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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起，“80 后”网络文学作家袁

野开始以笔名“爱潜水的乌贼”在网上发表

小说。他的代表作被翻译成英语、泰语等多

国语言，作品海外阅读量约5000万。

袁野的作品走红海外，不是孤立现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扬帆出

海，吸引大批海外读者订阅。

日前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

势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网络文学全行业

海外营收规模达40.6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39.87%。

根据中国作协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

国网络文学已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16000余

部，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用户超过

1.5亿人。

此外，《赘婿》《大国重工》等16部中国网

文作品于2022年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

文馆藏书目中，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影响力

提升显著。

为何这些中国网文小说不仅国内读者

爱看，海外读者也频频“催更”，甚至有部分

作品进入了欧美主流文化圈？

回望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袁野认为

走上全职网文写作这条道路，源自一种“表

达的冲动”。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当

过教科书编辑的袁野告诉记者，他从小读书

很杂，既有古代武侠小说，也有海外科幻小

说。

“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只要把情

感很好表达出来，就能同样感动国外的读

者。”他表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吸纳融合

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西方文化元素，具

备跨文化特质和审美价值追求的作品才能

打通人类共通的情感。

“青春热血的奋斗、守望相助的温暖……

中国网络作家的成功，在于把‘我的故事’讲

述成了‘我们的故事’。”浙江省作协党组书

记叶彤这样解读中国网络文学为何能在海

外持续“圈粉”。

专家认为，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面

越来越广，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兴

趣也正日益增强，随之形成的正向反馈，又

有利于中国网文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

北京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张威（笔名：

唐家三少）表示，网络文学构建的故事，常蕴

含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海外读者

阅读时，能身临其境感受中国文化，并产生

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想法。

“网文作品不仅融入众多中国元素，如

神话传说、民风民俗等，更继承和发扬了中

华民族优秀品格，这些积极的内容都能引发

海外读者的共鸣。”创作过《芈月传》等多部

“出圈”作品的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蒋胜

男，对网络文学和中华文化结合也深有体

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汤俏表示，网络文学受到海外读者喜爱，重

要原因在于内容“好看”：一方面跌宕起伏的

情节和脑洞大开的设定，为读者提供了缓解

压力的休闲方式；另一方面，融入瓷器、刺

绣、戏曲等东方文化元素，又增添了新鲜感

“魅力光环”。

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

分，网络文学除了好看的内容以外，一系列

海外传播生态系统的逐步建立，为其稳定的

输出提供了产业保障和技术支持。

据网络作家朱洪志（笔名：我吃西红

柿）介绍，平台搭建对网络文学海外传播至

关重要：首先要打造网文阅读和传播平台，

让海外读者们有地方看小说；再者这些平

台热度要高，日活用户足够多，集纳各种网

文品类，带来较强的阅读黏性，吸引读者持

续追更。

事实上，随着阅读逐步深入，海外读者

已不满足于只看翻译本，而是开始主动创

作。阅文、掌阅等企业积极搭建海外作者创

作平台，已培养海外本土作者60余万，产出

外语网文作品数十万部。此外，多家平台通

过投资海外网站、文化传媒公司等方式，与

外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同时，网络文学IP改编海外影响持续走

高，创作本土化生态初步建立。从文本出

海、IP出海到模式出海，网络文学将中国故

事传播到世界各地，日益成为世界级文化现

象。

借鉴国内的网文IP产业模式，海外原创

网文也走上了IP开发的快车道，合作团队来

自美国、英国、印度、日本等多个国家，例如

网文改编有声书，单部作品最高播放量突破

3000万，覆盖英语等多个语种；《龙王的不眠

之夜》等多部作品已有英文、日文漫画改编，

人气值最高破亿。

从最初的海外翻译出版授权，到联动各

方共同进行内容培育和IP开发，中国网文的

出海之路正不断进化，既是世界读懂中国的

窗口，也成为中外文明互鉴的桥梁。

据今晚报讯（记者 丁晓晨）据猫眼

专业版数据，12月9日17时47分，2023

年12月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0亿元，

《涉过愤怒的海》《一闪一闪亮星星》《再

见，李可乐》分列12月票房榜前三位。

近日有 16 部影片将上映。其中，

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

演的犯罪电影《三大队》将于本周五上

映。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影片刻画

了一群被一桩大案改变人生境遇的普

通警察，是一部非典型的犯罪电影。由

马浴柯编剧、导演，张家辉、阮经天、王

大陆领衔主演的电影《怒潮》于本周六

上映，张家辉、阮经天、王大陆三人在电

影中饰演的角色亦正亦邪，最终结局的

反转令人瞠目。

引进片方面，由吕克·贝松自编自

导的剧情电影《狗神》将于本周六上映，

该片于今年8月在第80届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上首映。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

编，讲述了主人公道格拉斯在饱经命运

摧残后，通过对小狗的爱找回自我并奋

起反抗的故事。此外，《名侦探柯南：黑

铁的鱼影》也将在本周与观众见面。

据北京晚报讯（记者 王

金跃）由90后新锐导演李旭

执导，娜仁花、李玉峰主演的

电影《傍晚向日葵》公映。

该片讲述了身患绝症的

都市女性徐曼芳重返亡夫曾

经插队的地方，想在美好回

忆中了结生命。其间与皮影

艺人李有才相识，与祖孙俩

的相处时光使徐曼芳感受到

爱与温暖，也唤醒了她对生

命的珍爱，而徐曼芳对待死

亡的态度也开始悄然改变。

“傍晚向日葵”是电影的

片名，也是该片的主题。李

旭表示，“傍晚”代表着一种

人生的至暗时刻，女主人公

或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

困境，但是在这种黑暗和深

渊来临时，人们是否愿意像

向日葵一样去追着阳光跑，

身处黑暗之中是否还愿意直

面困境，在困境中是否愿意

乐观地活着，“这是影片想传

递出来的思想。”

娜仁花将李旭形容为一

位“大胆”的导演，第一次拍

电影就敢触碰如此深刻的题

材，并大胆采用“独角戏”的

人物设置，这些都让娜仁花

有了全新的表演体验，“作为

演员，能遇到好导演是幸运

的事，我们的合作非常有火

花。”

放映结束后，导演尤小

刚认为，电影拍得非常“纯

粹”，“这部电影的风格非常

鲜明，导演很幸运遇到了娜

仁花和李玉峰两个很纯粹的好演员，表

演得不露声色，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

眼神，甚至一个小动作，都非常有节奏，

这是学院里的学生可以拿来当教材的

电影，把视听语言的运用发挥到了极

致。”

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可容纳 4000 多名

观众的法国凤凰马戏团演出帐篷内座无虚

席。中国大连杂技团带来的精彩表演赢得

现场观众持久、热烈的掌声，他们当中大多

是法国青少年。

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与法国凤凰马戏团

合作推出的这场中国杂技“奇妙之夜”演出让

观众大饱眼福。轻盈飘逸、获得过中国杂技

比赛最高奖的《蹬伞》，惊险奇美、获得过法国

“明日”世界马戏节金奖的《流星》，充满激情

的《冬奥幻想，五人吊环》，浪漫的《天地之间，

绸吊》……中国杂技的高超技巧与现代舞美

设计的完美结合让演出跌宕起伏、扣人心

弦。观众完全沉浸在表演中，时而屏息凝神，

时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大连杂技团副团长杨志伟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当晚杂技团为观众带来了

12个节目。考虑到2024年法国将举办奥运

会，此次演出选取“体育”为主题。为吸引青

少年观众，杂技团采用现代编排形式来表演

传统的杂技节目。

记者在散场时遇见了11岁的亨利和8岁

的伊丽丝兄妹俩，他们对《流星》《冬奥幻想，

五人吊环》等节目中那些高难度的杂技动作

印象深刻。

亨利告诉记者，中国杂技表演非常精

彩，“现在，我特别想去中国旅行，吃一碗热

汤面，然后去看杂技”。伊丽丝紧跟着说：

“我也是。”

当晚，在马戏团演出帐篷的入口处，记

者看到《法国高中生赴华秋令营——“我眼

中的中国”摄影展》。法国学生们拍摄的关

于中国历史古迹、美食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

的照片和他们写下的感悟，吸引很多观众驻

足观看。

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易杰在活

动发言中说，20年前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就

从大连开启，他在大连学习中文，从此和中

国结下不解之缘。目前，法国中小学中学习

中文的学生有四五万人，中文也是法国高校

和职业培训的学习语言之一，“中文已成为

法中友谊的载体”。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致辞中表示，

中法关系的累累硕果离不开两国各界友人

的长期不懈努力，年轻学子是其中一支特殊

的力量。“今晚，在座的大多数是法国学生。

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法友谊的未来。中

国驻法使馆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法青年交流，

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帮助你们推开了

解中国的大门。希望你们有机会到中国走

走看看，亲身感受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

据新华网电 正在爱奇艺播出的古装武侠剧《一念关山》讲述

了以任如意、宁远舟为首的一众江湖儿女，因缘际会领命救主，组

成六人热血小队，从梧都前往安都，一路披荆斩棘、并肩作战的燃

情故事。

该剧不仅在首播当天打破爱奇艺开播首日最高热度记录，更

凭借实景拍摄、调度精细的打戏场面、细腻入微的镜头语言而备

受赞许。和镜头一样“丝滑”的还有叙事节奏，从人物登场到小队

集结干脆利落，轻喜逗趣儿的笑点致密穿插其间，为这群少年英

豪们另添鲜活可爱的个性层次。

同时，实景拍摄带来的移步换景视听体验，山川戈壁与市井

人家形成鲜明对比，通过意境美和烟火气生动地还原了江湖这一

危机和意趣并存的斑斓世界。除了宏观的场景之美，微观层面的

镜头魅力更在剧中得到了充分释放，尤其是以叶落、水滴转场的

精妙设计，惊艳中折服于创作者的锦绣新意。有镜头深度参与，

《一念关山》带动了近年来武侠剧的叙事创新，进一步弘扬了中式

美学的魅力。

在这个一路成长的故事里，创作者更是格外关注一众青年主

人公们内心世界的拉扯，尊重其个体独立性，记录他们从各怀心

事到共赴家国的蜕变。同时增加人物间除儿女情、兄弟姐妹情之

外的其他情感样态，师徒情、父母子女情，以及与当下高度互文的

“上下级”之间别样的情感关系，进一步扩充英雄人物谱系，拓展

武侠剧表情达意的空间。

《一念关山》以群像人物塑造、美学品格创新等多重艺术表现

手法，实现了古装武侠的类型超越；同时也以隽永深邃的情感表

达和意蕴深远的主题旨趣，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

也为文化出海积蓄力量。

据北京青年报讯（记者 肖扬）近日，《爆

裂点》在京举办“全员失控，尺度大开”首映

礼，博纳影业集团创始人兼总裁、《爆裂点》

总制片人于冬，监制梁凤英，监制、故事及总

导演林超贤，导演唐唯瀚，领衔主演张家辉、

陈伟霆、梁洛施，主演谭俊彦，友情出演周秀

娜亮相。《爆裂点》是张家辉从业以来最具挑

战性角色，他表示这次饰演的警察是整部电

影中唯一不可以失控的角色，维护百姓的生

命安全，无论自己承受多大压力，一定不可

以失控。而陈伟霆表示出演《爆裂点》，让他

真正了解到缉毒警察们的危险与牺牲，现实

远比电影更加残忍与恐怖。

《爆裂点》中的每个角色都在自己的命

运下一步步走到失控，在问到张家辉饰演的

邦警官何时最失控时，他说：“我是整部电影

唯一没有失控的，无论我经受了多大压力与

创伤，但始终记得自己身上的警服，做警察

首要任务是保障人民安全，所以我又怎么能

失控呢？”

陈伟霆从自己卧底缉毒警的身份出发

分享了角色的失控点：“电影中我的每一次

失控都是身为卧底的无法选择，我很能理

解，尤其是我看到了几个真实缉毒警察的案

例后更能共情角色。”

梁洛施、谭俊彦、周秀娜则认为，自己

的角色失控的原因皆是因为身边至亲至爱

的家人，当他们受到不公或侵害时，自己的

“爆裂点”也到达了峰值，所以在情绪不受

控的情况下，做出了让自己后悔一生的选

择。

首映礼邀请到众多亲朋好友前来支持，

林超贤导演的师父、著名导演陈嘉上表示为

有这样的徒弟感到骄傲，他认为影片的极致

观影体验狠狠抓住了观众，演员的付出更加

可敬。

影片发布了“舍命警察”张家辉预告，预

告展现了由张家辉饰演的邦警官被毒贩韩

洋（谭俊彦饰）以儿子的命相要挟，被逼就

范。描绘出“史上最残忍毒贩”狠虐邦警官，

而邦警官所处的如“地狱”般的困境，仿佛给

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张家辉在入行前曾做

过4年警察，此次扮演邦警官，张家辉对缉毒

警有了更深认识：“中国缉毒警察平均年龄

停留在41岁，他们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默

默付出很多，缉毒警察的牺牲人数相较其他

警察牺牲人数是翻倍的，我们必须尊重他们

的付出。”

据新华社电（记者 张博宇）记者从吉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22至2023年度，考

古人员对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抗联遗址——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进行了连续第三年

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早

期在此经营根据地的历史细节。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位于吉林省磐

石市市区西侧20公里处，遗址分布范围32平

方公里，按照自然地形划分成八家沟、金家

沟、姚家沟等15个区域。2021年以来，考古人

员对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

作。截至目前，发现抗联相关遗迹3300余处，

形成了以八家沟为核心的庞大抗联遗址群。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队领队孟

庆旭介绍，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点对红石砬子遗址石人

沟、二趟沟等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石人沟沟口位置清理出两座未修建

完成的大型房屋，反映了在早期斗争环境相

对较好情况下，东北抗联准备扩大根据地，改

善居住环境。”孟庆旭说，“七七事变前，军事

环境突然恶化，终止了建设。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红石砬子抗日

根据地的发展历程。”

他表示，东北抗联曾经营稳定的长期根据地，这从遗址中的

房址、火炕和出土的工业生产工具等得到了证实。

记者了解，遗址的考古发掘实物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伪满

皇宫博物院等进行巡展，发挥了革命遗址的社会教育价值。

在发掘完成的遗址现场，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引入VR

全息影像技术对遗迹进行虚拟复原，尽可能地还原当年东北抗联

官兵的生活场景。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创建于1932年，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与

成长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

据地。2019年，八家沟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据人民日报电（记者 庞革平）日前，首届中国—东盟（南宁）

文化月在广西南宁开幕。据悉，首届中国—东盟（南宁）文化月

将持续至 2024 年 1 月下旬，活动期间将举办多项国际性文化艺

术活动。该活动面向中国、东盟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发出盛情

邀请。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20周年。多年来，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硕果累累。

首届中国—东盟（南宁）文化月期间，多项重点活动开展，包

括第十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第七届中国—东盟电影展

映、第十七届《春天的旋律·2024》跨国春晚、中国—东盟（南宁）艺

术展览美术作品展、邕城电音节·东盟季、中国—东盟（南宁）动漫

展、南宁·越人合唱团专场音乐会、“运动绿城·活力南宁”东盟国

际体育赛事系列活动、“文化旅游进商圈”活动、“风情东南亚”专

场演出等，好戏连台，精彩不断。

同时，中国—东盟（南宁）文化月还将打造东盟美食节、东盟

特产一条街，汇聚文创产品、创意手工、潮玩、非遗体验、乐队表演

等内容，深入老南宁·三街两巷、南宁园博园、南宁博物馆等城市

商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开展活动，汇聚多元业态和消费场景，

激发南宁消费活力。

中国网络文学为何能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
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12月电影票房
已超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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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技“奇妙之夜”让法国青少年着迷
新华社记者 唐霁

《爆裂点》致敬缉毒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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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东盟
（南宁）文化月开幕

《一念关山》：

初见时惊喜，沉浸后走心
近日，观众在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欣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的泉州李尧宝刻纸。当天，以

“千年丝路·璀璨非遗”为主题的第三届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福建泉州开幕。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