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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张画临的可是北宋许道宁的《关山密
雪图》？”“如果不用‘关公巡城’的手法来斟
茶，茶水能好喝到哪里去？”翻开时下的网
络文学作品，读者一不留神，就和传统文
化撞个满怀。

近年来，网络文学作品题材结构更趋
优化，不少作品更注重从文化经典中汲取
养分。《2021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网络文学主动
调动传统文化宝库和古典文学资源，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结合。继承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已成网络作家的自觉追求。
经由网络文学再加工，跨越历史长河的传
统文化，在今天有了新的抵达。

深挖古典文学资源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希望传统文化
能有更广阔的天地。”网络作家阎 ZK 说。
他的小说《镇妖博物馆》从《搜神记》《山
海经》《聊斋志异》等古典神话传说、志怪
传奇汲取写作灵感，曾连续5个月稳居起点
中文网悬疑类月票榜第一。

在阎ZK看来，将古典文学资源融入网
络小说，如同“踩着巨人的肩膀重现风云
激荡”。他说：“ 《西游记》 在民间传说、
话本、杂剧基础上改编创作而成，鲁迅

《故事新编》 借远古神话题材‘旧酒入新
瓶’，通过化用和改造来致敬文学经典，
这些前人的做法，同样也是网络文学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历史参照系与文
脉发端日益清晰，有学者指出，网络小说
上承变文、志怪、传奇、话本、明清小
说、鸳鸯蝴蝶派传统，创作方式及传播媒
介虽有不同，却并不妨碍它将中国古典文
学基因发扬光大。

《风起陇西》《雪中悍刀行》《后宫·甄
嬛传》《绾青丝》《琅琊榜》 等网络文学口
碑佳作，都是对古典文学高超的艺术手法
进行承袭和沿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寂寞空庭春欲晚》等名称直接取自古
典文学；《完美世界》《斗破苍穹》《这个人
仙太过正经》 或借华夏神话演绎雄奇诡
谲、情节跌宕的故事，或以网络文学的诙

谐幽默对古代传说作出新解。
网络文学对中国传统故事的创新表

达，不仅停留在文字和故事层面，更深入
到精神内核中。如以 《诛仙》 为代表的仙
侠及玄幻小说，为传统“侠文化”注入新
内涵；《将夜》 主人公承袭传统文化人格，
为天下苍生不避艰险；《紫阳》 弘扬忠义、
孝道、仁善等至高精神境界，于传统故事
精神纵深处用足笔力。

总体而言，网络幻想、历史类题材作
品依凭古典文学文化品格，正向影响日益
凸显。

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以二
十四节气歌谣为灵感，“00后”网络作家慈
莲笙创作出小说《海晏河清四时天》。

在这部作品中，二十四节气被设定为
不同人物，随主人公一同经历四季流转、
游览大好河山。“我平时就对传统节气、节
日文化感兴趣，把这些内容写入作品，是
想让更多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慈莲笙说。

节气之外，刺绣、曲艺、茶艺、中
医、制瓷、园林园艺、服饰饮食等传统文
化元素竞相成为网络文学“座上宾”，在网
络作家笔下，以各种方式重构组合、活化
创新，让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感受中华
文化魅力。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以苏叶、甘
草、怀香等 28 种中药材作为小说章节标
题，介绍中医文化；《登堂入室》将传统陶
瓷文化融入主人公成长故事，从选材用
料、温度控制、技术手法对制瓷工艺进行
详解；《我花开后百花杀》 融香艺、美
食、妆容等传统元素于一体；《恋恋匠
心》 呈现不同领域非遗传承人“匠心群
像”；少数民族文化、商业文化等也不断
增添网络文学厚度，使网络小说有更突出
的知识文化属性。

网络作家坐酌泠泠水是茶艺老师，近
年利用专业知识创作出 《穿越之茶言观
色》《茗门世家》等多部茶文化小说。她自

述，许多读者通过小说爱上茶、研究茶，
作品对茶文化的传承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网络文
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 显示，诗书剑酒
茶、琴棋书画、江湖人生等文人传统意
趣，同样借网络文学焕发新活力。

“中国绘画史上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出现
了山水画？为什么明清时期花鸟画开始向
纵深发展？本质上都有文人意趣的影响。”
自幼在敦煌长大、美术史专业出身的网络
作家漠兮说。其作品 《枕水而眠》 以国画
为题材，让传统文人笔墨情怀跃然纸上。

网络小说 《上品寒士》 从 《世说新
语》《晋书》“就地取材”，清谈、游学等内
容尽显魏晋风度；《后宫·甄嬛传》 中温婉
含蓄的“甄嬛体”，被读者认为颇有温柔敦
厚的传统气息。

传统文化多形态输出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中国网络文学生于斯、长于斯的文
化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网络文学重任在肩。

网络文学以现代理念观照传统文化，
引发读者精神共鸣。《报告》显示，网络文
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着重强调“主
人公的个人奋斗与家国叙事相结合”，这与
年轻一代在大国崛起中成长、在民族自豪
感中不忘个人奋斗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小说 《参天》 弘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木兰无长兄》 以现代女性观念重讲传统
故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进行了
有益探索。

网络文学以艺术手法亲近传统文化，
把中华文化特性转化为吸引读者的魅力。

《狼毫小笔》 主人公用祖传之笔穿越时空、
纵横九州，带领读者亲临中国历史上著名
文化事件的发生现场；《海晏河清四时天》
由梦境起笔，“四时天仙境”里的节气和
节日仙子们各具性情、栩栩如生，伴随读
者轻盈入“梦”；《书灵记》 以喜剧文风再
话 《聊斋志异》 角色传统，为古典文学资
源接通地气。

网络文学以 IP 链条盘活传统文化，相
互催发，产生“化学反应”。《2019-2020年
度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潜力评估报告》
显示，该年度网络文学IP拉动下游文化产
业总产值累计超过1万亿元。《赘婿》《雪中
悍刀行》《上阳赋》《风起洛阳》 等网络小
说改编成影视剧，生动讲述中华文化，成
为“最受用户关注的文化传播形式”。动
漫、有声、短剧等不同艺术形式联动，也
促成传统文化多形态输出的“破圈”之旅。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中国网络
文学用户总规模达 5.02 亿，读者数量达到
史上最高水平。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
委员桫椤表示，网络文学要持续向传统

“取经”，创作出既符合中华审美风范和亿
万读者阅读习惯、又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

“网络性”的佳作——这也是网络文学实现
精品化和经典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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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自己的
小说得到认可。我
的 用 词 和 叙 述 方
式，或许并不是中
国读者习惯的，但
我想，正是这种微
妙的差异感，成就
了各国中文写作的
特色。”马来西亚作
家龚万辉在发表获
奖感言时说。

近日，第十八
届滇池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昆明滇池之
畔举行，来自海内
外的100多位嘉宾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见证了这一文
学盛会。本届获奖
作品包括丁东亚的
短 篇 小 说 《云 伴》
（ 年 度 最 佳 小 说
奖），刘星元的散文

《驿马与梦境》（年
度最佳散文奖），河
畔草 （马丙丽） 的
组诗 《月亮是一枚
金色琥珀》（年度最
佳诗歌奖），龚万辉的短篇小说《猫语》（最
佳东南亚华文文学奖），邵风华的个人小说辑

《邵风华作品》（年度大奖）。
“一本《滇池》杂志，就是海内外华文文

学创作交流、交往、交融的桥梁。”《滇池》
杂志主编包倬介绍说，“吸引海内外作家同台
竞技，既体现了《滇池》杂志开阔的办刊视
野和文学胸襟，也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同频共振、和谐共生。”

据了解，创刊于 1979 年的 《滇池》 杂
志，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见证。创办于
2003年的滇池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获奖
作品从上年度 《滇池》 杂志刊发作品中评
出，迄今已有中国及东南亚的90余位优秀写
作者获奖。从2018年开始，《滇池》文学杂志
远航“出海”，在中国内地首开先河，面向东
南亚11个国家征稿，并于次年增设东南亚华
文文学奖。截至目前，《滇池》杂志已出版23
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小辑，作者遍布泰国、越
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等国家。

“走过43年历史的《滇池》杂志，已成为云
南省一张重要的文学名片。近年来，我们通过
广泛征稿、推出小辑、设置奖项等方式，与东
南亚各国坚持华文写作的华人作家加强联
系，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提供充分的发表
机会，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
力。”包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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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清清一江水，共筑绵绵两地情。从2016年起，广东省深圳
市盐田区对口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

多年来，深圳市盐田区坚持创新引领、深化帮扶协作，用心用情
用力开展帮扶，通过资金支持、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就业帮扶、教育
帮扶等多种方式，推动革命老区乐业县发展。

一幅粤桂携手共同绘就的壮丽画卷已在乐业大地上徐徐展开。

牢记使命 携手帮扶见实效

深圳市盐田区扶贫协作工作组2016年在乐业县成立，工作目
标明、力度大、节奏快、效率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
把对口帮扶协作工作扛在肩上。两地深入互访、交流、沟通，在组织
领导、人才交流、资金支持与使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携手奔小
康、消费帮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2016年以来，双方对接调研16次，召开高层联席会议16次，参
加调研318人次，两地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帮扶协作
工作23次，为协作工作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2016 年以来，深圳市盐田区帮扶乐业县资金使用金额为
20048.671万元，其中，帮扶协作财政帮扶资金16955万元、社会援助
资金 3063.671 万元、其他资金 30 万元。重点围绕乐业县产业、教
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总计实施38个项目，聚焦解决群众“两不愁
三保障”问题，惠及群众累计超过10万人。

产业造血 立足实际着眼未来

2016年以来，深圳市盐田区、广西乐业县两地坚持把产业帮扶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整合东西部协作资金

1.08亿元，建成猕猴桃2.1万亩、芒果
1.2 万亩、油茶 1.6 万亩三大产

业园，实现村村有产业基

地、户户有产业支撑的两个“全覆盖”目标，投产后年户均增收4000
元以上。

粤桂协作工作队立足乐业作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县”的
独特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高标准开展“乐业高山蔬菜”全产业链
项目建设，明确以点带面的总体发展思路，规划投资1亿元建设高
标准蔬菜基地5000亩，配套建设冷链物流体系、追溯体系等设施，
打造集生产、包装、运输、销售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高山蔬菜基地一期1500亩蔬菜已全面上市，主要销往粤港澳
大湾区。高山蔬菜基地全部建成后，产业覆盖的四合村、夏福村和
达道村的村级集体经济预计年增收可达18万元，带动农户年均增
收1.5万元。

高山蔬菜基地项目2021年启动以来，已有502户1965人从项目
土地流转中受益，受益金额150万元；已帮助周边500名劳动力实现
就近就业，每人每月增收2500元以上。今年，在标准化示范基地的
带动下，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较往年增加了2800余亩，总面积已超过
2万亩。

就业帮扶 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今年，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深圳市盐田区和乐业县协调安
排粤桂帮扶资金，健全完善就业创业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实施“六个
统一”专项行动计划，全面实施“点对点”包车、创业补贴、稳岗补贴、
交通补助、带动就业补贴、创业贷款等就业政策。

自年初农民工返岗复工免费输送活动启动，深圳市盐田区和乐
业县已“点对点”输送农民工3631人返岗复工。

深圳市盐田区与乐业县还积极开发对接广西区内外企事业单
位用工需求，与用工主体达成合作意向，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乐业
县已与广西区内外80多家优质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今年上半年实现劳务协作派遣2600多人。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双方深化了深
圳市盐田区—乐业县两地的劳务协作，两地均提前谋划“两后生”输
送工作。中考前，深圳市盐田区人力资源局、深圳市盐田区慈善会、
深圳市安科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与桂林技师学院负责人到乐业县
开展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暨“政校企”合作宣讲活动，让初中毕业生充
分了解中职学校的情况，增强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信心。

深情厚谊 矢志不渝谱新篇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用水难问题，深圳市盐田区投资200万元，
用于对雅长乡新场村岜岩屯进行饮水集中改造，从6.9公里外的水
源地建设饮水管道，包括建设1个蓄水池、1个滤水池和6.848公里
的水管安装，彻底解决全村11个屯的饮水困难问题，受益农户349
户1507人。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做好“两不愁三保障”工作的重要支撑，关
系着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深圳市盐田区通过积极发动社会帮扶
力量，募集资金130万元，支持建设村部文化长廊、篮球场；实施屯
内道路硬化；实施饮用水管网改造；修复防洪墙等，惠及人口3800
余人，有效改善了乐业县乡村基础设施。

引导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圳市
盐田区募集社会帮扶资金90万元，支持乐业县9个村建设垃圾池，
购置垃圾转运车、垃圾桶，实施河床整治等，惠及人口3200余人；支
持420万元，建设文秀幼儿园及百坭村文秀教育基地等。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美化了生活环境，也让群众养成
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心怀梦想，携手共进。开展粤桂东西部协作，让优势在互补中
激发新动能，开辟更广阔的新空间，让乐业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
美好。

数据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委宣传部数据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委宣传部

乐业县百坭村文秀幼儿园乐业县百坭村文秀幼儿园
乐业访问团到位于盐田区的深圳乐业访问团到位于盐田区的深圳

市安科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参观市安科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参观
农户在粤桂协作高山蔬菜产业农户在粤桂协作高山蔬菜产业

园里采摘蔬菜园里采摘蔬菜
乐业县甘田镇粤桂协作高山蔬菜乐业县甘田镇粤桂协作高山蔬菜

产业园一角产业园一角 ··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