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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网文：网络文学的“新赛道”
李玮

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创作启示录
——以《幸福草》《欢迎来到麦乐村》等为例

潘丹丹

讲述医疗援外故事的《欢迎来到麦

乐村》陆续亮相非洲多国电视台，聚焦我

国菌草科研团队“菌草援外”曲折历程的

《幸福草》则刚刚结束在央视的首播。一

段时间以来，援外主题电视剧的故事广

度与主题深度得到进一步开拓，实现了

中国援外故事的连续性书写，也给当下

援外题材的持续性创作提供深度思考的

契机。

生成语境：
援外主题电视剧

创作的时代意义

中国援外故事的创作经验不是一蹴

而就的，而是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

增强，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从而形成的

一种有意识、主动性的题材选择和叙事

倾向。尤其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的大背景下，援外主题电视剧跃升

为展示中国力量、传达中国温度的重要

交流窗口。

较之既往着眼中国公民远赴海外打

拼奋斗的故事文本，近几年热播的《和平

之舟》《一起深呼吸》《埃博拉前线》《欢迎

来到麦乐村》等援外主题电视剧，致力以

充盈的故事蓝本完成援外事迹的版图接

力，从而准确、立体地描摹出中国援外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可以说，援外主

题电视剧通过真实性反映援外事业成

效，艺术化呈现援外情感内核，成为积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援外主题电视剧是在“一带一路”倡

议视域下，我国开展援外事业的具象化

写照。无论是直击海外救援现场的《和

平之舟》，还是不同维度聚焦援外医疗事

迹的《一起深呼吸》《埃博拉前线》《欢迎

来到麦乐村》，这些电视剧作品均基于对

当前我国援外实践的客观记录，深刻展

现出我国立足世界、开放包容的大国胸

怀，生动再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间合作共赢的精神面貌。当援外主题

电视剧逐渐成为见证中国对外形象的重

要载体，其间作品涌现和佳作频出的创

作生态，无疑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在迈

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映现出我国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援外主题电视剧不仅立足于讲述中

国故事，还着眼于讲好中国故事。就电

视剧的艺术属性而言，它拥有着得天独

厚的审美锻造力与情感传达力。这些年

《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三十而已》《山海情》等聚焦当代中国社

会百态的现实题材佳作在海外取得的热

烈反响，无不映现着电视剧在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形象上大有可为。如果

说这些中国好剧能够畅销海外，深受其

他国家观众的广泛喜爱，得益于作品有

效提炼出跨越国界、文化、种族的共通情

感，那么援外故事题材更是进一步将这

种人类共通的情感进行“最大公约数”的

缝合浓缩，最终达成对外释放友好往来

的发展理念，对内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共

同体意识。

由此可见，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创作

理念与传播效应所携带的功能属性，意

味着该题材已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案例：
《幸福草》践行以

人为本位的创作理念

作为重大主题电视剧序列中的有机

组成，援外题材的创作亦面临如何让宏

阔视域下的命题表达得以落地，从而确

保援外故事的可信、可敬、可共情。相比

较《一起深呼吸》《埃博拉前线》《欢迎来

到麦乐村》等的传统医疗救援故事母题，

《幸福草》转向贴合时代步伐的科技扶贫

新故事，找到挖掘援外内容的新切口。

居于国家战略高度的菌草援外事

业，势必逃脱不了宏大叙事的话语规

则。于是《幸福草》选择将“人”摆在叙

事的首要位置，秉持着以人为本的创作

理念，通过个体关系的小切口烘托援外

事业的大背景，从而将援外主体和援外

对象共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脉

络之中。

首先，援外主体的落地化。《幸福草》

的主人公黎长欢是以“中国菌草之父”林

占熺为原型，以“小家”和“大家”双线并

进的叙事结构，将黎长欢不畏艰难、心怀

天下的菌草援外事迹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家庭关系的生活化叙事中，着力刻画

黎长欢与妻子相濡以沫的夫妻情和大女

儿黎芷薇对父亲从排斥到理解的父女

情，小家温情培育出的情感张力和人格

魅力，让黎长欢赴外种植菌草历程中所

展现出的人物弧光立得住，也立得久。

同时，通过举重若轻的真情实感和诙谐

幽默的叙事节奏，菌草援外小分队成员

郑伟龙、黎瀚、李春华的“不完满”人生状

态跃然纸上，并在个体的成长轨迹中升

腾家国的浓郁情怀。这些处于各种关系

张力结构网络中有血有肉的援外工作

者，让其在面临语言沟通、物资匮乏、设

备短缺、文化差异等诸多困境时，所迸发

出的“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无畏精神成为

打动观众、引发共情的重要情感支撑。

其次，援外对象的清晰化。长期以

来，在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叙事模式中，被

援助国家的人民通常处于等待被拯救的

“失语”状态之中。《幸福草》花费大量笔

墨描绘出巴马拉区域版图中的社会关系

图谱，通过对援助对象细致入微的群像

化书写，让其逐渐摆脱工具化的角色功

能属性。尼卡与维桑拉所代表的是两个

部落间父辈的世仇关系，而各自的继承

人瓦伊和小雨果让这种世仇状态转变为

握手言和、共建家乡的共赢关系。同时，

玛莎、诺拉所展现出的努力生活、追求理

想的女性觉醒意识，以及由不情愿到自

愿加入菌草技术培训班的当地人民，都

表明菌草科研团队贯彻“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的理念是合理且有效的，也从

侧面折射出中国援外实践不仅为他国带

去技术成果，更是助力援助对象拥有自

食其力、谋求发展的独立精神品格。

有意思的是，《幸福草》设置了援外

事业“可持续”推进的对称线索，无论是

中国援外工作者还是巴马拉人民，双方

均在代际关系的传承中，诠释援外事业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由此，当“幸福草”

在巴马拉乃至全球各地落地生根的时

候，背后承载的是世界不同国家的芸芸

众生命运相连的温情与共情。

提升路径：
援外主题电视剧

创作的优化空间

随着相关剧集形成的热播效应和社

会讨论度，不仅让创作者看到援外主题

电视剧具备不断延展的叙事潜能，同时

还引发思考的是：援外题材故事还存有

哪些不足？以及有哪些创作层面的改进

可能？

同样是聚焦扶贫事业，《幸福草》的

叙事风格和情感表达类似《山海情》等优

质现实题材剧集的创作框架，但其市场

覆盖率和观众接受度却稍显乏力。究其

缘由，援外题材故事的讲述，题眼在于对

“援外”二字的拆解，只有充分且全面地

理解援外事业，才能找到适合援外主题

电视剧创作的方法论，进而创作出国内

外观众都喜爱的故事内容。

故事的真实性与精彩性来源于文本

素材的丰富性。从近些年播出的援外主

题电视剧来看，故事主要集中在援外医

疗、人道主义救援、海外基建等领域，从

某种程度上容易造成大众对“援外”的狭

隘化理解，并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同

时，援外故事不仅指涉物理空间意义上

的走出去，也可以关注其他国家人民在

中国境内收获中国政府、人民帮助的故

事，进而生发出更加接地气、可看性的多

元故事文本。

“援外”工作的推进不仅取决于中国

援外工作者的努力，还依靠相关国家人

民的全力配合，主体间的双向互动达成

援外工作的真实落地、情感共情。不难

发现，当前一些剧集虽带有强烈的现实

主义叙事风格，但叙事视角仍按照援助

者的行动轨迹谋篇布局，被援助国及人

民仍作为旁观的“依附者”。《幸福草》似

乎找到适合的文化交流距离，引领观众

去感知被援助者的行动逻辑与精神世

界。但《幸福草》与《山海情》所触发的观

众情感落差，恰恰反映出援外主题电视剧

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怎样处理异国环境

与中国观众的心理距离。因此，如何以行

之有效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视角拉近观众

对不同国界文化的理解认同，依旧是需要

不断思考的创作难题。

援外对象的多元性会扩大援外主题

电视剧乃至中国电视剧的传播范围。“一带

一路”是沿线众多国家与地区共商共享共

建的联动发展倡议，但目前援外故事的择

取主要以非洲腹地为主，缺乏对其他沿线

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呈现。带领观

众领略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氛围与风土

人情，将会提升援外故事的叙事精彩度，也

会降低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文化折扣”。

可以展望的是，《欢迎来到麦乐村》

《幸福草》等一批对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创

新性表达，为援外故事注入别样的叙事

生命力，彰显出援外主题电视剧强大的

艺术表现力，也让观众有信心期待援外

故事的继续书写。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
士生）

文学新观察

网络文学就是动辄千万字的“大长
篇”？在人们的印象中，写到几百万字
才完结是网络文学的常态，但近年来，
网络文学文体发生重要变化，大量二十
万字乃至万字左右的“短篇”爆款作品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所谓“短篇”，是一个相对性的概
念。由于目前网络文学仍以百万字以
上的长篇为主流，所以从整体上看，二
十万字左右的网络文学作品都可归类
于“短篇”网络文学之内。“短篇”的网络
文学的勃兴带来网络文学发展业态的
变化。它促成了新的IP转化方式，也
辐射带动了以短篇为特色的网文平台
的快速发展。短篇网文以其信息化、集
约化、戏剧性等特点，迎合了现代用户
碎片化的阅读需求，也为市场提供了更
为多样的文学选择。这种形式的网络
文学以特有的表达形式和运营生态，迸
发出令人瞩目的创作生命力和不容小
觑的市场影响力，逐渐发展成网络文学
的一条“新赛道”，为网络文学的业态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长篇”到“短篇”的转变，不仅是
网络文学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网络文
学边界拓展的标识。需要强调的是，短
篇并非长篇的“边角料”，也并非简单的
内容压缩。短篇作为新的网文类型，为
网文新风格的创造提供了可能。

短篇网文创作通常有以下几个突
出的特点：

首先是对开篇的重视。在信息泛

滥的网络海洋中，开篇是将潜在用户转
化为受众的关键，所以短篇网文的开篇
往往利用读者的“猎奇”心理，设计有意
思的话题为开头。知乎网文就是经由
一个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回答发展而
来：“女人狠起来有多可怕？”“有个占有
欲爆表的男朋友是什么体验？”“有没有
女主异常清醒的文？”“如何以‘你来得
太迟了’为开头，写一个故事？”小柒崽
子的《月亮警告》就是“如何以凌晨三
点，官方警报消息吵醒了你，消息内容
是‘不要抬头看月亮’为开头写文章”的
话题回答。作者或者采用具有反差性
看点的情节作为起始，如“变成祭品后，
我穿进了克苏鲁世界”，将两个在时空
上看似都毫不相关的事物杂糅在一起，
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又或者利用情绪点
作为开篇来吸引读者，如“恋爱五年，男
友还爱着白月光”“被抛弃二十年，亲生
父母来相认了”，刺激读者对故事产生
共情，从而增强其对故事后续情节发展
的强烈期待和情感投入。以一个极具
荒诞性和突变性的议题展开“脑洞”，是
短篇网文能够在信息流中脱颖而出的
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短篇网文在情节设置上更集
约，也更具动作性。在有限的篇幅内，
作者能够通过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实
现故事情节的高效推进和情感的快速
积累，这多数时候表现为密集的反转。
如作者西边高出的《最后的卧底》中，作
者通过不断设置小反转和大反转，加深

了故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主人
公郑琳收到好友许晴的求救信息，提示
了男友孟浩的危险，但接下来郑琳就见
到了“精神失常”的许晴。随着情节的
推进，孟浩揭露自己卧底警察的身份警
告她要小心许晴。又如作者点灯的《活
在真空里》，在两万字的篇幅里完整呈
现了一个杀人铁案的三次反转。小说
与紫金陈的《沉默的真相》类似，采用了
案中案的视角。但省略了生活的细节、
人物的前史、庭审的过程等，代之以一
个个反转来结构全文。一桩似乎没有
辩护余地的杀人案，三次翻供，三个“真
相”，小说紧凑高效的叙事吸引了读者
的注意力。真相曲折，探秘过程层层反
转，短篇网文对于悬疑题材的热衷，正
是一种对高效叙事的青睐。

再次是对场景的简化和对话的戏
剧性处理。在短篇网文中，写作者往往
选择省略那些有冗余感的细节描写，转
而用简洁的概述性语言进行叙述，尽可
能在寥寥数语中完成最大限度的信息
输入。例如在科幻末日题材的《末日人
类动物园》（白桃柠檬玛奇朵）中，作者
仅用“我是最后一个被捉住的”这句话，
就交代了全班同学被虫族捉住的前情；
在《反派教我追女生》（篮三角）中，七皇
子一句“蠢货，朕陪你重生了三十三次”
就呈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小说前史；
在知乎关于“如何写出有趣的对话”的
讨论中，就有网友指出，“语言上的‘试
探，谎言，威胁，献媚，诱惑，反驳，施压，

安慰，赞同，反对’这些东西本身就是
‘看点’，而且对剧情的推动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短篇网文的写作中，作者
通常会避免使用冗长的抒情独白或知
识性输出，以及非关键场景下的寒暄式
对话，甚至是“非必要，不对话”，只在最
关键的情节中，用简化的场景和具有戏
剧性的对话凸显人物性格。

除了能够在较短的篇幅内以精彩
的开篇、强反转和精炼的叙事、对话获
得读者喜爱之外，当下短篇网文在主题
方面也有诸多特点，即通过“反套路”表
达新价值观。

比如以“反恋爱脑”的设定对将女
性价值局限于恋爱关系中的陈旧观念
的有力反击，借以表现现代女性的自
强自立。知乎问答社区中“为什么后
宫中嫔妃们一定要争宠？”这一问题
下，答主梦娃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不屑
于“争宠”的宫廷故事，“千万不能喜欢
皇上”是这个后宫的“生存法则”，对传
统宫斗剧进行的颠覆让知乎拥有了现
象级IP《宫墙柳》。《校园文里的路人
甲》（我爱磕CP）中，男主和女主因谈恋
爱成绩一落千丈，相反，与恋爱“绝缘”
的“我”反而一直好好学习，最终成为
著名科学家。
《公主心中无男人》（苏荔）中，每当

公主耽于情爱，被男人做的一顿“早
膳”、一只“手套”所感动时，“穿越者”父
皇总是金句频出，幽默而尖锐地提醒
她：“宫里的御厨是该换了，你想要粤

系、川系还是淮南系？”“是宫里的绣娘
不够优秀还是朕给的绸缎不好，你非要
戴三无产品？”“男人会让你失落，但钱
不会。”这些非传统的叙述视角与对话
情节不仅轻松风趣，也传达了关于女性
独立的价值观。作品结尾揭示“父皇”
是一位女性穿越来了，他/她对我的期
待是“我希望你像风、像鸟，拥有属于自
己的青山和云海……”而且强调“不是
只有女尊文里的女主才叫大女主，只要
是遵循本心地活出自我的女性，都是大
女主。”

再如，短篇网文也在反“主角光
环”，表达众生平等的价值观。《洗铅华》
（七月荔）将视角附在穿越小说中最不
讨喜的恶毒女二华浅身上。《校园女主
她觉醒了》（桃花不煮酒）让校园虐恋文
中的听障女主重生，勇敢反击霸凌，打
破男主看似“深情”实则虚伪的表演。

甚至有的短篇网络文学用集约的
方式表达革命者的济世精神和反思人
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比如《点燃星火》
（栗子多多）设置了多个穿越者，“我”来
自2023年，而母亲来自1940年，“我”
及笄当晚，前世是革命者的母亲拿着小
册子走进房门，对“我”讲“德先生与赛
先生”，启发我树立为打破不合理的制
度而奋斗的信念。两个穿越者的视角
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制度有着天然
的排斥感，一拍即合，建善庄、开学堂，
做启发民智的事业。《末日人类动物园》
（白桃柠檬玛奇朵）则从人与自然的关

系出发，探讨了平等的另一层含义。小
说设想了一种极端的情景——人类在
末世不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沦为虫族
圈养的“珍稀动物”。通过身份的逆转，
作品试图引导读者站在动物的角度，认
识到平等对待所有生灵的重要性。短
篇网文或是为那些有弱点和局限性的
角色赋予“主角”的冠冕，撰写他们的生
命轨迹；或是以微弱却坚定的配角，挑
战并颠覆原先“主角们”所享有的“统治
地位”。

反“主角光环”的叙事手法不仅为
那些通常被边缘化的角色提供了发声
的机会，也呈现了种种革新的视角，这
些作品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和思考那
些被传统类型化叙事所固化的权力结
构和角色定位，并由此反思各种“套
路”中陈腐的价值观，用“反套路”传达
新观念。

短篇网络文学既是信息网络时代
读者需求变化的产物，也是网络文学自
身成熟的阶段性表达。在当前快节奏
的社会背景下，大家更加渴望在越来越
碎片化的时间里充盈、丰富自己的精神
世界，而短篇网文以其富有创新性的表
达和不乏深刻性的主题，成功在浩瀚的
网络文学世界中开辟出了一条“新赛
道”。这种文学形式丰富了网络文学的
生态，也以高昂强劲的发展态势，建构
出一个更加多元和包容的阅读空间。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郭涛（左）在《幸福草》中扮演援外菌草专家黎长欢。（上图）

靳东（左）在《欢迎来到麦乐村》中扮演援外医生马嘉。（左图）

教育题材的新景观与新思考至暗时刻，救援的光突然亮了 文学历史改编的游戏诗学空间与困境
——评《里斯本丸沉没》 ——从《黑神话：悟空》说开去 ——也评电视剧《春风化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