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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艺观察·网络文学２０年回顾与展望　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　唐伟博士

［主持人语］历经２０年的演变发展，网络文学如今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
它以其特有的创生模式和衍生效益，丰富并重构当代文艺生态，同时也以百余亿的市场产值和数百万人的

从业规模，成为现代文化工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本期“网络文艺观察”栏目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系列相

关文章，深入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现场，探讨网络文艺的发展脉络，深究文化工业的基本规律。本期的３篇
文章，唐伟的《新时代起航与新生代突围———２０１７年主要网络文学网站概览》，盘点了２０１７年度国内主要
网络文学网站的业绩表现，从网络文学网站衍变的角度，揭示了网络文学的发展态势；龚自强的《网络文学

的再思考》，从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差异分析入手，深入剖析了当下网络文学的创作症结，提出了关于网

络文学未来发展的建议和设想；张大海的《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突围》，紧扣当下网络文学创作的核心议

题，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探讨了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突围的可能路径。

新时代起航与新生代突围

———２０１７年主要网络文学网站概览

唐　伟１，张维阳２

（１．中国作家协会 网络文学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１３；２．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中国网络文学走过的２０年历程，既是网络作家从老到新不断迭代的历史过程，也是网络文学网站从无到有、从综
合到专业不断洗牌升级的过程。２０１７年既是中国的网络文学网站继续做大做强的一年，也是网络文学网站重组升级渐趋多
元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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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ＶＲ方兴未艾，区块链加速迭代。在
日新月异的数码转型时代，网络科技与数字经济彼

此嵌构、相互支援。当资本跟技术联姻，网络和文

学互动，不仅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存在形态发生

深刻变革，裹挟资本力量的网络，也不再是中性的

科技手段或单纯的传播载体———毋宁说，网络文学

之网络本身就是一个融资本意志、政策导向、科技

创意、阅读消费于一身的数码集群。

纵观中国的网络（网站）迭代，我们看到，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之初的门户到世纪之交的搜索，从游
戏到视频，再到风起云涌的电子商务、网络社交，中

国的网络发展，事实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提档加速和

风向转变，网络科技借助市场经济允诺的自由空

间，于原始蛮荒之地开辟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

纵观中国网络文学２０年的发展历程，其从肇始之
初简单的文学寄身于网络，到现如今由网络自身衍

生出全新的文学形态，并拥有相对系统而成熟的文

学生态，中国的网络文学一直在不断呼唤新的未

来，更新着类型文学想象的疆域和版图。

　　一　领军集团乘势而上，开创网络文学 ２．０
时代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由此宣告中国
进入新时代。当此之时，由腾讯文学与原盛大文学

整合而成的阅文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一举成为国

内市值最大的上市文化娱乐公司———这与其说是

一个巧合，不如说是网络文学不期然间应和了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新步伐。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阅文集
团拥有９６０万部作品，覆盖网络原创文学、出版图
书、漫画等类型，共计２００多子类。（本文所有统计
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作家网）２０１７年５月，起点国际
站正式上线，加快了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步

伐。目前，阅文集团旗下的英语作品总量超过１００
部，访问用户达４００万人次。法语、越南语等其他
语种合作也陆续展开，海外授权作品总数超过２００
部。２０１７年，阅文集团的 ＩＰ运营事业取得了进一
步突破，《全职高手》动漫上线当天播放量过亿，

《择天记》《楚乔传》等影视改编作品社会反响良

好。在原创内容方面，阅文集团旗下各平台呈现了

更为突出的多元与创新特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阅文集团还与国内多家高校、研究机构保持合作，

推动网络文学研究。２０１７年，阅文集团与上海大学
联合设立了国内第一个网络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点。

与阅文集团的快速发展一样，肩负国企责任，

秉持“全媒出版的创新者、全民阅读的践行者、全新

知识的传播者”企业使命的咪咕阅读，２０１７年则持
续围绕网络文学现实主义道路，坚持“精品化”为核

心，重点聚焦“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一带一路”“中
国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利用“咪咕杯”

征文大赛、相关网文内容直签以及出版集团优质专

题内容的集中合作引入，收录了一批数量可观、质

量可靠的具有品牌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咪咕阅

读２０１７年对优质作品进行扶持，做好数字出版、纸
质出版、版权衍生开发等协同工作的同时，也不忘

培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网络文学新生态。

为深入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推动网

络文学从业者以最饱满的热情深入人民生活，促进

网络文学新繁荣新发展，咪咕阅读重点依托“咪咕

万里行”项目，以“沙龙会＋校园汇＋名家秀＋培训
营”等形式，线上线下同步推动网络文学深入生活。

除此之外，咪咕阅读还开展多场网络文学精品研讨

会或首发式，依托“悦读咖”，发挥名家正能量效应。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已完成唐家三少、管平潮等６６
场作家宣传活动，向当代大学生、普通市民等讲述

正能量故事；利用咪咕阅读海外版，面向港澳台及

海外华人群体，特别制作相关专题与活动，集中展

现优质网络文学精品；依托合作伙伴资源，做好版

权输出工作，例如将小说《山海经·瀛图纪之悬泽

之战》海外版权授权花城出版社，利用该社在韩国、

日本等海外市场资源，推动优秀文学“走出去”。

刚成立两年的掌阅文学也发展迅速。２０１７年，
其旗下多家原创平台，以及板栗自出版等自有品牌

平台，通过网站平台征集、线上其他渠道征稿、线下

推广、大赛征稿等多种形式，辐射作者数万人。掌

阅文学２０１７年部分签约重点作家和作品有：月关
《逍遥游》、天使奥斯卡《盛唐风华》、解语《帝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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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拈花惹笑《一诺倾城》等。目前掌阅文学旗下

的原创作者规模达１．５万人，其他类型作者近４万
人；２０１７年电子收入超百万元的作者超过 ４０位；
１００多部作品被译成韩、日、泰、英等多种语言版
本，海外版Ａｐｐ累计用户达１０００万人。２０１７年，
掌阅文学多部作品入选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半年

榜，获得中国作协及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

席会议重点作品扶持，１０余位作家参加了鲁迅文
学院学习或“网著梦想”培训。掌阅文学为网络文

学类型均衡发展、百花齐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和努力。

２０１７年，阿里文学紧扣时代脉搏，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加大现实题材作品和重点专题宣传力度。

与上一年相比，阿里文学２０１７年签约作品、签约作
者增长均超过１００％；高质量作品数量及比例，比上
一年明显增多。其中，《第五名发家》《宿北硝烟》

《后婚：一个媳妇三个妈》获得中国作协和全国网络

文学重点园地联席会重点作品扶持。《第五名发

家》《奔跑吧足球》《诸天纪》入选中国网络小说排

行榜半年榜，《华簪录》《全职妈妈向前冲》入选

２０１７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协推介名
单。在推动作者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为作者

创造了进一步发展提升的机会，拉升了作者行业价

值。原创作品转化从零起步，在 ＩＰ转化和衍生上
初步建立起内外部生态，为随后的发力做好铺垫。

多部原创作品签约网络大电影、网剧、电视剧，已经

有两部开拍；多个作品改编成漫画，并取得不错的

成绩；多部作品出版实体书。

相比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纵横文学平台用户增长
３５％，营收增长超４０％，作者稿酬发放增长５０％以
上。网站高度重视社会责任，通过组织编辑作者座

谈、征文等活动，组织网站员工和作者深入学习领

会十九大精神，为作品创作打下坚实基础。ＩＰ孵化
同样取得良好成绩，先后有数十部作品与各大平台

以及影视公司合作拍摄，包括《雪中悍刀行》《剑王

朝》《剑来》《永夜君王》《平天策》《御天神帝》等。

纵横海外站日前成立，在苹果、安卓等平台均已上

线，其注重把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输出

到海外，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贡献一份力量。

２００１年开始运营网络文学业务的铁血网，２０１７
年的工作重心为优质作品运营。目前铁血网拥有

６０００余部优质ＩＰ，已出版实体书６０余部，已有《特
战先驱》（电视剧《雪豹》原著）、《渗透》《二炮手》

《代号叫麻雀》《风筝》等多部优秀军事题材小说被

改编为家喻户晓的影视作品。此外还为电影《战

狼》等多部知名军事题材影视剧提供编剧。截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网站注册用户总数３１０万人，月付费
用户总数５０万人，日均ＰＶ访问量８０万次，日均ＩＰ
访问量６万次，驻站作者总数２．３万人，总签约作
者５０００余人，作品总量３万余本，签约作品总数
６０００余本。

２０１７年，晋江文学城累计发布 ２６５余万部作
品，其中签约作品超过２０万部；签约作者达３．７万
余人，其中２０１７年新签约作者近５０００人；新上架
作品上万部，全年新增Ｖ文更新字数２５亿字；总营
收较２０１６年上涨１００％，其中ＶＩＰ阅读收益较２０１６
年同期上涨２倍，《天官赐福》《我开动物园那些
年》等单本作品收益就达到百万元以上；全年支付

稿费总额超２亿元。在版权运营方面，一年来，网
站共签约出版近 ５００部作品，收入上千万元。影
视、游戏、动漫等 ＩＰ孵化领域保持优势地位，仅初
始签约金就达上亿元，多位作者个人版权收入突破

千万元。

　　二　新起之秀特色突围，形成网络文学网站新
力量

　　２０１７年是“网易文学”正式成立、开始成长的
一年。平台以现实题材为立足根本，陆续与小桥老

树、骁骑校、酒徒、南无袈裟理科佛、徐公子胜治等

知名网络作家签约，精耕细作，发布新作，收获荣

誉。一年来，网易文学举办了很多线上、线下的活

动，比如小桥老树、徐公子胜治的新书发布会，骁骑

校《罪恶调查局》联合摩拜单车的推广活动，网易文

学“易起读”公益计划等。仅徐公子胜治《方外：消

失的八门》一书，外部资源曝光量超２亿次，成为首
款文漫影游联动作品。

２０１７年是凤凰书城在现实题材领域深耕的一
年。从２００９年建站至今，书城对现实题材的坚守
如今陆续开花结果，多部现实题材作品获得各类文

学奖项。书城现有上架作品９２８８０册，２０１７年新
签约作品１１５３部，新增独家签约作家３２６人。这
些作品全年在凤凰网的平台共计产生了１．５亿元
的收入，充分说明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具备广阔

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在 ＩＰ塑造与转化过程
中，平台也逐渐向现实题材倾斜，以期扩大社会影

响。其联合开发的游戏题材《热血情敌》、艺考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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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菲的艺考时代》均是现实题材优秀作品；由北漂

合租题材轻喜剧《欧气人生》改编的漫画，上线仅

１０余话，全网点击量已突破１０００万。
旗峰天下２０１７年也收获满满，全年共签约优

质作品３５０部，包括长篇作品５０部、短篇作品３００
部；开展８次主题征稿，收到１００余部作品，涵盖职
场行业、幸福生活、科学幻想、青春生活等内容；全

年共签约作者５０名，包括长篇作者１５名、短篇作
者３５名。为培养作者，编辑部除每月线上培训外，
还安排重点作者参与鲁迅文学院培训和“网著梦

想”研修班培训。

创办于２００９年的红薯网，由南京分布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所有及运营。２０１７年，红薯网签约作品
总数为１０４０部，涉及都市、玄幻、青春、历史、军事、
言情、武侠、刑侦、科幻等多类题材。拥有签约作家

５０００名，驻站作者９万名，年发放稿费逾亿元，总
用户规模超过２０００万。红薯网全年积极推进版权
运营工作，出版《倾世萌狐》《斯德哥尔摩恋人》等

１０部作品；改编制作《龙隐者》《一诺倾城》等漫画，
多部作品一个月点击量超 ２亿次；《卤水点豆腐》
《帝业》等影视版权已签约；《逆天武神》《九真九

阳》游戏改编正在评估；近千部作品改编有声书作

品，与蜻蜓ＦＭ等保持合作；与美国、德国等地出版
公司积极合作，输出版权。

作为首家提出构建“经纪人”制度体系，首创

“一对一”概念作者孵化培训基地的文学网站，作客

文学网一直致力于为更多的作者提供更好、更舒适

的创作环境，为市场输出更多优质的网络文学作

品。２０１７年，作客文学网拥有原创数字版权作品
２７０部、驻站作者１７８８人、签约作者２２０人，出版
作品３部，有声改编作品１２部，影视改编１部，漫
画改编４部。一年来，网站与中国蓝 ＴＶ、战旗 ＴＶ、
爱奇艺等合作，打造泛娱乐产业链条，深度运营精

品ＩＰ；成立作客学院，打造学院模式作家培育计划。
２０１７年，带有鲜明的ＩＰ基因火星小说，不停地

挖掘创作好作品，重点运营作品６０部，已出版纸质
图书１００余部，帮助数十部作品实现了影视授权转
化。２０１７年，火星小说重点运营藤萍《未亡日》、张
晚知《大明奸妃》、伶九《灵媒师》、月斜影清《古蜀

国密码》以及骠骑《诡局》等６０部作品，已出版纸质
图书１００余部，帮助数十部作品实现了影视授权
转化。

基于自有平台的流量提升和作者福利体系的

改进，逐浪网２０１７年的内容品类和新增作品数量
都比上一年度有较大提升，新增驻站作品 ７４０００
部，其中，现实题材出现较大增幅。除了引导和推

广老作者优秀作品之外，逐浪网增强了对新作者的

培养力度，改进了全勤福利，购买商业医疗和意外

保险等，对新上架作品的奖励幅度提高５０％，鼓励
作者坚持创作。２０１７年，逐浪移动端 Ａｐｐ今年新
增用户２０００多万，月活跃用户超过４００万。用户
数量的提升为作品展示、推广提供了有力支持。

得益于网络文学整体生态的良好发展，２０１７
年，１７Ｋ小说网稳中有进。网站积累了２６０万驻站
作者（其中１５万余月活跃作者），每日更新作品总
字数近千万，很好地把关了作品导向，生产出优质

内容。为激发作家创作热情，网站出台一系列的福

利政策和激励措施，发掘作者创作天赋，培养作者

写作技巧，分享写作常识、行业信息和经验，并组织

有针对性的写作交流活动和公开课等。完善联合

运营，打造超级 ＩＰ。一年来，网站原创文学作品改
编数量（包括影视、动漫、游戏）同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
３倍，与影视公司投资合作的项目也大有增加。网
站专设超级ＩＰ部门，打造了一支专业队伍，主要负
责ＩＰ项目联合运营。由骁骑校《橙红年代》、天下
归元《凰权·弈天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已杀青；半

醉游子《陨神记》ＣＧ动画网剧亮相南京文交会，漫
画、大电影及其他改编模式的筹制正在推动；观棋

《万古仙穹》改编动画已上线；风青阳《吞天记》改

编游戏刚刚公测。

坚持年轻化、精品化路线的不可能的世界，以

作品“三观”积极向上为审稿第一标准，坚持正确导

向，传递正能量。网站自制孵化模式，积极孵化 ＩＰ
改编。不可能的世界是率先在二次元领域发声的

中小型垂直平台，其努力挖掘、提炼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文学作品中积极向上的元素，倡导友情、守护、

拯救的精神品质。２０１７年，共计２０余部小说售出
影视、动漫、游戏版权，仅版权收益就让网站整体盈

利。此外，网站积极发挥自制优势，启动漫画孵化６
项、影视孵化３项、动画孵化２项，这些作品均将于
２０１８年上线。

２０１７年，创别书城坚持将优质内容输出放在首
位，积极推动旗下数字阅读与泛娱乐产业发展，深

化泛娱乐产业布局。目前，网站注册用户超１０００
万人、网站单日点击量超２００万次，月页面浏览量
６０００万次，单本小说累积最高收入突破 １０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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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武当》《造化之门》《绝世剑神》等大型手游，

均实现月流水破千万次，悬疑漫画《三年零班》在漫

画岛人气突破１２００万次，《一剑飞仙》《武林客栈》
等影视改编项目启动，预计投资超６亿元。创别书
城在提供更优质多元的 ＩＰ衍生作品的同时，以更
多的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２０１７年，蔷薇书院自觉坚守艺术创作理想，努
力营造和谐乐观、积极向上的阅读环境，严格审核

每一部进站及签约作品。江清浅《霸道先生》、怜心

依然《星途璀璨》和《赵弯弯再婚记》等３部作品由
蔷薇书院和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出版，并举行签

售；《我家ｂｏｓｓ是只喵》筹备拍摄。２０１７年，看书网
新增驻站作者２万人，签约作者１２１１人，新增作品
２．１万部，新增签约作品５４００余部。截至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网站注册用户总数３００万人，付费用户总数
２５０万人，年营业收入１．２亿元。旗下飞库网新增
驻站作者１万人，新增签约作者６００人，新增作品
总数１万部，新增签约作品１０００部。截至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网站注册用户总数６００万人，付费用户总数
５５万人，年营业收入５０００万元。与２０１６年相比，
无论是签约作家作品，还是原创 ＩＰ改编转化，看书
网、飞库网均在平稳发展中见成长。

２０１７年，爱读文学网把倡导“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思想作为工作核心。一年共签约作者 ２０
名，作品总量突破１５００部，总创作量３亿字。其
中，刘仁前作品《香河》同名电影开机；水纤纤、入水

无痕《一代女御厨》《落花》出版；签约作者苏曼凌

作品《百草媚》全版权出售。成立于２０１６年的盛世

阅读网，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网站驻站作者总数
３４４２人，签约作者总数７６９人，作品总量４２５１部，
签约作品总数１３６９部。其中，２０１７年新增驻站作
者７９９人，新增签约作者 ２５１人，新增作品 １７８２
部，新增签约作品８５１部。２０１７年，网站积极拓展
业务，与２０余家大型平台达成合作协议，出版简体
作品１部、繁体作品２部，销售影视版权２部。

　　结语：市场经济的文学或文学的市场经济

中国网络文学走过的２０年发展历程，既是网
络作家从老到新不断迭代的历史过程，也是网络文

学网站从无到有、从综合到专业不断洗牌升级的过

程。２０１７年既是中国的网络文学网站继续做大做
强的一年，也是网络文学网站重组升级渐趋多元的

一年。我们看到，从当年最早的榕树下到如今千余

家专门的网络文学网站，中国网络文学网站从星星

之火到成燎原之势，其间不过是短短２０年的时间。
而这２０年，正好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２０
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有赖于市场经济提供的

创新创业土壤和宽松有序的网络环境，中国网络文

学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而反过来说，网

络文学所创造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市场价值，也成功

地开垦出一片文学的市场经济版图来。就此而言，

中国的网络文学既是市场经济的文学，也是文学的

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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