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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听非遗讲故事

□ 颜维琦

8月 31日，拥有百年底蕴的国

家图书馆与阅文集团携手合作，阅

文集团成为国家图书馆互联网信息

战略保存基地，同时，来自阅文平台

的百部网文佳作被典藏入馆，向读

者开放借阅。

图书馆是储存人类文明的殿

堂，将网络文学纳入国家文献信息

资源保存体系，表明中国传统阅读

文化和当代网络流行文化的深度交

融——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

学样式记录着时代表达，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活力也正在

被进一步激活。

正如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张旭在现场所评价的：“优秀

原创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国家图书

馆，是在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与服

务领域的积极探索，有利于拓展公

共文化服务新模式，丰富公共文化

服务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同时也有

利于进一步培育网络文学这一新型

文化业态，激励更多新生力量创作

优秀网络文学作品，为文化事业的

繁荣注入新鲜血液。”

网络文学是一面时代的镜子

作为全媒体时代新型的阅读方

式，数字阅读扩展了书籍的样态和

文字传播的介质，拥有庞大的用户

体量，也凝结着新一代“全民阅读”

的“文学记忆”。

此次入藏国家图书馆的100部

网文作品，既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

《庆余年》《琅琊榜》，也有聚焦中国

工业发展的《大国重工》《材料帝

国》；既有充满科幻色彩的《第一序

列》《谁在时光里倾听你》，也有描绘

普通人职业生活的《大医凌然》《朝

阳警事》等。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新

颖，角色刻画细腻生动，受到不同群

体的认可和喜爱。读者可以跟随

范闲、梅长苏、凌然等书中人物，体

验阅读带来的愉悦与感动。

中国网络文学经过20多年的迅

速发展，伴随互联网技术进步，融入

中国改革开放大潮，造就了一批优秀

作家，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是

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

它充满年轻朝气，不仅题材丰富，有

着蓬勃的想象力和创作活力，更是一

面镜子，折射当下现实和社会心理。

以阅文平台为例，平台凝聚的

890万名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

扎根生活，书写着传统文化和时代

变迁，其特有的在线更新和开放评

论模式，更让读者与作者之间消除

了距离，实现时代情绪的共振。

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副书记

饶权说，此次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

型文学内容资源入驻国家图书馆，将

有助于不断丰富国家图书馆的立体

化馆藏资源内容，完善互联网信息资

源采集与保存体系，并在服务社会公

众阅读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

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得到长期保存和

有效利用，推动这些优秀网络文学作

品在传播中华文明、弘扬正能量方面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提供更大空间。

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胡邦胜

看来，网络文学是文创产业发展的

主要内容源头，满足了人民群众多

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了社会

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并成为中华

文化海外传播的靓丽名片。阅文集

团这次与国家图书馆进行战略合

作，主动承担起国家互联网信息战

略保存的职责，体现了一个网络文

学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用鲜活的原创彰显文化价值

阅文集团大神作家“国王陛

下”，擅长创作仙侠、玄幻等题材小

说，他的《从前有座灵剑山》成为此

次入藏国家图书馆的百部网文佳作

之一。他从小就对图书馆很有好

感，再一次走进国家图书馆，感受最

强烈的是“与时俱进的时代感”。

“网文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成长

于互联网发展的浪潮之下。其独特

的连载体制，强烈的内容竞争，需要

作品时刻紧扣热点，体现了鲜明的

时代特征。同时，网文的创作不是

闭门造车，具有独特的互动性，平台

还能通过资深编辑，以及内部大数

据等辅助工具，来指导和规范作者

进行更好的创作。”“国王陛下”说。

在他看来，网络文学是一种响应大

众需求的集体创作的文化产品，是

不折不扣的人类智慧结晶。能够被

国图收录，是对网络文学过去一段

时间发展的充分肯定，说明网络文

学已经具有了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热衷都市题材创作的阅文集团

白金作家“会说话的肘子”，则凭借

科幻都市作品《第一序列》入藏国家

图书馆。“这次百部网文佳作入馆典

藏，是对网文作品和创作者的充分

肯定。这样的肯定让我备受鼓舞，

未来会更加努力潜心创作，为读者

讲述更加精彩的故事，肩负起时代

赋予我们的责任，带来更多更好、值

得被入馆典藏的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研

究员、首席专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研究院副院长肖惊鸿认为，网络文

学传承文学创新、蕴含文化进步、彰

显历史智慧、承载时代精神、丰富国

家记忆、代表中国形象，创造了巨大

的精神财富，促进了文化发展进

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网

络文学体现了国家价值。

作为IP源头的网络文学，21世

纪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多版权持续

开发运营的文化产业的重大支撑。

实体图书出版占据一席之地，影视、

游戏、动漫、漫画等版权开发不断增

多，引领大众文化娱乐潮流，成为当

下多达80%的影视、游戏、动漫、漫

画等文化产业的内容源头，带动了

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

“从成长到成熟，从自由发展到

进入主流文化阵地，中国网络文学

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力、创造力，网络

作家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到全球文

学文化发展进程当中。网络文学构

筑的中国力量，加强了我国同世界

的文化联系，扩大了我国对世界文

化的影响。”肖惊鸿如是分析。

为文化传承提供更多可能

如今，互联网成为人类文明和

社会记忆的新载体。相比于纸张，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更加纷繁杂乱，

对其中价值内容的采集和保存显得

尤为迫切。这一次，阅文集团成为

国家图书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基

地，通过精彩的网文内容，及时、有

效地记录当下的思想风貌，记录时

代的发展脉络。此次合作不仅是网

络文学行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也是国家图书馆联合社会力量，

共同布局分级分布互联网信息战略

保存体系的又一新进展。

追本溯源，网络文学从诞生时起，

就广泛吸纳中外优秀文学营养，以中

国远古神话体系和文学经典以及西方

奇幻文学为主要创作灵感和源泉。如

《山海经》及四大古典名著，激发并点

燃了众多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文学梦想

和激情，迸发出巨大的想象力，内容边

界和表达方法得以无限拓展。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进入新时代以来，现实题材网

络文学创作不断加大。如书写改革

开放的《浩荡》、聚焦缉毒英雄的《写

给鼹鼠先生的情书》、展现互联网创

业的《网络英雄传》等作品可圈可

点，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新

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翼。

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是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一张重要名片。目前，中

国网络文学覆盖数十种语言，网络

文学读者几乎遍布全球各个国家。

有统计显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网

络文学作者已多达1750万，读者已

超过4.6亿，网络文学作品总数突破

2500万部，形成了影响广泛的网络

文学现象和文化景观。“毋庸置疑，

网络文学成果极大丰富了中国当代

文学和文化传播，成为国家记忆的

重要组成。”肖惊鸿说。

作为几乎与网络文学行业共同

生长起来的网文平台，阅文集团带

领数字文化行业探索新的升级和突

破，用传统文化赋予网络文学更多

内涵，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活化传统

文化，探索两者之间的互补与交融。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图书馆与

阅文集团将围绕原创文学推广、资源

保存保护、新技术应用、阅读服务创

新、文化创意开发等方面开展更加深

入的合作，助力新时代中国文学和中

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彰显文化融合深意
□ 针未尖

日前，百部网络文学佳作首次入藏国

家图书馆，这在22年网络文学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读者来到国图，可通过门

户网站免费阅读。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

说，此次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学内

容资源入驻国家图书馆，将有助于不断丰

富国家图书馆的立体化馆藏资源内容。

此次入藏国图的100部网络文学作品

中，既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庆余年》《琅琊

榜》，也有聚焦中国工业发展的《大国重工》

《材料帝国》，还有描绘普通人职业生活的

《中国铁路人》《大医凌然》《朝阳警事》，以

及关注弱势群体的《玉堂留故》等。这些作

品展现了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深

刻记录了时代记忆，反映了时代精神，是当

之无愧的网文精品。

它们首次入藏国家图书馆，能丰富国

图的馆藏资源内容，更好地满足读者多样

化的阅读需求。网络文学作者普遍年轻

化，其读者也普遍是年轻人，有资料显示，

目前全国的网络文学读者规模已突破 4

亿，从年龄看，30岁以下的网络文学读者超

过7 成。在数字化、网络化对传统图书馆

形成较大挑战的当下，图书馆要想不被年

轻人边缘化，就要以接纳网文佳作入馆典

藏等方式，吸引喜爱网文的年轻人。这不

仅是取悦于年轻人，也是图书馆自身从以

纸质书为主体，向纸质与数字资源并重的

重大转型。

将网络文学佳作纳入国图馆藏，也有

助于长期保存、有效利用优质网络文学作

品，推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更好更持久地

开阔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

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锻造人们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中华文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文

艺繁荣发展。

可以说，百部网文佳作入藏国图，是传

统阅读文化和当代网络流行文化的深度交

融，在网络文学发展史上，的确具有里程碑

意义。图书馆是储存人类文明的殿堂，期

待有更多这样的文化融合。当然，也期待

网络文学在追求题材、内容、风格、观念等

创新之时，更加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消除更多读者与它们的距离感，

焕发出更强的文化生命力。

网络文学留存时代记忆

□ 高 博

说起几个月前通过视频直播向

武汉方舱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表演

评剧的经历，评剧演员罗慧琴至今

仍感慨万千。“当看到一些患者聚在

手机屏幕前听得如痴如醉，留言说

‘评剧，唐山话，忒好听！’时，自己几

度哽咽，这是对我最大的鼓舞。”

罗慧琴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剧代表

性传承人。在她看来，能够作为艺

术家代表，与武汉方舱医院的患者

视频连线互动，与评剧本身接地

气，唱的就是老百姓生活故事有很

大关系。

评剧和皮影、乐亭大鼓被誉为

“冀东文艺三枝花”。“尽表百姓事，

感悟人间情”，评剧是广大人民喜

闻乐见的剧种之一。2006年，评剧

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74岁的唐山滦南县成兆才家乡

评剧团团长金茂普回忆说：“小时

候，评剧鼻祖成兆才的故事是父辈

们聊不完的话题。难以想象，一个

从小喜欢莲花落的贫困娃儿，能开

创一个新的流派。”

清末，冀东民间流传着一种古

老的曲艺形式——莲花落。起初，

表演者多为避难流民，以唱行乞，他

们或走街串巷，或立于茶楼酒肆，唱

词通俗易懂，因此得到民众喜爱。

金茂普介绍说，成兆才家境贫

寒，从小对莲花落感兴趣，常辗转于

各个戏班。后来，他感觉这一剧目

有些单调，便对剧本、唱腔进行创

新，将原来表演中的第三人称改为

第一人称，在保持莲花落传统风格

基础上，吸收京剧、河北梆子、皮影、

大鼓等形式，还摒弃部分俗艳的唱

词，乡俗俚曲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

逐渐成为梨园新贵。

1919年，成兆才根据家乡滦南

县真人真事创作的《杨三姐告状》面

世。该剧讲述的是农家女儿杨三姐

不畏官绅、历尽艰辛为二姐告状申

冤的事，反映了底层小人物的不屈

与抗争，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至今

久唱不衰。

“评剧为什么能火起来？就是

因为贴近时代、反映心声，可以说从

一开始就带着泥土的芳香。”滦南县

成兆才纪念馆馆长艾景春说，评剧

这种从百姓生活的土壤之中生长起

来的戏曲，具有关怀现实的基因，因

此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艾景春说，在内容方面，评剧也

演传统戏，但更擅长演现实题材的

现代戏，演的多是老百姓的生活、传

统美德、家长里短。在形式方面，评

剧的发音接近普通话，也比较乡土

化，让观众们听着亲切，随口就能跟

着哼哼。

随着文艺形式的多样化，与其他

戏曲剧种一样，评剧也受到冲击。为

繁荣民族文化、振兴评剧发展，唐山

自2000年起举办中国评剧艺术节，

如今已成功举办十一届。通过艺术

节，哺育了一大批优秀青年演员。“我

就是踏着评剧艺术节的台阶一步一

步成长起来的。”罗慧琴说。

在外地打拼多年的金茂普也难

以割舍对评剧的情感，于2011年回

到家乡，和老艺人们组建了成兆才

家乡评剧团。“我们这儿有唱评剧的

群众基础，男女老少都能来几句。”

金茂普说，农忙时干活累了，就往田

埂上一坐歇歇腿，互相打着节拍就

哼唱开来，比抽烟还解乏，遇到高兴

事、烦心事了更是闷不住，唱出来才

畅快。

百年艺术薪火代代相传。如

今，在滦南县589个行政村中，101

个村都有民间评剧团体。“现在有的

小孩儿从四五岁就跟着我学，水袖

一甩，花鞋一蹬，眉眼流转还挺有那

个劲儿。”金茂普说，未来还得靠这

些年轻人将评剧发扬光大。

评 剧 ，忒 好 听 ！

文物古迹上留名涂鸦何时休

从八达岭长城到敦煌壁画，从杭州西

湖到四川峨眉山……我国大量文物、名胜

古迹被游客以刻字、涂鸦、踩踏等方式损

坏。而且，这样的行为已经持续多年，屡

禁不止。对此行为，建议除罚款外，引入

惩罚性赔偿制度，让损毁者承担修复费

用，以此来提升违法成本和法律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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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华传媒杯·2020北京文化创意大

赛北京赛区决赛近日于北京市延庆世园

公园开启。经过层层筛选，30支来自各

赛道的项目团队脱颖而出，在决赛的舞台

上一展风采。本次北京赛区决赛在现场

之外还设立了以“三十而立，未来可期”为

主题的第二现场。第二现场直播间邀请到

了参与决赛路演的30强项目代表、业界学

者和行业导师讲述项目故事，解读行业发

展。直播活动在中国网直播、北京文化创

意大赛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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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在一起
9月1日，“和你在一起——北

京市文联成立70周年成就展”在

首都博物馆开展。全部展览约有

6万字、1500张照片、30个视频资

料、150余件实物，包括文联及首

都艺术家的照片、手迹、实物等一

大批珍贵的史实资料，全面展现

北京市文艺从小到大的演化历

程。图为观众在北京民间文艺家

协会展区参观。

贾天勇 摄

百部网文佳作入藏国家图书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也有利于进一步培育网文文化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