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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从“现象级 IP 剧”《花千骨》《甄嬛传》
等在泰国、韩国、日本、美国热播，到《大医凌然》《大国
重工》等 16部中国网文作品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
文馆藏书目……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网文小说，
凭借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等诸多优势阔步

“出海”，成为新时期跨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也打
开了外国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

网文“出海”受读者热捧

23岁的雅各布正在努力实现写作梦想，不过培育这
一梦想的“温床”并非在他的家乡意大利米兰，而是大洋
彼岸的中国。从“入坑”首本中国小说，到成为中国阅文
集团旗下“起点国际”(WebNovel)的热门写手，短短3年
时间，雅各布笔下的奇幻作品已有超百万浏览量。

雅各布将这份成就归功于他读过的中国网络文学
所赋予的不竭灵感。“我想构建一个生动的世界，让读者
能够想象自己身临其境，以此增强沉浸感。颇为神秘的
中国文化和丰富的网络小说类型给了我很多启发。”

今年 6 月，雅各布到安徽黄山参加 2024 阅文创作
大会，黄山的壮丽风景与徽州文化令他大为震撼。他
计划把这趟中国之旅写进后续作品中，让读者也能和
他一同感受中国的美丽风光与深厚文化底蕴。

“起点国际”创建至今，拥有逾 2.3 亿访问用户，海
外原创作品约 62万部，像雅各布一样的创作者达到 42
万。在这个平台上，海外网络作家和读者们发明了一
个新的英文词汇来称呼彼此——“Daoist(道友)”。

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究竟有多受欢迎？去年12月，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发布
了网络文学国际传播项目，入选该项目一期的作品包括

《雪中悍刀行》《芈月传》《万相之王》《坏小孩》4部知名畅
销网文小说，使用英语、缅甸语、波斯语、斯瓦西里语4个
语种，通过在线阅读、广播剧、短视频、推广片等方式，向
全球进行推介。据统计，这4部作品的外语版自2023年
10月陆续上线海外各大平台以来，已创下数千万次阅读
量，而且海外用户订阅量还在持续增长。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今年 7 月最新发布的
《2023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
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受人瞩目。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
行业海外市场营收规模 43.5 亿元，同比增长 7.06%，中

国网络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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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大利亚，畅销前五名的网文应用中有4个来自
中国；在俄罗斯的网络文学翻译平台中，数量最多和最
受欢迎的都是中国网络小说；在南美洲，网络文学企业
分别开发了面向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国
家的应用软件；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受“一带一路”政策
的影响，中国网文成为文化交流的生力军。最新报告
数据显示，东南亚地区超越北美地区，成为中国网文

“出海”的首要目的地。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说：“中国网文

‘出海’历经 20 余年，全球范围内的粉丝基础相当可
观。有业内人士将中国网文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
动漫、韩国偶像剧并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奇观’。尤其
伴随着人工智能新技术浪潮和全球 IP 产业链的发展，
网络文学多形态输出空间巨大，快节奏、强情感的中国
作品能够引起全球共鸣。”

承载中国文化“漂洋过海”

道、点心饽饽、茶艺、门派、刺绣……谈及看过的40
多篇中国古风小说，孟加拉国作家亚齐亚一口气说出
很多关键词，“阅读让我更加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神话
故事中的浪漫主义和英雄情怀。同时，它也给予我远
眺世界的精神力量”。

“16 岁时我的父亲去世，家里丧失了经济来源，是
中国文学作品中坚强自立的女性主角们陪我走过最艰
难的时光。”亚齐亚说，这也是她将“勇士”作为笔名的
缘由。如今，亚齐亚的一篇热门小说已被中国公司签
约，可观的报酬将支撑她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读书深造。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文化自信、强国叙
事成为网络文学创作新趋势。

2023年，“起点国际”用户日均阅读时长达90分钟，
日评论数最高突破 15万条，用户活跃度持续上升。在
作品评论区，随处可见剧情分析、人物点评、文化常识、
术语解释、剧情建议等“配套”内容。中国网文作品《抱
歉我拿的是女主剧本》总评论数超 158万条，位居所有
作品首位。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员肖惊鸿分析，作为

中国通俗文化参与文化全球化的实践路径，中国网文
“出海”兼具速度与含金量，本质上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双提升，为世界读懂中国文化打
开又一扇窗口。

“今日世界比以往更加期待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她认为，网络文学的“中国性”往往藏在幕后。
读者通过小说能够了解服道化等中国文化元素，直面
勤劳奋斗、尊师重道、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传统文化
内核，并认识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和思考方式。

在“起点国际”上，外国网友谈论的前五名中国话
题分别是：“道”“美食”“武侠”“茶艺”和“熊猫”。“中国
文化真浪漫。”有网友感慨，《海晏河清四时天》传递中
国祖先传统农耕智慧；《枕水而眠》中展现中国国画魅
力；《茗门世家》又让中国茶香氤氲世界……虽然文化
背景不同，但大家都享受着中国人创造的“琴棋书画
剑，诗书茶酒花”。

中文在线首席运营官杨锐志说，以前玄幻仙侠是
传统网文“出海”主力，近年来科幻、悬疑、都市题材有
所增加，“有的海外作家直接以中文命名角色，高铁和
中国空间站也常见于文中，在主题设定、内涵方面都带
着浓浓中国味”。

新技术为网文“出海”赋能

中国网文在海外崭露头角，离不开传播媒介的迭
代进步。“智能手机市场，各种听读、阅读的应用程序任
你选，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接触小说。”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研究院副院长、杭州师范大学文传学院教授夏烈认
为，网络文学以互联网、数字媒介为载体，是伴随着网
络发展而兴起的新事物，必然在互联网全球化的进程
中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 IP 改编异军突起。扬帆出海
首席执行官刘武华观察到，短剧在海外传播热度攀升，
推动短篇网络文学小说创作成为新风口。

中国编剧选材、欧美演员出演、采用海外拍摄班底，
融合霸总、逆袭等古早网文特色……近期，中文在线旗
下的短剧出海产品ReelShort火爆出圈，一度跻身美国、
英国、加拿大的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总榜前三。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文称，“改编自中国文学
的短剧应用程序在美国大受欢迎，这种趋势表明中国
文化产品能够很好地翻译给西方观众”。

成立于2018年的天津琅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
网络文学作品有声书和广播剧制作业务。与阅文、晋江
等大型网文平台合作期间，已经制作了200多部广播剧，
最热门的广播剧系列作品全网播放量能达到1亿次。

“相比按原文朗读的有声书，广播剧通过音效制作
营造书中的场景环境，给观众带来更身临其境的听感
体验，助力更多网文‘出圈’。”公司总经理李肖剑说。

当前，以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
革命正风起云涌。展望未来，新技术将化身加速网络
文学落地的“孵化器”，让中国网文作品大体量、规模化

“走出去”成为新的可能。
当然，中国网文“出海热”也并非尽善尽美。在海

外出版发行渠道、版权代理机构数量、版权保护机制等
方面仍存在短板。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及自
我修正机制下，中国网文“出海”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
外华人作品展区作品复评结果8月6日出炉，
高州人、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邹继科和学生
刘松沾合作的序号292油画作品《南海渔汛》
入选。

《南海渔汛》210ⅹ220cm，生动描绘了南
海晨早，海上一轮红日半露，一群南海湾的

渔民在刚刚从海上打渔回来的在渔船上起
渔的场景，从海里打捞上来满满闪闪发光的
一网渔，渔民忙碌的身影，脸上却露出丰收
的喜悦，渔民海上打渔起早摸黑，不畏辛劳，
在晨光中，有说有笑忙前忙后、线上线下同
心同力、如诗如画，如同一首表现劳动人民
的交响曲。

2023 年 5月
27 日，“2023 中
国国际网络文学
周”在杭州开幕。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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