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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 马 季

21世纪是一个全球文化争艳的时代，

而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从根本上说正是源

于其文化底蕴和文化创新力。我国网络文

学诞生20余年，以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为

体，以接受消化外来先进文化为用，开创了

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此前在

乌镇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

国作协和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宣布，将每

年一度在杭州举办的“中国网络文学周”正

式更名为“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旨在顺

应网络文学出海大趋势，与世界各国共商

共享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成果。

近几年，我国网络文学出现了规模化

出海的现象，仅阅文集团海外门户“起点国

际”一家，自 2017 年 5 月上线两年半时间

里，就吸引海外原创作者近5万人，征集作

品7万多部。可见我国网络文学受欢迎的

程度和在海外的影响力。中文在线、掌阅

科技和纵横文学等重点网络文学门户也在

这波浪潮中纷纷布局海外市场，引发了我

国网络文学出海的集群效应。

海外文化传播涉及的不仅仅是作品，

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也很重要。在商业模

式上，我国网络文学运用自己创造的模式

进军海外。首先是突破国产文学的出版授

权、作品输出和IP 改编等模式，利用海外

平台支持当地作者进行内容创作与运营。

这一模式不仅占据了海外文学阅读的市场

份额，而且有效推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互

动。其次在地域拓展上，国产网络文学平

台不仅登陆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

并且开始通过国产手机制造商和海外电信

运营商等渠道，迅速进入非洲、东南亚等新

兴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

日益频繁，生逢其时的我国网络文学犹如

一股清泉，正在加速汇入世界文化的洪流

之中。深厚的文化积淀，通俗易懂的故事

内容，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强烈的交互

性，充分展现了网络文学显著的跨文化传

播优势。随着海外读者数量持续增加、国

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文学或将成

为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让

世人了解古老的中国，走进崭新的中国，将

是这一代人千载难逢的机遇。

作为跨文化对话的有效尝试，网络文

学出海目前只是刚刚起步，未来的道路还

很漫长，应对各种挑战，须有充分的思想准

备。首要任务是练好内功提升品质，拿出

一批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同时大

力提升海外传播力，在海外选择优质的合

作伙伴，如优秀的翻译者、有诚意和实力的

网络出版机构以及有效拓展传播渠道等。

网络文学具有开放、包容、平等诸多特

点，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今扬帆海外，展现了我国坚持改革开放

不动摇的大国形象。用发展的眼光看，网

络文学的未来不但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这是历史的必然。

网络文学“出海”
促中外文化交流

画坛劲吹中山雄风

画展以“时代丹青”为主题，彰显中

国工笔画这一古老艺术在时代更迭中不

断壮大的生命力，展现当代工笔画在传

统文化价值内核与图像时代的审美需求

之间的多维探索与深刻思考。其潜在

的兼收并蓄的强大包容性为工笔画在

当代语境中的涅槃重生带来多重可能

性和多元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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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张 婧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

节目管理司、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等

主办，上海市网络视听行业协会、上

海炫动汇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承

办的2019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周日

前在上海举行。产业周包括3场圆

桌分享会、“中国网+扶贫”成果发布

会、阿里文娱自制剧项目推介会等，

并本着“亲民、惠民、利民”的原则设

置了“网络视听企业进商圈”环节，

在龙湖上海虹桥天街、新世界大丸

百货等商圈开展咪咕视讯5G技术

展示、优酷YOU礼2020期待你、喜

马拉雅有声图书馆、绘梦虚拟偶像

“皮皮梦”互动体验馆等活动。

小群体撬动大市场

《2019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网络视频用

户（含短视频）达到7.25亿人，全国

在线视频市场达1871.3亿元，短视

频市场同比增长744.7%，网络视听

类应用场景化趋势显著。与此相

应，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纪录片

等节目样态呈现井喷式发展，节目

数量爆发式增长。

上海依托产业积累、文化积淀、

资源集聚、技术先进和人才密集等

优势，着力培育了一批有竞争力的

市场主体，生产了一批网络影视精

品内容，逐渐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网

络视听内容创制高地。

近几年来，上海网络视听企业

纷纷在垂直领域发力，凭借差异化

发展，以小群体撬动大市场，如创立

于2009年的哔哩哔哩（B站）以二次

元起家，多年来持续布局ACG（动

画、漫画和游戏）内容，深耕内容生

态产业链，投资动漫相关公司达49

家，并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PP视频

通过战略转型，深耕体育领域，2018

年企业估值达107亿元，企业增速

高于全国在线视频市场增速。

除了聚焦视频领域，另一群人

则瞄准了“耳朵经济”——音频市

场。从最早创立的蜻蜓FM到紧随

其后迅速壮大的喜马拉雅，再到国

有广播的转型产品阿基米德，这3家

沪上音频网站占据全国音频行业超

过80%的市场份额，喜马拉雅估值

达200亿元、蜻蜓估值达60亿元，让

上海牢牢坐稳全国网络音频的“头

把交椅”。

“创”科技带动新消费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VR、

5G技术的发展，网络视听行业的边

界也在不断扩大：网络播放平台从

电脑端延伸到手机、平板电脑、投

影、户外/电影超大屏；内容创作者

从简单的UGC（用户生产内容）发

展成为网络综艺、网络电影、纪录

片、短视频、互联网音频、二次元内

容、影游联动内容等PGC（专业生

产内容）。

一方面，耀客传媒、柠萌影业、

慈文传媒等植根上海的影视公司

先后投入网络自制剧市场，与平台

企业深入合作，在网络影视精品化

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另一方面，一批新兴网络视听

内容制作机构也积极打响自有品

牌，规模日益壮大，如笑果文化连

续打造了《吐槽大会》《脱口秀大

会》等脱口秀节目，企业估值已超

50亿元；绘梦动画专攻二维动画创

作，推出《狐妖小红娘》《一人之

下》《从前有座灵剑山》《中国惊奇

先生》等精品，2018 年企业估值

12 亿元；腾讯影业、企鹅影视、时

悦、兴格等影视内容制作机构生产

的网络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断

提升……

消费个性化、商品社交化正推

动着网络视听平台寻求新的商业

模式。据了解，12月底，小提琴家

黄蒙拉将在自己的一台音乐会中引

入5G和VR技术，通过遍布现场的

VR摄像机与5G运营商合作，进行

线上直播，让“隔空”欣赏音乐会的

观众仿佛置身现场。

而日益成熟的直播技术让文化

演艺产品也有了全新的消费模式。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英国

国家剧院于2009年发起的高清戏

剧现场放映NTLive项目首次登陆

“青创周”，带来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

剧团的3部作品，让观众跟随着摄

像机穿越到不同的剧场空间欣赏

演出。

可以说，随着网络视听企业与

科技、演艺、教育、电商、旅游、金融

等业态的紧密合作、多元互动、增强

协同，“网络视听+”的产业生态圈正

在形成。

“全”政策构建“绿”生态

上海网络视听业的产品爆款

频出和产业态势向上，与上海政策

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在“文创50

条”（即上海市委、市政府 2017 年

12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

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政

策引领下，2018年 6月，上海市12

个部门共同制定发布了《关于促进

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实施办

法》，从积极培育原创精品内容、加

快发展网络视听新形态、建立健全

网络视听产业链等方面，不断优化

政策环境，推动上海网络视听产业

发展。

与此同时，上海市各区政府纷

纷推出有关网络视听的优惠扶持政

策，如闵行区推出“闵行文创20条”，

建立了有关网络视听产业链的公共

服务体系；杨浦区在2019年7月出

台了影视网络视听产业发展“35

条”，为影视网络视听企业提供普惠

政策；浦东新区设立了文化创意（影

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网络视听成

为重点支持的产业门类。

政策全面助推之下，上海网络

视听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目

前，上海已初步形成以中国（上海）

网络视听产业基地为核心，区域特

色产业园区（张江、金桥、静安等）为

支撑的网络视听产业格局。据中国

（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基地管理办公

室主任陈鼎介绍，该基地已集聚

1100多家企业，其中70%以上从事

网络视频、技术研发、信息服务等新

兴业态；入驻企业在2018年实现税

收7.97亿元，技工贸收入超过80亿

元，同比增长超30%；2019年前三

季度完成税收收入超过6.2亿元，产

值超60亿元。

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

《关于网络视听节目信息备案系统

升级的通知》，为了让企业更好地

了解新规备案政策，上海市广播电

视局通过召开网络影视内容制作

企业通气会、互联网视听服务机构

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等形式，搭建

企业和政府沟通桥梁。此次产业

周期间，特别召开网络视听政策答

疑会，定向邀请网络影视制作企

业，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为企业

排忧解难。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

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节目管理处处长游海洋表示，未

来，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将围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充分发挥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在

影视文化、互联网技术等方面的各

自优势，推动建立区域产业发展协

作体，探索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

在长三角地区形成更兼容、更便

捷、更开放、更丰富、更共享的视听

产业新格局。

上海依托产业积累、文化积淀、资源集聚、技术先进和人才密集等优势，着力培育一批
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生产了一批网络影视精品内容

“网络视听+”时代来临 谁分得第一杯羹

□ 刘 海 谢建雯 马思嘉

暮色渐浓，46岁的农民马瑞峰

调试好手机、话筒，照例与直播间的

“花粉们”互动之后，便提起嗓门对

着手机镜头唱起了“花儿”。

作为流传在西北地区的一种高

腔山歌，“花儿”曲调高亢悠扬，2009

年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马瑞峰的家乡——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花儿”

基础深厚，用当地“花儿”爱好者的

话来说：“花儿”生长在家乡的土壤

里，也流淌在家乡人的血液里。

“小时候，我经常听爷爷和父亲

唱‘花儿’，种地唱，放牛也唱。唱的

都是身边事，调子也好听，我就跟着

一起唱。”从小耳濡目染学唱“花

儿”，马瑞峰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关

于“花儿”的梦想也在心底萌芽。

因家境贫寒，他18岁那年就开

始漂泊打工，辗转甘肃、青海、陕西、

新疆等近10个省区，挖水渠、铺路、

跑建筑……累了、闲了，就给工友唱

“花儿”排忧解乏。“一唱起‘花儿’，我

感觉家乡、亲人就在身边。”马瑞峰说。

《湾断头的萝卜》《梁三哥》等

“花儿”曲目是马瑞峰的最爱，因歌

词质朴热烈，曲调高亢婉转，直抒胸

臆、风格独特，获得工友们好评，有

的工友还拜他为师，学唱“花儿”。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通过“山

花儿漫过半个城”等“花儿”微信交

流群，马瑞峰寻访到几位专业指导

老师，他虚心求教，系统学习宁夏

“花儿”的演唱技巧。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花儿”，宁

夏目前已在全区建成17个“花儿”基

地，认定40多位区、市、县三级“花儿”

传承人，马瑞峰就在其列。而受益于

“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2016年他又进入宁夏艺术学院

学习“花儿”，演唱水平明显提升。

随着网络直播平台兴起，马瑞峰

也在两年前注册了账号，开通“花

儿”直播间，利用闲暇时间在工地、

宿舍、山头等处漫唱“花儿”。“‘花

儿’本是心里话，不唱由不得自己。

再苦再累喊一嗓子好像就舒服了，

一天不直播这心里就不踏实。”

然而，带有浓郁地域特色和地

方方言的“花儿”调好听、曲难懂。

为让工友、网友听懂“花儿”，马瑞峰

在原曲基础上，根据工作生活场景

和所感所想填词，融合传统与现代，

表现怀旧与时尚。

去年元旦前，被阖家团圆的

喜悦和没挣到钱的忧愁包围的

马瑞峰，在返乡火车上一夜未眠，

写下了一首《出门人难》：出门没钱

不敢在街上走……只要阿哥你人平

安，我们慢慢地渡难关……

没想到，播出后短短几天内，这

首曲目获得近15万点击量。“出门人

都有难处，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让

我们宽心，只要人勤快，日子总会好

起来，我想用唱‘花儿’的方式把这

种正能量传递给他们。”他说。

今年，马瑞峰两次登上央视舞台

录制节目，这让他觉得离“花儿”梦又

近了一步。“不紧张，就是兴奋。我终

于把‘花儿’唱到了北京，唱给了全国

观众。”回到家乡后，马瑞峰还多次走

进校园演唱和教授“花儿”。

如今，线下课堂和线上直播间

已成为马瑞峰传唱“花儿”的“主阵

地”，而“花儿”新唱也为他找到更多

年轻“知音”。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

秘书长徐娟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

直播“花儿”可以让大众更直观、有

效地了解这一传统文化。

马瑞峰说，他的4万多名“花粉”

遍布全国，农民工占多数。因此，他

直播时总会强调只要掌声鼓励，不要

“飞机”“跑车”。“唱‘花儿’是我从小

的梦想，不是为了刷礼物，大家挣钱都

不容易，听我唱歌高兴就行。”

“能听到家乡的‘花儿’真好”

“唱到我心坎里去了”……马瑞峰

说，看着手机屏上不断弹出的“花

粉”心声，他总是备受感动和鼓舞，

“我越唱越有劲，再累都觉得值了”。

农 民 马 瑞 峰 的“ 花 儿 ”梦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流传在西北地区的一种高腔山歌“花儿”，宁夏目前已在

全区建成17个“花儿”基地，认定40多位区、市、县三级“花儿”传承人

用时尚讲述兰亭故事用时尚讲述兰亭故事
用时尚的文创产品，向游客

讲述古老的兰亭故事，兰亭书法

博物馆文创产品展区成为游客

们的“打卡地”。兰亭书法博物

馆景区自2016年开发文创产品

以来，已经形成兰亭集序·书法

系列、曲水流觞·雅集系列、羲之

爱鹅·鹅系列等7大系列700多

款产品，开设4家门店，并开通

淘宝、微信等线上业务，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图为近日，游客在兰亭书法博物

馆文创产品展区挑选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