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与唐古特地区 ：

1870-1873 年中国高

原纪行》
[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著

王 嘎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作者把神秘的内陆中国

呈现给了西方世界 ， 对后世

影响深远。

《朱鹮的遗言》
[日]小林照幸著

王 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通过濒临灭绝

的鸟类朱鹮，展现人类对自然

所犯之罪及想要偿还罪行的

人们如何挣扎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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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世纪红利
与网络文学“走出去”

■夏 烈

《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

梦与国际现实》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

李 泽译

刘 丰译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过对自由主义 、

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比较

分析 ， 指出美国自由主义对

外政策注定会失败。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

国：文本与礼俗》
马晓林著

中西书局出版

该书证明了 《马可·波罗

行纪》在礼俗等方面的史料价

值，也揭示了蒙元时代欧亚大

陆多元文化交流的众多侧面。

《唐大郎纪念集》
张 伟 祝淳翔编

中华书局出版

唐大郎以小报报人的视

角，为我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

诸多“小事”“身边事”。

2019 年 10 月的乌镇世界互

联网大会已是第六届， 却也是它

第一次迎来网络文学的板块和声

音。 22 日，中国作家协会和浙江

省人民政府在那里举行了 2020

年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的新闻发

布会以及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

圆桌会议。 “国际”一词，成了这场

网络文学活动在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首秀的核心词。 不到半个月，11

月 15 日，海南三亚召开了“自贸

港背景下的网络文学出海论坛”，

再次集聚了作协、网站、网络作家、

网络文学专家 60 余人———出现

在 2019 年最后一季的同一个热

门话题，可以看作网络文学 20 余

年发展和近些年所谓“网文出海”

现象水到渠成、登堂入室的结果。

要说网络文学和“国际”一词

的关联， 大抵是从新世纪初个别

版权输出的涓涓细流， 直至近四

五年间业界、 学界渐趋热闹地指

出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种种典型

案例、轨迹、景观，到如今，再以官

方组织形式宣告———尤其是明年

将要揭橥的中国国际网络文学

周， 可视作国家层面的肯定与加

持。 如果一直留意中国网络文艺

流变、熟悉其秉性的人，可以结合

国内外文化、经济等情势，看清楚

这块实实在在的中国新兴文艺在

跨国、跨文化的交流、传播、贸易

上的崭新增量， 它正在成为新时

代环境下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的亮点。

互联网和新世

纪给予了故事全新

的生命力

认识网络文学包括它的海外

传播势能， 有必要回到文学与人

类的一些基本关系。文学的创作和

阅读，在大众文化遍及全球，且文

艺作品与文化产品、文化工业紧密

暧昧的接榫过程中， 其一部分原

始功能、 特征被极大地释放———

比如故事，比如娱乐，比如陪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凡受过

文学经典及其系统训练的人都知

道并相信，语言是文学的核心。可

以说， 文学性主要就是语言的结

晶，通俗地讲，对于纯文学而言，

作品行不行， 可以简化为语言行

不行。 语言不过关，就不要“玩文

学”了。

但在专业的文学圈子以外 ，

特别是大众文化全面降临下，一

个隐秘却展开的事实是： 世界通

用的文学最小单位不是语言，而

是故事。 故事比语言的粒子尺寸

更大 、 更粗粝 ， 但也比语言壮

硕———越是精微的语言越是有局

限，比如一个说法是“诗不可译”，

而故事很少被认为是不可译的。

人们从小到老都在听故事、 看故

事、讲故事、成为故事，乐此不疲。

好的故事天下流传，不同语言、民

族的人们因为故事互相了解，共

同陶醉在故事的套路和花样翻新

里———故事是人们共同的摇篮 ，

它确实达成了文学对所有人最基

本的承诺：陪伴。

关于故事的特点及其时代 ，

本雅明曾以《讲故事的人》为题，

总结了故事和小说的区别， 认为

故事有传承经验、 给予生活忠告

的功能， 而现代性意义上的小说

从关注自我而扩及人性困境，对

他人“无可奉告”。 莫言是另一位

用《讲故事的人》为题，在诺贝尔

文学奖获奖词中描述自己创作跟

中国故事传统之关系的著名作

家。 他说他的文学创作萌芽于小

时候听爷爷奶奶讲故事， 听村庄

来的说书艺人讲故事， 以及山东

老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说：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

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

些，也令我想到 2018 年网文热点

作品《大王饶命》。在这部幽默、自

由而有所类型创新的作品中，作

者“会说话的肘子”夹带了一段自

己的创作谈， 他说：“之前我在上

海拍摄阅文宣传短片的时候，某

位制作人就问我说， 你们网文跟

传统文学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们

的骄傲到底在哪里？ 我想了半天

才回答说， 我写小说是因为我心

中有故事……这个世界上总有许

多遗憾， 最终抑郁在我心里成了

新的故事。 也许我的故事里也终

究会有遗憾，但我在圆自己的梦。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这大概就是

我一头扎进网络文学世界的本质

原因。与其说我是大神作家，不如

说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无

论经典的作家， 还是新晋的网文

大神，在“讲故事的人”这一点上

达成了共识。换句话说，故事并未

因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小说即其

哲学性的变迁而真的翻篇了，互

联网和新世纪给予了它全新的生

命力。

当然， 给故事带来 “世纪红

利”的原因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今

时今日的全球故事传播显而易见

与文化工业以来的技术、 资本和

消费文化有关，影视、畅销书、动

漫、 游戏等成了叙事艺术向叙事

经济转化的最佳媒介。 而新兴产

业市场中的网络文学产业链更是

一项引领全球的中国式创举，印

证着故事经由文化工业这班车，

积极全面地向着互联网时代的数

字经济挺进。 我们看到前一个阶

段顶级的网络文学大神的读者与

社会影响力、创富价值、海外传播

价值等 ， 就能明白这种以故事

（IP）为核心的生产链条所具备的

当下性和现实性。 这其中的典型

案例既有像唐家三少 《斗罗大

陆》、南派三叔《盗墓笔记》所代表

的热闹型的全产业链、多时段开

发模式，也有如阿耐现实题材《大

江大河》（原著《大江东去》）、都梁

革命历史题材《亮剑》所代表的品

质型的影视等改编的成功即其市

场规律运用。 （下转第二版）

荩制造了巨大 IP 效应的热门网

络小说 《大江大河》《盗墓笔记》

和《亮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