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旸

七星彩第 1714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7 4 5 2 0 0 0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20 11702 元

三等奖 180 1800 元

四等奖 2530 300 元

五等奖 29925 20 元

六等奖 281011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3106398.65 元

排列 5 第 1733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1 0 5 6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733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1 0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上海文化行业人才招聘会举行
本报讯 由上海市宣传系统人才交

流中心主办的 2018 年上海文化行业人

才招聘洽谈会首次线下面试洽谈会， 于

昨天下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

院 2 号楼 5 楼 （柳州路 981 号） 顺利举

行。 活动共收到 2 万余份报名简历， 主

办方从中遴选出近千名候选人与本市宣

传文化行业的企事业单位代表在当天进

行了一对一的面试洽谈。
作为 2018 年上海文化行业人才招

聘洽谈会的核心环节， 此次面试洽谈会

的举行， 标志着本届招聘会全面拉开了

帷幕。 本届招聘会共吸引了上海报业集

团、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单位在内的本

市宣传系统和文化行业 60 余家企事业

单位报名参会， 招聘岗位近 350 个， 人

才需求总量达 538 名。
主办方采取公益性的网络新媒体招

聘信息发布， 结合知名文化单位招聘宣

讲和定向邀约线下面试洽谈的模式， 为

招聘单位和应聘者营造全新的招应聘体

验。 本届招聘会的信息自 2017 年 11 月

上旬起在 “文化人才在线 ” “上 海 发

布” 等微信公众号和智联招聘、 前程无

忧等专业招聘网站上发布以后， 点击量

超过 10 万次， 主办方承诺将及时根据

各招聘单位的岗位要求， 对报名应聘者

进行筛选， 向招聘单位推送合适的应聘

人员简历。
同时， 主办方还将根据实际需求，

择机为与会单位和应聘者提供 “专业面

试咨询” “岗位定向推荐” 和 “人才信

息储备” 等公益性服务。

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在沪开幕
本报讯 （记者朱颖婕） 以 “携手新

时代 ， 共筑中国梦 ” 为主题的 第 二 届

“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 昨天在上海开

幕。 电影节由教育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主办，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单位

承办。
据悉， 即日起至 16 日， 广大中小

学 生 将 有 机 会 参 与 “优 秀 影 片 展 映 ”
“微电影征集与评选” “电影教育进课

堂 ” “影视教育主 题 论 坛 ” “影 视 教

育观摩考察 ” “电影周开闭幕 式 ” 六

大板块 60 项精彩影视活动。 电影周期

间 ， 主办方将通 过 影 院 、 电视 、 网络

等多种渠道， 推广一系列优秀影片， 并

邀请学生在官方网站投票评选 “最喜爱

的电影”， 结果将在 16 日举办的闭幕式

上公布。
与 2015 年第一届 “全国中小学生

电影周” 相比， 本届电影周向全国中小

学生推介的影片数量从 16 部增加到了

31 部。 其中， 影院展映部分共推介了

16 部类型丰富的影片， 包括 《战狼 2》
《湄公河行动》 《建军大业》 等一批口

碑佳作； 动画片则是经典与创新结合，
选取了 《大闹天宫》 （复映版） 和 《摇
滚藏獒》 两部影片； 不久前在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获奖的两部儿童

片 《天籁梦想》 《旋风女队》 以及入围

影片 《麦豆的夏天》 也成为了本次的展

映片目 ； 纪录片则有 《我在故 宫 修 文

物》 和 《地球： 神奇的一天》。 另外 15
部影片主要以儿童片为主， 将通过电视

台、 网络和校园院线等方式进行展映。
电影周还将征集各地中小学生拍摄的微

电影作品， 上传到官方网站供学生点播

观看。

小说在说书人嘴里、民间土台子上
莫言、陈思和沪上对话，聚焦从传统精华取经，为创作打开广阔维度

剧本 《锦 衣 》中 的 戏 曲 小 调 亦 俗

亦雅、《檀香刑》 中生生不息的茂腔、
《生死疲劳》在章回体中书写“六道轮

回” ……小说家莫言似乎相当擅于从

民间文艺资源中“变戏法”。 具体怎么

个变法？ 如何最大限度激活继承本土

文学的优秀传统？ 这是许多作家无法

回避的现实问题。
昨天在沪举行的思南读书会，因

作家莫言与评论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陈思和的对谈，现场几乎“站无虚

席”，互动踊跃。不少读者发现，莫言的

文学创作曾受福克纳、 马尔克斯等外

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作家本人并不讳

言，但他同时强调，不能让这“两座西

方灼热的火炉”挤压了叙事空间，文学

创新离不开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创造性

吸纳，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学、不熟悉传

统文化，那么创新只能是缘木求鱼。
在陈思和看来， 以莫言小说创作

为参照，其作品中的魔幻变异、荒诞元

素，都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关联。
当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

熟、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浅尝辄止到深

度开掘、探索和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创

作将迸发出更长久深远的生命力。

有出息的中国作家要写
出民族特色来

“我的故乡山东高密号称有四宝：剪
纸、木板年画、茂腔、泥塑，这些民间艺术

是我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莫言笑称，
民间生活包罗万象，除了“四宝”，故乡独

特的人文风貌、方言对话等，都是活色生

香的文学资源。 他小说和剧作中所呈现

的民间传说、故乡风情、奇闻异事、乡土

小调，既是童年时代记忆和幻想的产物，
更是民间传统和文学的拓展升华。

比如长篇小说《檀香刑》让山东地方

戏之一茂腔为人所知，眼下《檀香刑》被

改编成歌剧巡演； 不少中短篇创造性运

用 《西游记》《聊斋》 等古代小说中的动

物、幻境等神秘意象，使作品的现实批判

性包裹在丰富叙事艺术中；话剧剧本《我
们的荆轲》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以

现代思想对耳熟能详的历史传奇展开再

创造。 “小说故事在说书人的嘴巴里，在
民间的土台子上。 ”莫言认为，民间生活

是艺术创作的原料库， 一味模仿西方的

文学创作是没有出息的， 必须写出具有

民族特色、作者辨识度的作品，才能为创

作打开面向大地的广阔维度。
在莫言看来，所谓文学传统，实际上

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体现在一部部文学

遗产里， 是印到纸上或刻在碑上的文学

作品，另一层面没有印成书，在民间以口

头方式一代代传承， 可能来自集市上的

民间说书人、 生产队的饲养棚， 口口流

传。 “民间是广泛的概念，上海难道就没

有民间吗？ 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 ”
充分利用民间乡土资源， 需要每个

作者都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 熟悉周围

的事， 善于从生活中捕捉故事情节， 并

从民间对话中提炼出文学语言。 评论家

陈思和以莫言小说 《生死疲劳》 为例：
“莫言读过大量山东地区民间故事、 小

说 ， 最著名的就是蒲松龄的 《聊 斋 志

异》， 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动物， 牛会

说话、 驴子会谈心， 这都可以归纳到中

国文化传统。”

文学谱系中的古典传统
被激活，焕发出现代生命力

不过，光一味“还原式”借用传统文

化，还不够。在评论界看来，民族土壤、民
间文化元气，要焕发出现代生命力，需融

合现代审美观念与写作风格。
对此，陈思和深有感触。他以莫言成

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为例，作品的现代

思维和审美方式 ， 并没有给人 一 种 很

“土”的感觉，“莫言的叙事，把文本做

得非常复杂，有对民间文化的提升，还
有丰饶的意象”。 换句话说，建立在乡

村故事基础上的优秀小说， 本身也应

是充满开放性、不封闭的。
最近， 莫言发表在 《人民文学》

的剧本新作 《锦衣》， 正是基于民间

故事的改编， 运用戏曲小调形式展现

民间智慧和嬉笑怒骂， 半唱半白之间

亦俗亦雅 ， 烟火气缭 绕 ， 原 生 态 式

语言活力释放得淋漓尽致。 “盐行里

挑回盐一担，一篓在后一篓前。 世上

的活儿千千万，今日方知挑担难。 一

脸泪，浑身汗，腿儿颤，腰儿酸，肩膀疼

痛如火煎……”“锦衣” 这一极富传统

意义的民间符 号 和 “人 鸡 幻 化 ” 传

说， 为世态人情插上想象的翅膀， 不

仅赋予民间以野性和真实， 也让这部

历史传奇文本变成了观照当下的 “警
世文本”。

有评论家评价， 深耕 “高密东北

乡”这片沃土的同时，莫言借力传统艺

术资源， 用地域化的人物景观凿出了

一口紧贴生活的深井， 这为当下创作

带来不少启发。恰如陈思和所说，一个

作家首先要关注的就是现实生活，在

生活当中来体察书写人心， 找到民族

文化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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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10岁滑稽戏找回年轻的笑声
主题论坛在沪召开，名家齐聚探讨未来发展思路

网络时代传播速度飞升， 经过短时

间发酵， 一则新闻就能被网友生发成无

数趣味段子。在这个全民唱滑稽的时代，
传统滑稽戏该去往何处？ 在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看来， 观众的流

失与题材的老化是目前滑稽戏市场面对

的最大挑战。 探索未来滑稽戏的观众在

哪里，新观众需要什么，是当下滑稽戏必

须攻下的课题。
昨天，“共话滑稽百年情 续写时代

新篇章”主题论坛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
王汝刚、童双春等滑稽戏表演艺术家，与
艺术评论家、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回顾滑

稽戏的历史，思考当下面临的问题，探讨

未来发展思路。 今年是滑稽戏诞生 110
周年， 这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剧种经历

过辉煌，也陷入过低谷。
今年举行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喜剧节

特设了滑稽戏展演板块， 从11月17日到

昨天为止的20多天里， 来自全国的七家

滑稽剧团拿出了绝活，在ET聚场上演了

14场滑稽戏，其中既有原创剧目，又有经

典获奖剧目。令人惊喜的是，关注当下人

民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占主流， 养老话

题、 代际婚恋观冲突等话题被搬上滑稽

戏舞台，颇具社会意义。 展演中，有的戏

观众笑了一百多次，有的戏却笑声寥寥。
“走过百年历史的滑稽戏，如何收获年轻

的笑声”———成为论坛的核心话题。
毛时安说：“滑稽戏要俯下身段去了

解当下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关心什么，
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可笑的、好

玩的事情。 ”在业内人士看来，滑稽戏不

好笑、不滑稽的背后，揭示了滑稽戏领域

优秀人才与好作品的断层危机 。 “以

前， 只要讲到老艺术家的名字， 他们的

方言特色、 表演特点会立马浮现在我们

脑中 。” 王汝刚认为 ， 滑稽戏要发展 ，
方言与唱腔这些基本功不能丢。 对当下

年轻滑稽戏演员提出要求的还有上海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刘文国， 他认为在专业

技能之外， 年轻演员要向前辈学习的还

有那份沉下心来创作的职业精神。 “过

去好的滑稽戏作品， 往往需要滑稽戏演

员共同参与创作， 但现在的年轻演员都

很 ‘忙’， 在舞台艺术创作上花费的时

间又有多少？ ”
“滑稽戏不噱，比什么戏都难看，但

噱过头，又显得庸俗。”童双春道出了“尴
尬”背后的另一层无奈。 他认为，笑是滑

稽戏的“魂”，但这笑声中考验的是滑稽

从业者的分寸感。 “对滑稽戏的各方面

都要严格要求，包括演员的基本功与学

历。 滑稽戏是文化艺术，如果文化不提

高我们怎么样能引起观众共鸣？ ”
近年来， 不少滑稽戏为了追求思想

深度， 在内容与舞台呈现上与话剧越走

越近， 这也是让滑稽戏笑声渐失的原因

之一。上戏教授荣广润表示，追求思想深

度与教育意义的滑稽戏， 在创作理念上

更要把握好“正与谐”“理与趣”的关系。
“写正面题材的时候一定要让正面人物

拥有喜剧性， 让人物掉到巧妙的喜剧情

景里去，而不是让他们板着脸、端着架子

讲道理。 ”

激励更多青少年投身科创活动
30名中小学生当选为2017年上海少科院“小院士”

本报讯 （记者张鹏） 身穿学士服、
头戴学士帽 ， 30 名热爱科学 、 投身科

技创新的中小学生昨天从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凯先和王恩多手中接过 奖 牌 和 证

书———他们成为了 2017 年 “上海少年

科学院小院士”。 在 “科承梦想， 创新

时代” ———上海少年科学院成立十五周

年暨 2017 年 “小院士” 推选展示活动

上， 陈凯先院士鼓励这些科创小达人要

树立伟大理想， 不断钻研， 不断造福社

会、 建设国家、 实现中国梦。
上海少年科学院设在上海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 是组织开展少年儿童科普活

动的实训基地和指导中心。 今年， “上
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推选活动共收到

全市 14 个区 168 所中小学推荐的 308
名候选人， 通过书面初审、 面试复审等

环节， 在 “终审科博会” 上， 由两院院

士带领的评委组与选手们自由交流， 综

合考量选手课题和科学素养。 最终， 来

自松江区车墩学校的山晓语等 20 名小

学生以及来自宝山实验学校的马艺琴等

10 名初中生被推选为 2017 年 “上海少

年科学院小院士”。 终审评委之一的陈

凯先院士介绍， 上海还将成立 “小院士

宣讲团”， 通过展示 “小院士” 的风采

和成果， 激励更多的青少年投身科创活

动中。
十五年来， 少科院的活动参与面逐

步扩大， 影响力不断提升。 评选 “上海

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已经成为少科院的

品牌活动， 如今， 141 名 “小院士” 从

少科院走出， 在不同的校园里继续开展

科学探索。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说： “科技

创新人才不在于他们毕业于哪个名牌院

校， 而是他们身上有从小就培养出的，
对于科学的无限热爱。”

百亩池森
一片火红

初冬时节， 上海青浦区

青西郊野公园水上森林近百

亩池森一片火红， 如 “童话

森林” 美不胜收， 令人流连

忘返。
图为青西郊野公园水上

森林12 月 9 日航拍图。
图/东方 IC

用爱点亮生命里最后一公里暖光
（上接第一版）
“只想她太太平平， 没有痛苦地过

去。” 女儿孙女士悄悄地说。
大医院医生给出的生命预判是 “还

有三个月 ”， 卜婆婆眼看要 “活过头 ”
了，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她并不知道

这次住院的真正原因———得了肾癌。
安宁疗护的理念来自海外， 病人的

知情权很被看重。 不过， 在中国， 像卜

婆婆这样的病人很多 ， 在人生 最 后 一

程， 他们被善意地蒙在鼓里。
安宁疗护是医学领域的崭新命题，

很多问题并没有很好的答案。 迎园医院

的安宁疗护科也正在探索之中。
五年间， 这里接待恶性肿瘤晚期患

者 313 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三至六个

月内 “远行”， 也有人是以天计的。
生 命 在 这 里 进 入 真 正 的 倒 计 时 。

“有些病人胆小，会说‘医生，让我握着你

的手，我能感受到力量’。我明白，这有对

死亡的恐惧 ， 也有对亲人的留 恋 与 不

舍。”护士长陈烨说。安宁病床开设之初，
1983 年出生的她作为全院最年轻的护

士长，主动请缨踏入这个陌生领域。
如今， 陈烨却是安宁疗护科年纪最

大的护士长， 这里护士多是 90 后乃至

95 后。 这支 15 人的年轻医务团队从零

开始， 努力探索如何为生命燃起最后的

微光。

为病人拓展生命的宽度

陈烨说 ， 安 宁 护 理 70%的 工 作 是

疼痛护理。 晚期癌症引发的癌痛会让人

痛不欲生， 并由此引发抑郁、 睡眠障碍

等各种问题。 为此， 他们需要配合药物

疗法、 非药物疗法、 音乐疗法等改善患

者的疼痛， 以及相应的睡眠、 情绪。
“我没法改变你的寿命， 但我们至

少努力让你在最后的时刻舒服一些。”陈
烨说，迎园的安宁疗护病区也是上海首批

规范化癌症镇痛病房，现有个性化镇痛方

案已能缓解大部分疼痛，尽最大可能让患

者“没有痛苦，更有尊严地离开”。
但， 这些就够了吗？ 安宁疗护病区

还能做什么？
今年 7 月， 这里收治了一个晚期胃

癌的老伯， 大家管他叫老王。 老王性格

孤僻， 偶尔来探望的只有邻居。 从邻居

口中 ， 陈烨知道 ， 老王的女儿 要 临 产

了， 但因为老王早年离异， 与女儿的关

系不好， 眼看外孙要出生了， 几次电话

联系未果后， 老王很沮丧。
微信、 电话， 陈烨赶紧试着联系老

王的女儿。 几次沟通， 她的热心解开了

女儿的 “心结”， 孩子出生后， 老王的

女儿第一时间将宝宝的照片传来。 躺在

病床上的老王看到照片，落泪了。三个月

后，老王走了，没有遗憾。
如果生命的长度无法决定， 能否帮

助患者拓宽生命的宽度？ 陈烨和同事们

总是在想，“还能给病人做些什么？ ”
2015 年 6 月， 李伯伯住进来了，前

列腺癌骨转移，导致双下肢瘫痪。大医院

的专家认为他“活不过半年”。 李伯伯爱

看电影，医护人员就下载给他看，他的爱

人工作忙，医护人员就轮流陪护他，给他

按摩瘫痪的腿部。
“抬一点点，试试再抬一点点。 ”陈烨

和康复科的同事们一点点鼓励李伯伯。没

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半年后，李伯伯可

以走路了。 去年 4 月，他出院了———各项

指标都很好，他的癌症病情控制住了。
没多久，李伯伯就回到了迎园，这次

他是回来当志愿者。“这里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我要来现身说法，给其他人信心！”
李伯伯很感慨。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有这样的 “大逆

转”，更多时候生命在这里永久停泊。 有

时候，病人去世后，这里的医护人员还要

继续为家属做哀伤辅导， 陪伴家属走出

亲人离世的阴影，坚强地生活下去。
目前，医院共有注册志愿者 937 人，

社会志愿团体 23 家，这其中有不少是患

者的家属， 他们感觉曾在这里获得过帮

助，希望能“感同身受地帮助更多人”。

生命不止于冰凉，更有温情

在这个安宁 病 区 目 前 收 治 的 患 者

中，年纪最大的 95 岁，最小的 39 岁。 与

别家医院不同， 这里更多的是 “有来无

回”，医护人员几乎每周都在经历生死离

别。“医务人员也需要宣泄的窗口。”迎园

医院副院长盛飞说。
2013 年起 ，这家医院创办了 “心灵

发现会”，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疏导医

护人员心灵上的“不畅”。 2014 年，“心灵

发现会”服务项目在“舒缓疗护伦理与实

践”国际研讨会上获邀大会交流发言，迎
园的经验与全市 70 多家开展舒缓疗护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享，获得好评。
作为疏解情绪的窗口， 这里的护士

们还自创了“护理日记”工作方法。
“5 月 26 日。 9 床老太太住院了，预

计生存期三天。 90 岁的老伴在沙发上坐

着，寸步不离。看到这一幕，真有触动。生
命最后的时刻，没有激情，但有的是相濡

以沫，相伴一生。 ”护士陈佳丽在护理日

志中写道。

“2 月 23 日 ，收治了一个胃癌术后

的陶阿婆，坐着轮椅进来，精神状态还可

以，一家人有说有笑。几个女儿轮流每晚

陪床，每次查房总能看到子女在擦身、翻
身，阿婆有一点点不舒服，子女都会分外

紧张。 这就是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到老

吧。 ”护士韩燕婷在护理日志中写道。
人间至情何尝不是那一份平淡，医

护人员收获的无数感动来自患者。
这里曾住过一个大学教授爷爷，也

是这里第一个非肿瘤病人，得了慢阻肺终

末期，反复肺部感染，呼吸困难，入院时很

虚弱。几周后，老爷爷病情有所稳定了，大
家见识了他的知识渊博，风趣幽默。 可住

院第 100 天时，老爷爷倒下了，大量胸腔

积液，激素、利尿剂都失去了作用。
有天早上，他的精神突然好了，一定

要穿衣、洗漱，坐起来。 主治医生金静娴

查房时， 他塞来一张纸条， 画着一道彩

虹。“你们这里就是通往天堂的一座彩虹

桥，在这座桥上，我欣赏和领略了人生最

后一道最美丽的风景，感谢你们……”爷
爷说。 这天他走了。

做患者生命中最后一道彩虹， 让生

命的最后不止于冰凉，更有温情。迎园医

院安宁疗护科就是这么一直在努力着。
这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这些年荣获上海

市“关爱生命，奉献爱心”先进集体、“全

国巾帼文明岗”等诸多荣誉，科室护士长

被评为全国“关爱生命，奉献爱心”先进

个人称号。
如果说， 迎园医院的这个安宁病区

是星星之火， 如今这项温暖的工作已蔓

延开去。上海已有 7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设安宁病床 ，800 张住院床位和更

多的居家病床遍布全市。 他们和迎园一

道，正一点点努力让临终关怀成为常态，
让“优死”不再“奢侈”。

中国网文20年：
一股有力的文化输出力量

（上接第一版） 在网文发展的时间轴上，
以起点中文网首创 “收费阅读模式” 为

标志的网文商业化大潮， 恰恰成为两种

泾渭分明的写作样式的 分 水 岭 。 在 按

字数计费的网文逻辑中 ， 小说 的 篇 幅

与作者的收入直接挂钩 。 个人 的 小 情

小爱根本无法撑起太大的篇幅 ， 而 中

国悠久的历史 、 博大的文化 ， 则 成 为

网 文 写 作 者 们 取 之 不 尽 的 灵 感 宝 库 ，
为动辄百万字的长篇巨作提供 了 源 源

不断的资源。
另一个叙事转型的重要原因， 在学

界看来， 则是读者需求的转变。 在新世

纪初期，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一并带

来的是读者对于被娱乐 、 被感 动 的 需

求 ， 爱情小说于是成了流行的文 学 母

题， 在网络文学的初始阶段焕发生机。
有专家分析称： 网络的写作者和点击者

构成了隐蔽的关联， 像安妮宝贝那样的

小说， 非常近距离地把身心描写大程度

地打开在读者面前， 很容易引起情感的

共鸣。 但是这种私人视角的情感叙事，
很快就显现出高度模式化的弊病。 有学

者以辛夷坞多部小说为例分析： 人物形

象的设定、 情节的冲突都因循着固定的

模式， 读者只看到一个个名字在变幻，
却看不到人物真切的情感。 只是， 这种

爱情快餐一开始会让人过瘾， 但是很快

就会失去新鲜感。 因此， 将个人情感放

到更大的时代、 空间背景中， 在宏大的

世界观、 历史观架构中衍生出小人物的

奇妙际遇和丰富情感， 成为网络文学顺

应读者需求而自然演变的结果。

影响： 吸引海外读者，传
播民族文化

跳出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后， 网络文

学也真正具有了更开阔的辐射能力和影

响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

指出， 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受到欢迎的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延续现代性的宏大

叙 事 风 格 很 对 西 方 读 者 的 胃 口 。
“Wuxia World” 上许多新晋的粉丝都是

从日本轻小说的翻译网站 “转战” 过来

的 ， 其中一些人说 ， 看多了轻 小 说 的

“守护美好的日常”， 觉得大部头、 大故

事、 主角行动力强大的中国网络小说看

着特别过瘾。
而另一方面， 以国家、 历史书写为

底色的网络文学， 也正在向世界传递更

加丰富的民族文化， 呈现更加生动、 鲜

活的中国形象。 如今， 在英译网络文学

的评论区中， 常常会出现 “八卦具体指

的是什么？” “孟婆汤有什么典故？” 这

样的问题。 中国网络小说在海外吸引的

一大批 “追更” 读者， 多数也成为了中

国文化的 “粉丝”。
在不少专家学者看来， 中国网络文

学发展的 20 年， 正与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密切相关。 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的 目

标， 国家昌盛， 发展无限， 写手们心中

有更广阔的天地， 更崇高的理想， 笔下

自然就构建出恢弘的乾坤。 这种勃勃生

机， 既是网络文学继续繁荣发展的推动

力， 更为其在海外传播增添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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