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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

市场营收规模达383.0亿

元，同比增长20.52%；网

文 作 品 累 计 规 模 达

3786.46万部 ；截至去年

底，网文平台驻站作者约

为2929.43万人，中青年依

然是网络文学创作绝对主

力；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5.5亿，较2022年增长了

5200万人——日前，第七

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

现场，中国音像与数字

出 版 协 会 发 布《2023年

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

告》，一组组网文大数据

画出了上扬曲线。

网络文学作为母本，

为后续文化全产业链开发

注入了新动能。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邱华栋表示：

“要准确把握网络文学的

地位、价值和作用，不再简

单把网络文学看作一时的

消遣娱乐品，而是文学、

文化、文明传承发展的重

要形式，建设文化强国的

重要力量。”同时，《报

告》 显示，2023年中国

网络文学行业海外市场营

收规模达43.5亿元，同比

增长7.06%。网文出海作

品（含网络文学平台海外

原创作品）总量约为69.58

万 部（种），同 比 增 长

29.02%。随着国内IP生

态链日益成熟，网文出海

向IP生态出海升级，成为

中国文化产品出海最大的

IP源头。

时代抵达的地
方，文学理应触达

业内评价，书写火热

生活，造就辉映时代的网

络文学。文学的自觉就是

时代的自觉、生活的自觉，

时代抵达的地方，文学理

应触达，生活激扬的旋律，

文学同频共振。

2023年中国网络文

学持续深耕现实题材作

品，IP多样转化成效显

著。《飞流之上》《洛九针》

《洞庭茶师》《只手摘星斗》

《怀火志》《陶三圆的春夏

秋冬》《金牌学徒》《问稻》

《结婚而已》《逆火救援》10部作品入选

年度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

学作品，《欢迎来到麦乐村》《三大队》

《装腔启示录》《武动乾坤》《招惹》5部

入选年度优秀IP转化作品。

在能够将一切“不可能”化作“可

能”的网文世界中，深深关联着“世世代

代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听到

的、生活着的”，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

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管平潮认为，中国

人写的网络文学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

取力量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在仙侠作

品中全方位融入宋韵文化，比如宋代市

井生活、饮食、香药产业等。

网文类型结构持续优化，在创造和

超越类型中寻求传统文化的滋养。81

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国家版本馆，

《庆余年》《大奉打更人》《诡秘之主》《全

职高手》等名列其中，覆盖科幻、现实、

历史、仙侠、玄幻、言情等多元品类。此

次报告采用类型化分类，而非以题材、

写法分类的传统模式，中国作协副主

席、作家阿来认为：“这既考虑了文学生

产本身的特性，更注意研究它在跟读者

相遇，也就是在市场上进行有效传播的

时候，到底发生些什么。网络文学从它

产生的那一天起，在各种类型上就已经

与传统发生过广泛的连接，而网络文学

要更深一步发展，需要唤

醒传统文学当中赋予我

们的强烈人生观照和现

实关怀。”

网文   资源
池激活产业链联动

作为数字文化产业

重要内容源头，网络文学

IP资源属性日益彰显。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网

文IP改编量为72674部，

持续带动实体出版、有

声、动漫、影视、游戏、衍

生品发展。

其中，网络文学“+”

出 了 蓬 勃 的 微 短 剧 行

业。北京点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瑞卿

透露，微短剧目前以30%

的增长速度发展，预计

到 2027年 市 场 规 模 达

1000亿元。“以前讲全世

界有四大文化现象——

好莱坞电影、日漫、韩剧、

中国的网络文学。第五

大文化现象，可能就是微

短剧。网络文学本身带动

了微短剧，微短剧反过来

也带动用户去看改编的小

说。”为何微短剧发展如此

迅猛？陈瑞卿认为，除了

20多年网络文学沉淀的大

量IP，还与网文作者与编

辑转型相关，“85%以上微

短剧从业者来自网络文学

人才储备”。

“无论是免费阅读带

来广告收入增长还是微

短剧崛起，都是网络文学

市场正在扩容的表现。

泛娱乐大环境下，IP放大

效应将辐射最大公约数

人群，而人工智能发展也

将激励网络文学提前布

局，探索将数字阅读场景

从文字升级为多维、立

体、互动的新形态。”中

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汤俏举例谈到，

从通过广告实现流量变

现、扩大营收规模的阅

文、番茄小说、七猫等免

费阅读平台，到凭短剧迅

速破圈的中文在线、抖

音，再到聚焦短篇的知乎

盐言故事等，都推动了微

短剧成为释放中腰部网

文IP价值的风口，网络文

学正在多渠道、多模式、

全方位实现规模扩容和业态创新。但

她也提醒，任何新现象、新赛道、新技术

终归只是创造好故事的手段，“内容为

王”是法则，只有以“新态度、新表达、新

脑洞”书写新的网络文学，才能“让好故

事生生不息”。

今年上半年，剧集《与凤行》《庆余

年第二季》《玫瑰的故事》《墨雨云间》等

广受关注。围绕IP做全面联动与商业

化，释放出巨大能量，为影视市场注入

了强劲动能。以《庆余年》IP为例，同

名剧集第二季在CCTV-8连续18天全

国全部频道实时收视率断层Top1，打

破了腾讯视频多个历史纪录，并成为

Disney+有史以来播出热度最高的中国

大陆剧。大规模IP“团战”，探索出文

学、影视、衍生卡牌、游戏、短剧等长线

联动。

业内认为，《庆余年》形成了产业链

条意义上的IP联动效应。比如，在起

点读书App上，猫腻监制的独家故事

《叶轻眉日记》登上多平台热搜第一，原

著阅读量连带提升38倍；《庆余年第二

季》相关衍生品在多平台热销，仅盲盒

就售出近20万只；IP授权合作约20个

品牌，涵盖玩具周边、3C数码、线下实

体娱乐、饮品等；“庆余年”IP系列衍生

短剧也在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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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读经典？经典不是凭空认定的，我

们要通过经典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日前，“中

华经典百句”（第一辑）在上海首发，丛书主编、复

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谈到，“百句”这一知

识加工方式属于“读者友好型”——“正因为对

经典的认知不可能一蹴而成，不妨先一句句、一

段段入门，再一步步搭建框架，更利于读者将整

本书读完。”

云集大家写“小书”，这套丛书第一辑含六

册，由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复、陈正宏、汪涌豪、陈

引驰、吴震和浙江大学教授傅杰分别著《周易百

句》《史记百句》《老子百句》《庄子百句》《传习录

百句》以及《论语百句》（增订本），新近由中华书

局上海聚珍出版。

从“面”到“点”，打开知识新方式

在多个交流场合，陈正宏经常遇到家长带

小读者来问“孩子应该怎么读史记”。他希望

《史记百句》能成为中小学生的《史记》入门指

南，对流传至今的文史名著有感性认知——“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号背后传递了何种情绪；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

何以让人莫名感动；“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究

竟是怎样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的图景为何令人感慨万千。

在陈正宏看来，《史记》中不光是正面的

记载，也可能有中性甚至负面的讲述，“比如

说熙熙攘攘的来源，如果让青少年直接读原

著，可能难以理解，但通过百句方式，小读

者可以慢慢离开原本的童话天地，触碰真实

的世界。”

“编写过程中，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总

认为一切话都被前人说尽了。”傅杰教授《论语》

课程已超二十年，但在修订《论语百句》时仍一

改再改，精益求精，最终采用借力的方式，将古

代和现代学者好的解说作为引文，再和自己的

解读连缀融合理解。

“王阳明是生活于16世纪的古人，距今已

500多年，但他的思想对晚明后中国产生了很

大影响。宋明理学是孔孟儒学的新发展，而阳

明心学又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内容，将儒学提升

到新的高度。”吴震谈及阅读《传习录》时说，“百

句”的选择阐释，体现了作者个人眼光，所选是

否精彩要经受读者评判。

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期待，“中华经典百

句”成为大众了解传统文化的亲切读本，与

“中华经典通识”丛书互为补充。如果说后者

注重“面”，那前者则强调“点”，以点进入文

本，带读者领悟经典思想和文化精神。虽以

“百句”为题，貌似传递的是零碎知识片段，

但书里贯穿专家的研究心得和对整本书的融会

贯通讲解。

从“遥不可及”到触手可及，缩
短心理距离

“《论语》本身就是语录体。‘百句体’延续了

中国传统的语录学，更容易进入我们的世界，便

于日常生活使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詹丹准备

写《红楼梦百句》，他认为，照顾语境和保持碎片

知识的相对完整，是需要平衡的命题。“从而以

其高度凝练又不失亲切的呈现，进入不同时代、

不同人的思想意识中，形成对接受者自我主体

的思想碰撞或再造。”

从“遥不可及”到触手可及，丛书力求缩

短读者对晦涩经典可能存在的心理距离。恰如

陈引驰在书中所说，我们不是被动地承受“传

统”的影响和作用，而是在承受的同时，站在

当下立场，努力尝试着塑造“传统”。“中华经

典百句”系列择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对当

下有积极启示的经典文本，寻章摘句，直取关

键，对原句加以易解的注译，缀以解说者的认

识、领悟和发抒。

这会不会如同“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

段”？他打了两个比方，一是“月映万川”——每

个水波里映出的月光或光影固然不是月亮本

身，但确实是月亮映现的光亮的一部分；一是

“盲人摸象”——可能每个人摸到的都不是全

体，仅象的某一部分，但也触摸到实实在在的象

鼻子、腿、尾巴，进而通过把握局部特征，再触摸

更多部分乃至整体。

在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看来，“百句”犹

如解读经典的入口或游览图，降低阅读门槛，

引导读者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

对于非文史专业背景的读者而言，“百句”系

列是亲近经典的理想途径，看上去较浅易，但

背后有种深邃的力量。

前不久，中华书局成立“中华经典共读

会”，每天带领读者共读一句中华经典，每月

共读一本图书。读者群里各行业、各层面的书

友们热烈交流讨论，恰是大众关注传统文化的

生动注脚。

“中华经典百句”（第一辑）在上海面世，多位专家共议——

“读者友好型”经典解读长啥样

2024年上半年的大女主剧市场爆

款频出，《与凤行》与《玫瑰的故事》等作

品不仅赢得了口碑，也收获了可观的播

放量。这些剧集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展现了与以往截然不

同的女性成长与感情故事。接下来，《将

门独后》《问丹朱》《簪星》等10余部新作

蓄势待发，“她题材”大IP不断发力，也提

高了观众与读者对女性题材佳作的期待。

网络文学是影视改编的重要IP来

源，往往也是大女主题材作品风格变迁

的重要风向标。“大女主的形象正在悄

然改变”，从女频网文创作的视角来看，

有几个新变化新趋势尤为明显。用阅

文白金作家吱吱的话来说，这种创作风

向的转变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当

代女性更加自信、勇敢，能够自由选择

自己的生活方式。”代表作《庶女攻略》

曾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单的吱

吱，个人最近创作方向是将女性题材与

非遗结合，“因为认真搞事业的女主越

来越受欢迎”。资深网文主编、潇湘书

院内容负责人金璐作为女性题材文学

发展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深刻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涌动：创作风向的

转变使得读者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甜

宠”套路，而是更加关注故事本身的

逻辑性和人物关系的自然发展；新的

审美风向下，女性的感情世界不再局

限于爱情，亲情与友情的描绘同样占

据了重要地位。

爱情没有褪色，只是女性
找到更鲜亮的自己

“从此，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

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

我。”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刘亦

菲饰演的黄亦玫便是这一新风向的典

型代表。她所展现的“不控制与不被

控制”的当代女性精神，赢得了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的赞赏。黄亦玫

这一角色痴情又独立，深情而不强

求，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

认知与实现上，与当代女性所追求和

向往的人生状态高度契合。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作品中女性角

色的形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早期作

品中，女性角色往往被描绘为温柔、忠

贞、依附于男性的形象；而如今，越来越

多的作品开始展现女性自我拯救的力

量。在追溯女性题材的发展脉络时，金

璐借用了一句当年流行梗语——“好赌

的爹、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和破碎的

她”，勾勒出早期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经

典轮廓。那时，她们多被细腻描绘为温

柔如水、忠贞不渝，往往依偎在男性肩

头寻求庇护，或甘愿自我牺牲以成就他

人的幸福。在爱情关系里，女性角色往

往居于被救助、被施予的地位。

“但是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中风向

早已经改变，例如退婚、离婚的情节

频繁登场。”金璐认为这并非意味着爱

情在女性世界中的褪色，而是她们在

面对生活风雨时，选择了一条更为坚韧

的道路——自我拯救。这一转变，深刻

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力量的

崛起，也是女性自我能力日益被社会、

被读者、被作者所重视与颂扬的生动体

现。女性角色不再仅仅是故事的配角

或情感的寄托，而是成为了推动情节发

展、展现人性光辉的独立力量。

而在与男性的情感关系中，女性

角色也突破以往“被男性宠爱”的固

化定位，呈现出更为强势的表达。例

如在《与凤行》中，赵丽颖饰演的沈

璃不仅是独自镇压一方的“沈王爷”，

展现出霸气潇洒的一面，而且在与男

主角的感情发展中，也是更主动、更

简单、更坚定的那一方。而在《玫瑰

的故事》中，男性角色的面目也更加

多元，剧中没有明显的反派，人物之

间的情感和经历更加真实自然。严锋

评价剧中的男女角色同样能干且努

力，他们之间的合与分很少因为误解

或挑拨，而是由于性格、理念和成长

经历带来的动态差异。这种基于更为

真实和贴近生活的人物关系和人生轨

迹，无疑为大女主剧创作指明了一个

很好的方向。

美貌不是原罪，但也不再
是成功女性的首要“标签”

“黄亦玫固然活得潇洒自在，但只

有活成她的样子才是所有女性的标准

答案吗？”有观众在《玫瑰的故事》评论

区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固然在近些年

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表现出女

性坚韧不拔、能谋善断的个性魅力，然

而随着独立、坚韧、美貌、能干等新“标

签”的涌现，也让一些读者或观众开始

思考：这些标签是否会像过去的温柔、

忠贞等标签一样，成为束缚和规训女性

的新枷锁？兢兢业业于工作，但事业上

未能出类拔萃的普通人才是大多数；素

面朝天、样貌普通的寻常人才是生活中

的日常。这些女性就不配获得“成功”

的评价吗？金璐认为：“当代女性本身

就是多姿多彩的，不应用某个固定标准

来评价其是否优秀。”

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塑造更

加立体、多维的女性角色成为了一个重

要课题。一些专家学者敏锐地关注到

了影视文学中的大女主与现实中普通

人的差距，尤其是外貌这个敏感而又无

法回避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

尖认为，延续了小说原著《玫瑰的故事》

里的表达方式，“女主角一出场，在场男

士围过来献殷勤”的情节多少有些落后

于时代。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

女性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习惯性地渲

染女主角的美貌，尤其是在异性面前发

挥的魅力攻势，也在不经意之间强化了

这种刻板印象。如何平衡女性题材作

品中的美貌与才华，一直是个关键问

题。金璐认为，一方面观众确实需要审

美上的享受，美貌不是原罪；另一方面，

在创作中要避免将美貌作为唯一或最

大卖点，女性角色的出彩最终源自人物

形象的深度与广度：“以古代言情小说

《长门好细腰》为例，美貌确实是女主角

在乱世中存活下来的第一件武器，但读

者会在剧情发展过程中逐渐忽略她的

外在，而是被她表现出的才华、能力和

责任感等多方面的优点所吸引。”

故事是虚构的，细节是真实的

近些年来一些表现优异的文学影

视作品中，异性角色之间的感情线牵动

人心，让不少观众“直线入坑”成为“CP

粉”。例如《繁花》中宝总与汪小姐一半

生意伙伴、一半爱而未得的暧昧，让人

唏嘘；《狂飙》中安欣与孟钰、高启兰都

没能走到一起，不少观众也留下许多遗

憾。这些根植于工作、生活中，在日常

中生发的感情线真实、鲜活、自然，没有

“工业糖精”但也让观众感到或甜蜜、或

酸楚。这也为女性题材或者大女主剧

的创作提出一个攀登目标：优秀的大女

主剧，首先是优秀的故事和人物，其次

才是以女性为主角、探讨女性议题的类

型剧。“故事是虚构的，细节是真实的。

好的文学作品，永远是来源于生活。”深

耕女频创作的吱吱告诉记者，这正是她

喜欢的和坚持的创作手法。

价值风向的变化也尤为显著，女

性观众更倾向于看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故

事，如女性经商的成功案例，或是女性

在非遗传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

《惜花芷》中女主角以商战立身，展现出

女性聪慧、勇气、果敢、担当的一面；

《另一种蓝》以景德镇千年瓷器文化为载

体，讲述一个守望初心、坚韧追梦的返

乡女性的故事。

随着“大女主们越来越能干”，对女

性题材作品中的专业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金璐发现，近些年来的大女主剧

中恋爱与事业的配方呈现逐步微调的

趋势，女性将事业或自我实现放在越来

越高的位置，例如《女士的法则》将律师

职业祛魅，真实展现了这个行业艰辛的

一面；《温暖的甜蜜的》细致描摹了都市

女性在爱情、友情和亲情中的成长。她

也期待，更多的女性写作者能和“大女

主们”同频共振、一起成长，例如女性职

场剧的专业性和真实感越来越“坚

实”——这样剧中女性为之所奋斗的事

业才不至于像空中楼阁。同时，这些作

品也将继续促进社会对性别议题和女

性权益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与凤行》《玫瑰的故事》上半年领跑，更有十多部“她题材”蓄势待发

女频创作新风：“大女主”形象悄然转变

■本报记者 卫中

大女主剧市场爆款《与凤行》与《玫瑰的故事》等作品，

展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女性成长与感情故事。
“她题材”大IP不断发力，《问丹朱》《簪星》等

多部新作蓄势待发。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

穿过幽暗狭长的走道，观众进入环绕式的影像空

间，目睹年少去世法老图坦卡蒙的生命祭典……继“法

老的国度”亮相之后，展览的另外两个板块“图坦卡蒙

的时代”“萨卡拉的秘密”也揭开神秘面纱。在“图坦卡

蒙的时代”，展览叙事与富有节奏的展厅空间相融合，

人们不仅能领略从建筑内部眺望外部沙漠所见的宏伟

场景，还能在文物“复原”的少年法老所处时代生活图

景中感受曾经的风起云涌。“萨卡拉的秘密”展厅内，在

猫脚印引领下，埃及考古队在萨卡拉地区开展自主考

古以来取得的重大发现将首次系统呈现，追寻信仰实

践的漫长轨迹，包括神圣动物崇拜、猫神巴斯泰特的供

奉和猫神祭司丧葬习俗等，解读被古埃及人沿用最久

的古老墓地作为复古之都的文化意义。

作为首届“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七大标杆活动

之一，本次大展还联动多方创新打造文商旅新体验新

场景，放大文博展览溢出效应，激发消费活力。比

如，移动端小游戏《埃及猫神庙》、剧本游《萨卡拉

的秘密——最后的猫神节》、限量数实融合卡等。上

博文创商店焕然一新，围绕经典埃及文化元素首批研

发的近600款文创产品即将上新，另有400余款新品

将在展期内轮转上架。以阿拉伯饮食文化为主题的舌

尖文创午餐以及文化下午茶，则从味觉上再次丰富对

话的维度。

今年正值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也

是“中埃伙伴年”。上博携手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共同

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是中埃关系进

入跨越式发展黄金时代的生动写照。以本次大展为契

机，更多走深走实的人文合作将展开，推动文明交流更

加深入，持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金字塔之巅”开启顶级大展“新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