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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前不久收官的人气古偶剧

《梦华录》中，三位宋代女性相互扶持不

离不弃的互助情谊，还是正在热播的电

视剧《幸福到万家》里，农村姑娘何幸福

历经事业与婚姻的多重考验后不断成长

的励志故事，都从不同维度拓宽了女性

题材的叙事，让人一窥“她故事”的丰富

多元。

随着女性题材日益升温，从作者群

体到读者群体，网络文学产业也在加速

布局女性市场。作为最早发展女频原创

文学的网站之一，阅文旗下潇湘书院曾

培育出《傲风》《扶摇》《天盛长歌》等大热

IP，前不久该平台全新移动端上线，发布

“紫竹计划”扶持女性创作者，聚焦精品

女频作品原创和IP孵化，力争打造反映

新时代女性精神的新经典。

在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

看来，女频网文的文化功能，不仅是提供

女性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在于凸显

了由女性视角、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等

构成的文化创新力量。“不少网络文学作

品，突破了‘大女主’等单一刻板人设、改

变程式化套路，尝试弘扬女性在职场、科

技创新、文化传播等各领域的价值。这

种多样性成为女频网文重要的发展趋

势，也将在网文精品化和经典化层面成

就新的贡献。”

彰显“她风采”，“女强”不
等于不能示弱

网络文学依据读者性别，可以分出

男性频道与女性频道的基本格局，相较

而言，前者更侧重玄幻、军事等题材，后

者则聚焦两性情感、都市题材等。近年

来女频作品数量逐年攀升，不少写作者

也在创作中实现了书写观念的蜕变。

从当地婚姻登记处普通职员到投身

网文写作，作家姒锦的代表作《慕川向

晚》《孤王寡女》《锦衣玉令》等相继售出

影视版权，最新连载《汴京小医娘》冲上

多个榜单前列，小说女主角借助中医药

文化来破解谜团，紧张情节中穿插着烟

火气十足的北宋市井生活。从现代写

到古代，跨时空也蕴含着亲密关系的更

多可能。“写现代背景爱情故事时，偏向

于接地气，下意识落地在现实里，可发

挥的空间有一定局限性；到古代就大为

不同了，鲜衣怒马少年郎，左牵黄、右擎

苍，衣衫如雪望长安，射天狼，想想就豪

情盈胸……”姒锦认为，将两性关系置于

历史长河中，情节的设定更为跌宕起伏，

大开大合。

“网络小说作者的任务，是向大众展

示丰富多元的美好世界，而不是刻意营

造某种对立和拉锯。”在姒锦看来，男女

主角不应笼统用“大男主”“大女主”定

义，“我们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弱势，可以

单独升级，也能组团打怪。而女性力量

本身也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数学题，放

眼望去，家庭主妇、职场白领、企业精英，

各有各的气场与魅力，她们共同彰显着

不同领域的鲜明风采。”

“女强”的前提，并不是男弱。“大多

是势均力敌，然后在巅峰相见。我理解

的‘女强’，是独立自主，有生存能力，不

依附，不将就，拥有自由之身，但不会因

为强大而拒绝美好，更不是无所不能、打

遍天下无敌手。相反，是平和的，温暖

的，大方得体的，也是清醒勇敢的，会有

眼泪，有七情六欲。”“女强不是不能示

弱，而是对值得的人示弱。”相对而言，姒

锦笔下的女性角色平凡得足够简单，足

够真实，就像身边千千万万个努力拼搏

追求梦想的女孩。

女性题材不只局限于情
爱，应有更大的世界

“以前看大总裁、甜宠文，就是要看

无底线宠溺那种；但随着女性题材崛起，

现代读者思维观念也在转变。”生于

1998年的新锐作家卿浅认为，女频作品

不只局限于小情小爱，也应有更大的世

界观。

这位擅长热血脑洞、青春幻想类小

说的青年女作家，作品已售出静态动态

漫画、有声书、简体出版，还授权了越

南、泰国电子版等。在她笔下，女主角

几乎都是独立自主的女生，这也寄托着

卿浅对读者的祝福——首先一定要爱自

己，为了生活而奋斗，努力达成目标。

她坚信，女性本来就有力量美，古有穆

桂英挂帅，今有女运动员勇夺金牌，

“写作时我也会参考一些优秀女性，写

到双向奔赴的救赎文，男女主会互帮互

助，他们各有长处，不是谁一定就会压

倒谁。”

一些女频小说惯于展示的两性关

系，要么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到底”，

要么是理想化撒糖的“双向奔赴”。对

此，姒锦形容她的作品更多是“阴谋与爱

情并重，欢笑与泪水齐飞”。“在男女关系

里，甜和虐，就像光与暗的存在，本身就

是为了维持一种平衡而存在。没有甜

做对比，就不会感觉到心疼；没有虐的

撕心裂肺，又哪会有刻骨铭心的回味甘

甜？甜和虐本身是共存的，不过我更想

传递相信世间有爱的信念。”姒锦感慨，

我们也许摔过跟头，但仍可选择相信爱，

用奋斗去武装自己，变得更强大，看更美

的风景。

更多网文作者谈到，唯有不断地学

习，用更多作品和更丰富的表达，去拥抱

这个社会。姒锦直言不会刻意定位市场

和受众，“读者会随着年龄、阅历、生活的

变化，改变喜好和认知，一个作者如果单

靠迎合读者去写作，也许会有短暂的收

获，但长久来看，只会泯然于众。”

网络文学女性题材作品原创及IP孵化热度升温

跳出单一“大女主”套路，“她故事”打开新空间

眼下华语乐坛最火的一首歌曲，莫过于

周杰伦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同名先行曲。

就在不久前，微信里流传着这张专辑的新歌

试听Demo，但那些所谓的泄露音源，其实是

B站一位擅长周杰伦歌曲风格的UP主mine

叶湘伦的作品。可就是这些“高仿”音源，也

让不少资深乐迷都信以为真，甚至引发了一

波波讨论——这足以证明，数量众多的歌迷

对周杰伦的音乐风格有多么喜爱和期待。

专辑先行曲《最伟大的作品》发布后，果

不其然是较典型的“周氏风格”——带有古典

韵味的周氏节奏布鲁斯歌曲。而和早前类似

风格的《琴伤》《夜曲》相比，可以说《最伟大的作

品》在整体风格上并没有很大突破。对此，虽

然热度高居不下仍引发质疑——满屏的“爷青

回”背后，是否潜藏着“周郎才尽”的危机？

“周杰伦现在在华语乐坛上的地位，有点

类似于披头士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欧美的

地位——无论他现在做什么，写什么样的音

乐，都会有很多歌迷愿意为此买单。”上海音

乐学院流行音乐方向博士研究生张小丹认

为，仅就《最伟大的作品》风格而言，周杰伦重

复了自己，或者说是对已有风格语言的延

续。“但对周杰伦来说，自我重复不是贬义词，

因为无论是在当下还是20年前，音乐人能有

某一种或几种风格拥有自己的辨识度，还能

被主流市场所接受，的确不易。”然而，研究者

同时指出，是否心怀更深远的艺术追求、敢于

尝试更多的突破，决定了一名成功的“音乐

人”能否走向卓越的“音乐家”。例如披头士

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如日中天的时候，

毅然决然放弃巡演，转向录音室以探索摇滚

乐的可能性，从而开创了“新的世界”。

精益求精的制作包装救不了
“最伟大”的重复自我

平心而论，《最伟大的作品》是一首高质

量的歌曲。相比周杰伦近几年推出的单曲，

他在这首歌的编配上花了更多心思——前奏

和间奏用到了偏古典风格的钢琴演奏，旋律

化用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中的插曲《秘密》

（secret）的旋律；第一段主歌部分，有一段不

停变奏的小提琴，从旋律的写法到小提琴的

演奏都颇具古典韵味；两段主歌的说唱讲述

了艺术史上的故事，不同段落从乐器的搭配

到织体层次的变化，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然而，在张小丹看来，《最伟大的作品》整

体风格让他想到了周杰伦的另一首歌曲《琴

伤》。“这两首歌基本上都是主歌以说唱为主，

副歌是比较悠长的旋律，而且都带有俄罗斯

的音乐元素，如旋律中的特性音程和配器上

的特色乐器。其次这两首歌的主歌部分除了

周杰伦的说唱之外，都有一条乐器演奏的重

要副旋律：《琴伤》是以钢琴演奏柴可夫斯基

的《六月》，而《最伟大的作品》则是融入了一

段小提琴主题旋律变奏，然后到了副歌的主

旋律便直接借用之前乐器副旋律。这种‘埋

伏笔’是杰伦音乐中的常用手法之一，可以使

旋律性较弱的主歌说唱和咏叹调式的副歌旋

律衔接得更为顺畅，不至于产生‘撕裂’感。

包括之前的《听妈妈的话》《夜的第七章》在这

方面也有些类似的设计”。

从刚出道时被批判，再到如今被“封神”，

周杰伦的音乐确实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他

的成就，有些音乐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企

及，而这也成为了周杰伦“狂傲”的资本，所

以才会有最新歌曲里的歌词——“世代的狂

音乐的王 万物臣服在我乐章”。只是，就像

弹幕里飘过的“爷青回”“YYDS”那样，歌迷们

欣喜于周杰伦出品的一贯高质量，却很难在

最近几年里感受到他在音乐上令人惊艳的突

破。可以说，即使近几年他每出一首歌都能

引起轩然大波，甚至于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

数字音乐的奇迹，并非取决于其音乐本身。

“纵观全世界的流行乐坛，其实也很少有

人能够像迈尔斯 ·戴维斯、迈克尔 ·杰克逊这

些音乐家那样，不断地去突破、革新和重启自

己。周杰伦如今的音乐，其实更多的是从回馈

粉丝的角度来创作的。”就像张小丹所说，作

为一个家庭、事业都已非常圆满的中年男子，也

许周杰伦本人也无再写出石破天惊的作品，去引

领华语乐坛的动力和渴望。只是，当年聆听周杰

伦的80后90后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

们在互联网上也有了更多的声量，对周杰伦的追

捧或多或少带着追忆自己青春的成分，这种对心

底偶像的偏爱也成为“爷青回”一词的真实注脚。

“高仿”周杰伦在快速流传，以假
乱真的玩笑不能随意开

眼下，《最伟大的作品》整张专辑还有不少曲

目尚未发布。就在近日，微信上流传着疑似周杰

伦最新专辑Demo的链接，不少网友点进链接欣

赏后信以为真。其实，这些“高仿”周杰伦音乐出

自B站UP主mine叶湘伦。在这位经过认证的音

乐博主主页上，发布的作品部分为周杰伦经典歌

曲的翻唱，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原创歌曲，并以

周杰伦的声线进行演唱。

针对此事，mine叶湘伦近日发布动态进行了

回应：“首先，未经本人允许私自盗取音频并传谣

是杰伦新专辑散播到网上这件事已经是犯法的

事情，接下来如果还有不保持理智的跟风的以谣

传谣的后续的法律责任应该成年人都懂。”这位

UP主表示自己也非常气愤并提醒网友，“切勿信

谣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以假乱真的玩笑，不能随意乱开”。南京艺

术学院流行音乐副院长、《音乐著作权概论》作者黄

德俊告诉记者，模仿周杰伦的音乐风格本身并不违

反《著作权法》，但不能抄袭、改编等涉及他人著作权

的行为，当然更不能冒用他人姓名发布一些音乐作

品，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专家表示，如果在网

络上举着周杰伦的名头发布曲目，属于发布虚假

信息的行为。但如果有人拿了模仿周杰伦的音频

贩卖给不知情者，应该可以认定为侵犯《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情节严重的还会涉及《刑法》。

“很多粉丝对周杰伦的新专辑音乐作品非常

关注，这说明其作品拥有庞大的版权价值，这也

是音乐产业中的一件好事，因为只有优秀的作品

才能拥有庞大的受众，也才能体现音乐版权的经

济价值。”黄德俊说。

当周氏风格可以被轻易“拷贝”，《最伟大的作品》只是成功，远远谈不上“伟大”

满屏的“爷青回”背后，
是否潜藏着“周郎才尽”的危机？

日前，在热门综艺节目《五十公里桃花坞》里的“650电台”上，歌手汪

苏泷问演员王传君：“岛上居民里最不喜欢谁？”王传君表示最不喜欢自

己，因为他虽然勇于表达自己，但往往几天后就后悔：“如果当时换一种柔

和的说话方式，效果也许就不一样了。”此前，在节目中他因坚决回绝了前

辈老演员宋丹丹要其参与“团建”文艺表演的提议而广受网友称赞。

不仅是嘉宾经历了对自己的反思，观众也收获了不少经验，例如有人

留言：“不用为冷场感到焦虑，完全可以放松并享受这种冷场。”《五十公里

桃花坞》把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社交尴尬场景呈现在观众面前，引发大众对

社交这一普遍难题的议论和思考；同时又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帮助观

众学会应对社交困难，让真人秀节目更具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真实的社交场景，让观众隔着屏幕都感到窒息

无论是“社恐”还是“社牛”，当代人都不可避免地曾经陷入过某个社

交尴尬场景。由腾讯视频推出的群居生活体验类真人秀《五十公里桃花

坞》让15位嘉宾展开一场“陌生人”社交，通过纪实的手法记录下嘉宾之

间的社交互动。这种真实性更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也能关联到更具有代

表性的社会现象，从而让节目变得更好看。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认

为，对于真人秀节目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所有参与者的动机为真，这

样才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桃花坞尴尬九分钟”当属近期相当出圈的综艺话题。在节目中，宋丹

丹提出要举办一个篝火晚会，但其他年轻嘉宾明显不感兴趣，婉转提出了

反对意见。对此，宋丹丹以“虚心听取，绝不接受”的强势态度一一驳回。结

果导致汪苏泷自闭到不说话，李雪琴抽了自己一嘴巴责怪自己嘴笨；其他

嘉宾维持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只能以眼神相互交流……这种场

面让观众打出弹幕：“脚趾抠地，抠出两室一厅”“隔着屏幕都感到窒息”。

尤其是宋丹丹的表现，被很多网友联想起各种社交场合倚老卖老、强势难

沟通的人，勾出无数吐槽。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巨大观众热议，越来越多的

网友加入到讨论中来，相关话题的热搜维持多天，累计阅读量超过10亿。

真人秀虽然有剪辑，但节目好看的基石是真实性。《五十公里桃花坞》

导演谢涤葵透露，节目组在选择嘉宾时首先考虑的标准是这个人“不装”，

嘉宾要能真实地表现自我。观众发现光彩照人的明星和普通人一样有社

交恐惧，或是以高情商闻名的喜剧演员一样会陷入各种尴尬的社交场景，

无疑能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

探讨并帮助观众走出当代人的社交困境，才是
“坞学”的意义

在《五十公里桃花坞》有一条高赞留言：“这个节目最大的看点就是一

群人的社死和尴尬现场，而我一边尴尬还一边想继续看他们怎么作。”瞧热闹

之余，还有不少网民在研究《五十公里桃花坞》里各种“尴尬”的社交场景，并

且将其戏称为“坞学”。但在让观众围观明星们的窘境之余，帮助人们打破社

交恐惧、提升社交技巧，才会让此类真人秀节目更具真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桃花坞尴尬九分钟”集合了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画像：宋丹丹被

观众评价为“和我老板一模一样”以及“倚老卖老、不允许别人反驳的家

长”；李雪琴受委屈自扇耳光被观众代入“就是我本人”；辣目洋子心里不

赞成宋丹丹却又努力迎合她的样子被观众评价为“像极了我的同事”；而

王传君由于说出了观众在职场上想说但又不敢说的话而收获了一大波好

感，“王传君就是我的嘴替”……而节目在呈现嘉宾之间分歧的同时，也见

缝插针地总结了相关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例如

在宋丹丹的人生经验里，自己作为年长者就应当肩负起督促懒散的年轻

人的责任；而当代年轻人对社交边界有很强的“距离感”意识，不喜欢别人

用年龄、职权等强迫自己做什么。《五十公里桃花坞》把这些代际观念冲

突、对社交尺度的不同理解展现在观众面前，不仅给出了自己的社交技巧

的建议，更重要的是引发更多人对这些社会话题的关注、碰撞和交流，这

才是真人秀节目的社会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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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坛最火的一

首歌曲，莫过于

周杰伦新专辑

《最 伟 大 的 作

品》同 名 先 行

曲。这是一首

较典型的带有

古典韵味的周

氏节奏布鲁斯

歌曲。

《五十公里桃

花坞》把生活中存

在的各种社交尴尬

场景呈现在观众面

前，引发大众对社

交这一普遍难题的

议论和思考；同时

又提出相应的建议

和对策，帮助观众

学会应对社交困

难，让真人秀节目

更具现实意义和社

会价值。

▲姒锦作品。

 潇湘书院上线全新移动

端，发布“紫竹计划”扶持女性创

作者，聚焦精品女频作品原创和

IP孵化，力争打造反映新时代

女性精神的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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