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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这些呼啸的风/原谅我们的
穿街过巷，见缝插针/就像原谅一道闪电/
原谅天空闪光的伤口……”今年 2月，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网络春晚上，“外卖
诗人”王计兵在节目《生活倒影》中朗诵
的这首 《请原谅》 再次打动观众。同月，
他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部分诗篇随即被网友传诵。

提起王计兵的名字，很多热爱诗歌的
人并不陌生。2022年，他的一首小诗《赶
时间的人》 被分享到微博后，引来 2000
多万次阅读、10多万次转发点赞。诗中写
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对外卖
员生活的诗意描述与干净质朴的语言，打
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没有浮躁，每个
字都来自扎扎实实的生活。”“它们讲述的
就是你身边的人们、身边的细节与小事，
却有那样灵动的观察与想象。”“真正的劳
动者诗歌，真情实感无需过多的言语修
饰。”读者留言说。

王计兵是个“晚熟的人”。他 1969年
生于江苏徐州，19岁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
创作，曾发表过小说，2017年后陆续有诗

作发表。2019年成为外卖员后，他穿梭于
大街小巷，骑行逾 15 万公里，相当于绕
地球4圈。送外卖的间隙，他将对生活的
观察与感悟提纯为 5000 多首诗，记录下
普通人的苦乐悲欢。这些作品分别被收录
在诗集 《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
个世界》和新作《低处飞行》中。

2023年，这位现象级“素人作家”因
为诗歌“出圈”，不仅被包括央媒在内的
百余家媒体报道，还应邀赴美国参加中美
民间对话活动，并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成名后的王计兵更忙了，他在采
访、演讲和节目录制中，用诗句传递着来
自普通人的坚韧，表达着对平凡生活的热
爱。“我送出的外卖很多/我用笑容装饰生
活/像日子的封面。”他希望用诗歌给深夜
里和寒风中的你我带来温暖。

王 计 兵 变 了 ， 又 没 变 。 2023 年 12
月，他只在江苏昆山待了3天。当被问及

这几天都做了什么时，他很自然地说：
“得空就继续送外卖。”在王计兵从事过的
职业中，外卖员是他最喜欢的，他觉得骑
在电动车上，听着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可
以体会到一种飞翔般的自由，这或许近似
诗歌创作的感觉。

新诗集《低处飞行》中，有外卖行业
的写真，有新农村的观察，有对亲人的怀
念，也有对生活执着的笃信。“从三百六十
行里/赶出一个新就业/从二十四节气里/
赶出一个小哥节。”《低处飞行》抒发外卖员
的职业自尊。“对于一棵生长缓慢的树/三
年算不得什么/可对于一个老人/三年太长
了，长于一生。”《父亲没有看到铁树开花》
表达对父亲没有看到自己文学梦想实现的
遗憾。新诗集在延续王计兵贴近现实特点
的同时，增添了换位、转身的思辨色彩，散
发出暖人的温度、治愈的气息，给奔波打拼
的现代人一个喘息与瞭望的窗口：“我羡慕

那些率先下车的人/他们离家那么近/也钦
佩那些最后下车的人/他们走得那么远。”

诗集《低处飞行》的装帧设计中，蓝
色尤为醒目，蓝色在王计兵的色彩世界里
也占据着特别的位置。它是“奔跑的蓝”

“速度的蓝”，也象征着诗歌世界“降落的
天空”“行走的大海”。“被往事薅过衣领
的人/也会被时光抚摸着后背。”对生活的
爱，是一抹深沉的蓝，是王计兵的底色与
底气，铿锵而坚毅。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日，由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等主办的《和平长江》新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和
平长江》由长江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发
行，是一部以长江文明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水利
系统青年作家徐春林用 5 年时间，倾听长江、感受长
江、书写长江，梳理长江流域的水文与人文、水脉与文
脉，勾勒出一条人与自然相依共生的线索，书写了当
代人敬畏历史、敬畏生态、敬畏文化的理念与作为。

与会嘉宾认为，该书以时间为经、以长江为
纬，贯通历史和现实、熔铸自然和人文，多维度讲
述长江的前世今生，热情书写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生动实践，呈现长江人文历史与生态变迁，
形象展示了长江流域人民的生活以及对长江现实与
未来的思索与展望，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历史厚
度、人文温度的作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
布 《2023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从价值定位、内容
题材、创作生态、IP产业和“出海”等方
面，分析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发展新趋势。

《报告》 指出，2023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
“出海”市场规模超 40亿元，海外原创作
品约62万部，海外访问用户约2.3亿。

“国潮”风正劲

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队伍继续
扩大，读者影响持续提升，产业规模迈上
新台阶。《报告》 显示：截至 2023 年底，
中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 2405 万，网络
文学作品数量达 3620 万部，网络文学用
户数量达 5.37 亿，同比增长 9%。按照第
52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网民数量 10.79 亿计算，中国网民近
一半是网络文学用户。

数据的背后是网络文学作者与读者之
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近年来，随着“国
潮”文化风靡年轻群体，网络文学作者顺
应这一趋势，将目光聚焦于非遗文化、民
间传说、历史故事等，持续推动传统文化
融入多元题材。《唐人的餐桌》 着眼传统
美食；《洞庭茶师》 以茶文化为依托，讲
述现代创业故事；《我本无意成仙》 穿插
评书、木雕、打铁花技艺等非遗元素。
2023年，恭王府博物馆与阅文集团主办的

“阅见非遗”第一届征文大赛，共收获 6
万部非遗题材作品，涉及京剧、木雕、造
纸技艺、狮舞等 127 个非遗项目。《报告》
指出，“国潮”写作成 2023年网络文学创作
风尚。

梳理过去一年的网络文学创作，现实
题材再创新高是又一亮点。《大国蓝图》
写水下机器人科技创新；《铁骨铮铮》 以
宁西高铁建设为背景，讲述中国铁路改革
发展故事。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支持、阅
文集团主办的第七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
文大赛，收到 38092 部作品，同比增长
26%，“现实+”题材进入越来越多网络文
学作者创作视野。

“过去一年，诸多有着‘类型文’写作
成功经验的作家开始在新作中融入大量现
实元素，这对网络文学与现实题材的融合
具有启示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李玮说，“有的作品融合农作物种植技
术，有的融合击剑、射击、游泳等体育元
素，使作品的情节设计更加牵动人心，人
物形象更能引发年轻读者共鸣。”

IP转化提速

2023年，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内
容品类开发迎来丰硕成果：动画播放量突
破 500亿次，线下实景主题空间落地四川
成都，联动 2023 中国网球公开赛进行文
体跨界，IP 衍生产品荣获 3 项全球奖项。

《斗罗大陆》 的成功是网络文学 IP转化持
续提速的缩影。

《报告》 所引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底，网络文学 IP 市场规模大幅跃升至
2605亿元，同比增长近百亿。同时，网络
文学IP改编也出现重要变化：一方面，传
统文学改编和原创剧集爆款频出；另一方
面，微短剧成为新风口，游戏和动漫改编
的系列化趋势也明显增强。

《狂飙》 高开预热，《繁花》 胜利收
官，2023年是影视行业回暖复苏、整体向
好的一年。影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与降本
增效有力带动了本年度IP影视改编。云合
数据《2023上新剧集热播期集均有效播放
霸屏榜》TOP20名单中，改编自网络文学
的作品过半。在骨朵数据《2023年播出剧集
平均热度榜单》前五中，改编自网络文学的

《长相思（第一季）》《莲花楼》《长月烬明》
占据三席。值得一提的是，动漫已经成为
网络文学IP改编的成熟赛道。腾讯视频播
出的动漫作品 57%来自网络文学 IP 改编；
爱奇艺公布的39部作品中，网络文学IP改
编作品有 22 部；B 站 2023—2024 国创动画
发布会片单中，网络文学IP作品占43%。

近年来，微短剧发展迅速。艾媒咨询

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
究报告》显示，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
为373.9亿元，同比增长267.65%。网络文
学为微短剧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资源。在云
合数据等机构发布的 《2023 年度短剧报
告》年度上新短剧分账票房前十（含并列）
的 13 部作品中，根据网络文学改编的作
品达 10 部。改编自网络文学的《风月变》
在搜狐视频和芒果TV同步播出，成为首部
上星播出的微短剧。

未来，AI 技术将给网络文学 IP 开发
带来巨大变革。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
杨晨表示，AI的功能触角将为网络文学创
作带来不可小觑的附加值。“AI+IP”系列
技术的成熟，将极大释放IP开发产能，推
动网络文学生态升维。

翻译“一键出海”

网络作家横扫天涯的 《天道图书馆》
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
言，海外阅读量突破 1.8 亿次；由紫金陈

《坏小孩》 改编的有声广播剧，在斯瓦希
里语手机客户端“火花”和“国际在线”斯瓦
希里文网站播放量过百万；在俄罗斯读者
参与度最高的俄语翻译网站 Rulate（集体
翻译系统）上，《修罗武神》《全职法师》
等作品的浏览量均超过 2000 万次……全
球化逐步深入，成为 2023 年中国网络文
学发展的一大亮点。网文、游戏、影视已
成“文化出海”的三驾马车。

85后荷兰青年艾克斯勒是一名海外网
络作家，也是起点国际最早的一批作者。

他的机甲文《机械之神》在该网站上持续
写了 6 年，目前还在更新中。“我最开心
的是阅读粉丝给我的真诚留言。他们花了
数千小时阅读我的作品，并愿意陪伴我写
作，这给我很大鼓舞。”他表示，自己也
会阅读中国网络小说，“它们让我对中国
社会和中国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像艾克
斯勒一样的海外网络作家还有很多。截至
2023 年年底，仅起点国际就培养了约 41
万名海外网络作家，他们来自全球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

网络文学“出海”过程中，影视、动
漫、广播剧、微短剧等衍生转化产品形成
的影响力愈加凸显。影视剧《庆余年》第
二季成全网首部预约量破千万的国产剧，
海外独家发行权已被迪士尼预购；影视剧

《田耕纪》 在爱奇艺泰国站、日本站登
顶；阅文首个自主海外发行的IP改编游戏
产品 《斗破苍穹：怒火云岚》 在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上线。

随着新技术应用的持续深化，“一键
出海”“全球追更”已成为翻译“出海”
新趋势。在 AI 助力下，网络文学翻译正
在突破产能和成本的限制。一方面，翻译
效率极大地提升，由日均翻译十余章节向
日均翻译上千章节跃进，效率提升近百
倍；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专用词库人机配
合，翻译成本平均下降超九成。而在内容
质量方面，AI翻译作品也表现不俗，多部
作品成为起点国际畅销作品。推文科技
CEO 童晔认为，未来，通过人机协同优
化翻译质量，中国网络文学走向海外将更
加顺畅。

张清芳的《文本细读与中国当代小说
的魅力》，以“经典化”的遴选、审美特
色的呈现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的还原，从微
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社会，从过去到当
下，辩证地、历史地向我们呈现了文学史
写作中的个性与“写作共同体”之间的微

妙关系。
首先，该书在文本选择上具有“经典

化”眼光。从上世纪 50 年代发表的革命
历史小说 《百合花》，到新世纪发表的科
幻小说新作，该书从近 60 年的小说中仅
选出 7 部作品，可谓万里挑一，精简至
极。“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精挑细选的
佳作是各自年代里最耀眼的文本，无论从
流传的广度，评价的热度，还是读者接受
的程度，都是当时的佼佼者。比如《百合
花》 之于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 之于

“民族气魄”，正如远看山峰，原本突出的
风貌更加超拔。

其次，注重凸显作品个性化的审美特

色。书中有一个说法，“不能用赵树理的
《“锻炼锻炼”》来分析高晓声的《陈奂生上
城》。”紧紧围绕“个性”进行文学史观
察，深入分析这些作品的语言、人物、叙
述、结构等文本层面的特点，是作者的研
究思路。书中对《红高粱》何以是《红高
粱》，且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先锋小说，也
不同于同名电影，更不同于莫言自己的其
他作品，有深入系统的分析。书名中的

“细读”，首先是审美特色的细读。同时，
作者还广泛吸收了众多小说研究成果，比
如“红豆情结”这样的概括，就抓住了研
究对象的特点。

再次，充分还原作品的社会历史语

境。动态把握作家作品，呈现同一作家不
同历史时期创作风格的演变，及其与时代
潮流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勾
勒出文学史的“写作共同体”，这是该书
的突出特点。通过对《红豆》《知音》《长
相思》 等各个时期近 10 部作品的分析，
作者概括出一种宗璞式的叙事模式，揭示
出党员、父母、爱人这些符号在叙事中的
作用以及社会历史语境对其的影响。作者
没有陷入文本细读的形式主义窠臼，进行
一种纯粹的文学研究，而是将审美特色与
时代风潮联系起来。她对阿城《棋王》的
分析，就涉及唐宋传奇、马尔克斯、金庸
武侠小说、莫言、韩少功等，甚至联系到
上世纪 50—70 年代话剧 《千万不要忘
记》等作品中的情节。由此，作者突破了
断代史式的叙述，转而采用一种贯通式的
连接方式，强调作家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
写作上的延续性，勾勒出一种超越个人的

“写作共同体”现象。
（作者系《北京文学》执行主编）

李琭璐用“苍生大医”
为她书写“时代楷模”李桓
英的纪实文学命名，恰如其
分。李桓英把自己的一生无
私奉献给了麻风病人的疗
救与康复，实实在在是情系
苍生、心怀大爱的大医。

医 疗 题 材 不 易 把 握 ，
专写以麻风病防治为业的
李桓英，更具有相当的难
度。作者李琭璐选定这个题
材后，与传主李桓英多次接
触，深入采访她的同事、学
生和一些麻风病患者，被她
的所为深深打动。怀着激
情，作者把自己的所见所
闻、感受与思考，化为感人
的故事、生动的叙述，写就
了这部题材独到、内涵丰富
的力作。

《苍生大医》分11个部
分，详尽记述了李桓英在
动荡社会环境下的学医经
历和坚定从事麻风病防治
事业的人生追求。在前几
部分，作者追寻李桓英的
成长足迹，讲述了她儿时
跟随父母前往德国柏林，
回 国 后 又 辗 转 北 京 、 上
海、杭州、重庆、香港等地的经历。她初中即确立

“学医自立”的人生目标，1939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
专业，1946年求学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之
后又到世界卫生组织工作。1958年，李桓英克服重
重困难毅然回国，从事皮肤病研究工作。她不仅在
医学方面有着扎实的功底，而且在已有稳定工作和
优渥生活的情况下归国报国，在寻常中显出了不凡。

令人为之感佩的，是李桓英对麻风病防治工作
的执意选择与最终锁定。上世纪 50年代，医疗卫生
条件相对落后，李桓英回国后便参与到当时尚属起
步阶段的麻风病防治研究组，并且不惜以身犯险，
在自己身上进行抗原效果试验。上世纪 80 年代初，
她到麻风病较为严重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创造了用两年时间治愈麻风病的医疗先
例。由此，她把云南作为自己长期工作的重点，通
过逐个调查和仔细诊断，进行药物试验和快速治
疗，助力云南消灭麻风病的工作。

《苍生大医》清晰勾勒出李桓英对医疗卫生事业
多方面的贡献。她不仅在云南、山东等地治愈了大
量麻风病患者，使他们恢复了健康，而且把短程医
疗扩大到更多地区，为中国根治麻风病立下了不朽
功绩。重要的是，她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充分利
用自己的国外留学经历和在世卫组织的工作经历，
与世卫组织和多个国家开展麻风病防治方面的国际
合作。她还通过建立基金会，培养和扶持年轻医生
到国外进修，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
术。在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李桓英还注重病人的
心理疗愈和精神引导。该书以诸多感人细节，写出
了李桓英善待麻风病人、尊重麻风病人的故事。她曾
提出消除对麻风病人的歧视，维护麻风病人应有权益
的建议，切实改善了麻风病人的境遇。

李桓英在晚年申请入党，有人问她原因，她说
出了一番肺腑之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
后，身上不能覆盖一面鲜红的党旗，那我会很遗憾
的。”终于，李桓英在95岁时正式入党。书中类似的
细节描写，凸显出李桓英严气正性的鲜明个性，也
塑造出一位“时代楷模”的形象。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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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超40亿元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勾勒超越个人的“写作共同体”
——读张清芳《文本细读与中国当代小说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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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句传递普通人的坚韧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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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讲述长江故事多维度讲述长江故事

2023年 3月，观众在“网络文学新时代十年主题成果展”上参观。
杜建坡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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