， 从 2010 年起， 网络

作 家 开 始 加 入 各 地 的 作 协 。 2014 年 ，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 产生了上海网

络作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作家陈

村当选为会长， 血红、 蔡骏是副会长。
在葛红兵看来， 上海是 “网络文学

的最高地”。 他说： “这次网络作家在

全国作代会上的表现也说明上海在网络

文学领域影响力比较大， 走在全国的前

列。 上海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制高点、 最

高地 。 上海有中国最大的 网 络 文 学 机

构， 也有最大的 IP 文学培养机构。”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网络

作家协会会长陈村接受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作家协会” 是一个 ‘以文会友’
的地方。 他说： “以前作协的成员年龄

相对较大 ， 35 岁以下的比较少 ， 网络

作家协会的成立吸引了更 多 的 年 轻 作

家， 这是件好事情。 网络作家加入作协

是我们的荣誉， 说明他们认同我们的团

体作用。 通过作协途径认识的关系也许

很浅， 但是这份联系对人的一生作用可

能看起来更大 ， 我就有很多 ‘文友’ 最

后变成我的终身朋友。”
陈村特地跟记者强调， 上海作为网

络文学的重镇， 可以吸纳全国的网络作

家， 都可以成为上海网络作家协会的会

员， 并不局限于上海本地。
网络 文 学 在 近 些 年 飞 速 发 展 ， 在

文 学 领 域 占 据 着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地 位 ，
但是量的优势是否等于质 的 优 势 ？ 葛

红兵表示 ： “上月 ， 中国 作 协 网 络 文

学委员会上海研究培训基 地 在 上 海 大

学挂牌 ， 通过网络作家培 训 ， 引 导 和

鼓励网络文学作家坚持先 进 文 化 的 前

进方向 ， 了解文学创作包 括 网 络 文 学

创作的发展潮流和基本态 势 ， 提 高 网

络文学创作的知识和技巧 和 关 注 社 会

现实的能力。”
血红 也 告 诉 记 者 ： “网 络 作 者 对

自己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 为 了 写 一

段故事 ， 有些人会花三四 个 月 去 查 资

料 ； 为了描述一场战役 ， 有 些 人 能 够

跑到战争发生的地方去收 集 几 十 年 前

的资料； 有些作者为了体验丝绸之路，
会和几个朋友相伴顺着丝 绸 之 路 ， 最

远走到中亚去了 ； 也有些 写 历 史 类 的

作者 ， 沿着红军走过的路 ， 两 万 五 千

里也绕。”
而蔡骏不仅是一个 “高 产 作 家 ”，

也是一个 “畅销书作家”。 22 岁开始发

表小说， 连续十三年保持中国悬疑小说

最高畅销纪录， 至今已出版中长篇小

说 20 多 部 ， 如 《人 间 》 《旋 转 门 》
《幽灵客栈》 《谋杀似水年华》 等。 实

体书总销量突破 1400 万册， 作品在全

球拥有几千万读者。
网络文学现在已成为一门独立的

文体， 这类文学作品以网络收费的方

式连载 ， 一部作品一般是上百 万 字 ，
类型也很集中， 包括玄幻、 奇幻、 武

侠、 仙侠、 都市、 科幻、 职场类。 不

可否认的是， 网络文学丰富了中国文

学的形态， 让更多的中国人有了更多

的阅读习惯， 能把几百万字读下去。
无论是网络写作者还是网络文学

研究者， 在采访的过程中都向记者表

达了一个观点： 网络文学是中国的特

色文学类型， 它在中国的发展是独树

一帜的。 为什么其他国家难以发展起

来网络文学？
对 此 ， 蔡 骏 向 记 者 表 达 了 自 己

的 见 解 ： “外 国 传 统 文 学 的 畅 销 书

机 制 很 强 大 ， 使 得 外 国 优 秀 的 作 家

没 有 必 要 通 过 网 络 的 形 式 去 创 作 。
在 美 国 ， 一 本 畅 销 书 的 量 远 远 超 过

中 国 畅 销 书 的 量 ； 另 外 ， 中 国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高 ， 给 了 网 络 文 学 很 大 的

发 展 的 空 间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网 络

文 学 能 够 打 破 文 学 阅 读 的 差 距 ， 它

的 获 取 成 本 低 ， 普 通 读 者 也 有 机 会

读 ， 形 式 和 内 容 又 很 符 合 当 下 的 很

多 读 者 的 阅 读 口 味 。 我 还 思 考 过 一

个 问 题 ： 印 度 这 个 国 家 人 口 也 很

多 ， 互 联 网 也 还 可 以 ， 为 什 么 印 度

没 有 发 达 的 网 络 文 学 ？ 我 觉 得 很 重

要 的 一 点 是 中 国 有 统 一 的 语 言 和 文

字 ， 这 个 在 其 他 国 家 是 做 不 到 的 ，
印 度 国 家 内 部 就 存 在 文 字 壁 垒 和 语

言 壁 垒 。 欧 洲 更 不 用 说 ， 各 国 语 言

不 统 一 的 情 况 下 受 众 人 数 自 然 也 会

变 少 。 中 国 人 口 基 数 大 ， 一 本 书 有

几 百 万 甚 至 是 几 千 万 读 者 在 读 ， 每

个 人 只 要 付 出 很 少 的 成 本 就 能 够 支

撑 起 一 本 书 或 者 一 个 产 业 。”
对于网络文学今后的发展， 葛红兵

表示： “首先， 网络文学要真正做到和

市场结合， 用产业化的方式去发展。 这

就需要国家给网络文学宽松的环境， 给

民营网站准入许可， 促进网络文学的繁

荣； 其次， 网络作家要进一步提高创

作质量 ， 如成立网络作家培训 基 地 、
论坛等形式； 最后， 国家塑造更好的

版权环境， 网络文学的发展依赖版权

保护， 要严厉打击盗版。”

上海是网络文学的高地

血红 耳根 蔡骏 唐家三少 蒋胜男天蚕土豆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