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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应该如何“＋”？ 专栏 从龙门石窟看唐代造像风尚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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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文艺出海，向来是件热闹事。先是那些修
仙练气的侠客，御剑飞过重洋，引得洋人啧啧称奇；继而宫
闱里的娘娘们，迈着莲步，在异国的屏幕上演绎起爱恨情
仇；去年11月，大英图书馆举行中国网文藏书仪式，《庆余
年》等10部网络文学作品被收为馆藏，之前，大英图书馆已
陆续收录了中国网络文学作品154部……这光景，像是古
时的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商旅不绝。

我见过一位翻译者，伏在电脑前，将中文的“江湖”译
为“rivers and lakes”，自己先笑起来。这笑里，一半无奈，一
半狡黠。无奈的是两种文字终究难以严丝合缝，狡黠的是

他知道，那些个洋读者，横竖要被这东方的神秘勾了魂去。
有个美国青年，金发碧眼，取了个中文名“慕白”，崇拜

李太白的意思。他在论坛上写长帖，分析某部中国网络小
说里的“道法自然”。我疑心他未必真懂，转念一想，懂与
不懂，又有什么要紧？横竖故事是好故事，能漂洋过海，住
进别人的心里，也是它的造化。

网络文学出海，好故事借此找到了新耳朵。人类原本
就爱听故事，中国的故事出洋，外国的故事进来，来来往
往，世界便在这故事的交流中，显得不那么隔膜了。

好故事终将远航，因为人心总是相通的。 王永芳

好故事出海远航

“网文出海”成为国家重大课题，杭州师大教授夏烈——

我们的优势是建立了全球最大“故事库”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近年来，一批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成功“出海”，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对外开放的力量。据统计，海外
用户访问量破10亿人次，翻译出海累积作品约16000余部，带动生成海外网络作家约41万名、海外原创作
品约62万部，阅读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已经公布，《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传播和影响研究》名列其中，
首席专家是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夏烈。夏烈被称为“网络文学百晓生”，也是《后宫·甄嬛传》和《芈月传》“背
后的男人”。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夏烈。

夏烈。

《浙江网络文学
访谈录》
夏烈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人工智能破解网文出海翻译难题

2024年11月，大英图书馆举行中国网文藏
书仪式，《庆余年》《斗罗大陆》等10部网络文学
作品被收录进其中文馆藏书目，涵盖历史、科
幻、玄幻等题材。这是继2022年16部中国网络
文学作品“入编”该图书馆以来，此类作品再次
被纳入其书目。读者不但能在大英图书馆官网
上查阅这批作品信息，还能借阅到实体书籍。

中国网文，早已在海外被翻译成英语、印尼
语、日语、韩语、泰语等多种语言，海外用户访问
量破10亿人次。不仅如此，还吸引了41万名海
外年轻人来到中国网络平台，用中国的网文写
作方式写故事。据《2024中国网文出海趋势报
告》，中国网络文学行业海外市场营收规模已超
43亿元。

一个细节可以说明中国网络文学强大的输
出能力——斯瓦希里语是很多中国人感到陌生
的语种，可是在“起点国际”上，有400多部翻译
成斯瓦希里语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

作为互联网时代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新文
学样式，网络文学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
范本，为文明交流互鉴开拓新航道。

回想1998年3月的一天，中国台湾作家蔡
智恒（网名 @痞子蔡）在网上发布了《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几个月后，安妮宝贝开始在“榕树
下”写小说；多年以后，人们说1998年是中国网
络文学元年。

从那时起，中国网络文学如大河春涌，出现
了《悟空传》《诛仙》《明朝那些事儿》《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作力作。
2009年，阿耐的《大江东去》获得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这是第一部获得国家级主流大奖的
网络小说，后来改编为电视剧《大江大河》。

2011年，《步步惊心》《甄嬛传》《失恋33天》
等影视作品首播，表现亮眼，该年被称为“网络
文学影视改编元年”。此后，从《琅琊榜》《庆余
年》《欢乐颂》到《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好
戏连台。

2012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五部委组织申报
的2011年—2012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和重点项目名单揭晓，网络文学以数字出版的
形式首次进入国家订单集中出口，成为中国文
化对外输出的重要产品。

其实，早在2001年，中国网络文学就已经
引起了境外出版公司的注意，《紫川》《小兵传
奇》等作品相继在境外出版，取得了相当好的读
者反馈。接下来，这些作品进入东南亚市场，同
样受到了华人读者的喜爱。在很短的时间里，
中国网络文学就成为繁体中文市场重要的大众
读物。

2005 年，起点中文网第一次授权越南语、
泰语出版，网络文学出海本地化时代开始来
临。此后，授权范围也开始向日、韩、欧美等文
化产业发达地区扩展。

在2010 年前后，随着互联网全球发展的
加速，中国网络文学内容开始形成了基于线
上的口碑传播，一些爱好者开始尝试自主翻
译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并通过网络发布。学
者认为，“在整个近现代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史
上，这种用户主动、自发的传播形态都是极为
罕见的”。

2017年5月，阅文集团正式推出了“起点国
际”，这是中国企业开创的第一家正版网络文学
外语平台，并逐步探索出了符合海外用户习惯
的阅读、评论、账务、互动道具运营模式，实现了
多部作品英文译作与中文原版的同步首发，真
正实现了全球共读。

曾经受制于作品海量而翻译人才不足的网
络文学，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实现“一键出海”

“全球追更”，日均翻译从 10 余章节到上千章
节，效率提升近百倍。以“起点国际”为例，去年
上半年，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新增超过1200本
翻译作品，覆盖英语、西班牙语、印尼语等多语
言版本。

业内专家表示，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文学由
新模式构建了新业态，“从作品出海到模式出
海，中国网络文学迈入‘全球共创 IP’新阶段，
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中国网络文学可媲美好莱坞、日漫、韩剧
读+：有一种说法，把中国网络文学和

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影视剧并
称为“世界四大文化现象”，您是否同意？

夏烈：“世界四大文化现象”的概括非常
简洁，很吸睛；但是严谨地说，其实还需要几
个定语，如果界定为“世界当代的四大大众
文化现象”，那么我完全同意。我认为以网
络文学为代表的今天的中国网络文艺，已经
跟其他三者媲美，将来会四足鼎立。

同时我要说，这个格局还在形成中，它
不是“完成时”。好莱坞、日本动漫、韩国影
视剧，这三个代表性的文化工业门类不是一
蹴而就的，他们在本国产生到形成世界上的
初步影响力，要花二三十年时间，之后成为
全世界愿意买单的主打门类，又得花三五十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还不到30年，时间
还不够，精品还不多，文化产业体系还不完
备和成熟，尤其是世界化程度还有欠缺。但
是反过来讲，这也是巨大的机遇。

读+：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会在世界范

围内异军突起？
夏烈：中国网络文学吃到了“故事红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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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这个互联网时代下，“故事”的
呈现形态之一便是网络文学。根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2023 年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我国有网络文学
作者 2405 万，作品数量达 3620 万部，用户
数量达5.37亿。也就是说，我们用近30年
时间构建了超3000万部的故事储备，这是
全球最大的“故事库”，它会向下游文化产
业各端口倾泻而出，并跨越国界和文化圈
寻求国际交流、传播和贸易的最大化与公
约数。

根据艾瑞咨询2019年研究报告，从海
外网络文学读者对中国网络文学的评价来

看，67.4%的读者认为中国网文“值得一读，
根本停不下来”，网文的娱乐休闲属性、故
事新颖性和情节丰富性成为海外读者认为
最具吸引力的选项；有50%的海外读者认为
中国的网络小说比海外奇幻文学“更加充
满想象力”，在线连载、题材类型多样和读
者能够更多互动反馈也成为他们认知和认
可中国网文的主要优势。至于国外的本土
奇幻文学作品，他们认为能符合自己口味
的作品总量偏少，故事背景相似、情节内容
单一、作品更新慢、互动性弱、价格贵。这
也成了海外读者选择中国网络文学作为替
代物的契机，有90.9%的受访者认为，当本
土奇幻作品无法满足自己阅读需求时，会
选择中国网络小说来阅读。

西方奇幻的设定，或者东西方幻想小
说传统的杂糅，直接带给海外读者既熟悉
又陌生的有趣感受，这的确就是他们选择
中国奇幻作品的原因。这种关联性和陌生
感的混搭，也同样可以解释言情、都市、历
史等题材为何容易为亚洲读者热爱。

网络文学既要“中华性”，又要“世界性”
读+：当年，您提出网络文学的“中华

性”概念，引起瞩目；您后来又提出“世界
性”，能否展开说说？

夏烈：近 30 年的发展，近 6 亿读者规
模，简单的娱乐化表达已经不能满足时代
需要、读者需要。人们要在阅读体验中寻
找生活参照、精神动力、价值关怀和家国情
怀，无论历史文、幻想文还是军事文、都市
文，都有“我是中国人，我在世界中如何建
立自己及其身份”的表达。这种表达可以
理解为处于全球地理中的“我”反观自照的
文化心理自觉，即越是国际化越有中华意
识，也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华崛起的外部环
境变化，一些优秀作者试图用讲故事的方
式阐释他们对中华历史、人生哲学等的理
解。

这就是对网络文学“中华性”的建构过
程。这种“中华性”，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
传统文化或者中国古典文化，而是包含了
中国多个历史时期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古
老基因和现代基因；它是中华已经完成和
正在发生的文化遗传密码序列的当代体
现、当代见证和当代融合，既有直接反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品，也同样有续
写革命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
文化的精品力作。它是驳杂的，也是阔大
的。

另一方面，中国网络文学对其他几种
通俗文化是有借鉴的。首先是“叙事书
写”，比如，网络玄幻小说中大量充斥的“个
人英雄”就是好莱坞叙事传统的一种形变：

“主角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挥别心
爱的姑娘，经历战争的考验，克服内心的恐
惧与无助，经历生死，体验可歌可泣的英雄
历程。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甚至无
意义的自我牺牲，在无人区自我放逐，体会
精神家园的一片荒芜，最终寻找自我救赎
的出路。”这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十分
类似。而女频小说中经常用到的“霸道总
裁”模式与韩剧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联。在“运作模式”上，美日的影响也较为
明显，最直观的是“围绕IP运作，形成完整
产业链条”。

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在2010年左右全面
“出海”，在世界市场复制和调整其产业策
略，发展出从“版权出海”“翻译出海”到“生

态出海”的一系列国际文化贸易的“中国模
式”，并启发了影视出海、短剧出海等平行
市场，共同缔造着21世纪中国文化贸易出
口的新篇章和新景观。商业运作模式已经
深深印刻进了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每
一个环节中，中国文化产业人学习、适应并
创造性地构架着全球文化工业的新领域、
新模式，网络文学的世界性因此既是创作
内容的世界性，也是包括技术、传播、贸易
等在内的更为广泛的世界性。

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中已经产生或可
能产生的文化外交、共创经济、文化冲突和
文化交往、国际间参与式传播与网络社交
等命题，都不在传统文学的系统之内，都需
要在世界性的场域内展开研究。

世界大众文化发展流变的“中国时间”
正逐渐到来。在文化意义上，中国网络文
学表现着中华文化主体应对世界挑战、在
长期交流互鉴的基础下形成的转化力和生
产力；去寻找并实现中华性与世界性的辩
证统一，中国网络文学将能够以“青出于
蓝”的姿态超越先行者们，重构世界大众文
化的格局。

大众文化也呼唤伟大之作、经典之作
读+：怎样才能保持这种生命力，而不

是昙花一现？
夏烈：我觉得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个

是精品化战略，大众文化也呼唤伟大之作、
经典之作，我们不要认为这只是严肃文学
的专利。不断地推动一批中国网络文学精
品向世界传播，向下游的影视等产业改编，
这是我们成功的必由之路。

第二是要谋篇布局，用好产业和资本
规律。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是离不开商业
环境的，产业和资本的投入越大，产业和资
本的技术性越强，产业和资本的国际化程
度越高，它孵化精品、孵化全世界能够接受
的作品的可能性越大。好莱坞、日本动漫
和韩剧是我们的参照系。《哈利·波特》《魔
戒》《冰与火之歌》是怎么成功的？我们要
去分析思考学习借鉴。

我举两部很不一样的出海成功之作
来说。《诡秘之主》融合了奇幻冒险、克苏
鲁、蒸汽朋克、维多利亚时代风情等多种
文化元素，自连载之初就是中英文同步
更新，吸引了大量海外读者阅读。英文
版在起点国际有近 4500 万的阅读量，4.8
分的评分接近满分 5 分，曾高居奇幻类完
本作品人气第一，被外媒定义为“属于所
有地球人”的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发布的
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0 年度）“海
外影响力榜”。这部小说非常自如、到位
地运用了西方奇幻的写作技巧，它完全
可以跟一个外国作家写的奇幻小说顶级
之作相媲美，就好像刘慈欣的《三体》可
以跟西方一流的科幻相媲美一样。这就
是现在中国顶尖的网络作家，他一出手
就能写出世界范儿，他传承的是全球的

奇幻文脉。
另一部是《盘龙》，属于东方玄幻作

品。玄幻跟奇幻不一样，它里面会有更多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它在全球传播的时候
会构成某种“陌生化”。外国读者开始是不
熟悉玄幻的，比如说对“道”他是不理解的，
或者对中国审美一开始是陌生的，但是《盘
龙》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文本。所以外国
读者看的时候，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他陌
生的是其中东方的、中国的东西，但他熟悉
的是写作的套路、情节、人物关系，这样的
小说只要写得够好看，打动了他，他就必须
看下去，从而开始吸收其中东方美学的部
分。他们甚至会去查字典，去上网搜索讨
论“道”的含义。这就形成了一种主动阅
读，并且形成网上的社交性话题。这不就
是我们讲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他是“《甄嬛传》背后的男人”

夏烈是一位“70后”文学评论家，在文学理
论的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但他最有影响力的研
究成果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的研究和组
织方面。

一篇关于他的报道这样写道：“他有超广
的人脉、超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策划能力，
2007 年，在夏烈的游说下，杭州市和浙江省
作协先后成立了网络文学类型创作委员会，
这相当于传统文学机构对网络文学羞羞答
答地接纳，他的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风头正劲
的网络作家。”

这篇文章没有提到的是，夏烈还有敏锐的
学术眼光。2008年，他在文章中借用王国维的
名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大胆地提出：代表
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什么呢，第一答案就是网络
文学。

要知道，那时的网络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
地位，且常常陷入争议事件，被很多人视为“文
学垃圾”，是夏烈这样的评论家将之迎入了主
流化的轨道。2011 年，在夏烈的推动下，南派
三叔的《盗墓笔记》申报茅盾文学奖，最后由于
一个“技术原因”出局，此事全程引起大量讨
论，提高了网络文学的热度。

2013年，他推动设立的中国第一个旨在褒
扬通俗类型文学的文学奖“西湖·类型文学双
年奖”颁奖，刘慈欣《三体》获得唯一金奖。几
乎与此同时，他的万字文章《文学未来学：观念
再造与想象力重建》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他认为：“必须看重人与宇宙、人与自然这两个
维度的位置。科幻文学、奇幻文学、生态文学
因此都应该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中国重
要的文学作品将诞生于此，这类文学作品将直

接使中国作品与世界作品同步。”
两年后，《三体》获得雨果奖。夏烈预言成

真。
虽然，“夏烈对网络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从

文学理论上为网络文学堂皇地正名”；但是，
夏烈在网络文学实操方面也是把好手。他在

《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中写了自己
怎样成为“《甄嬛传》背后的男人”：“我当时跟
流潋紫夫妇讲过两个意思：第一，这是一部可
以经典化的女频网络小说，要珍惜自己的文
学史价值；第二，将首版全套七本分配在四家
出版商手里，结果没有哪一家愿意为这个书
做像样的宣传，谁都以为自己在给别人家的
图书做公益广告。所以，就这两点而言，你们
全套合同到期后，千万不要急着再出手，为了
一点钱没意思了，还是要交给我，从长计议。
流潋紫是理解我的一番好意的。”

他花了5年等首版所有版权到期，然后担
任了《后宫·甄嬛传》修订典藏版6卷本的策划
人。2015年，他又为蒋胜男的《芈月传》担任了
策划人。

2017 年，夏烈在理论领域再次先声夺人，
提出了“网络文学的中华性”概念。2019年，他
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故事的世纪红利与网络
文学“走出去”》更是预言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到
来：“网络文学在外贸上的需求量可谓日趋增
长，为世界大众读者写作、为世界文化工业提
供改编资源、为故事的世纪红利创造流动性，
成为中国网络文学企业和作者的战略与愿
景。”夏烈认为，这预告了世界大众文化发展流
变的“中国时间”逐渐到来，它将影响世界大众
文化格局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