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网络文学与影视、动画、有
声剧和游戏等多个领域的关联日益密
切，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也交出了亮
眼成绩单。今年年初，由中国作协网络
文学中心指导、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
心主办的“融媒体大众化文学精品：
2024年度网络文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
行，会上发布了《融媒体大众化文学精
品：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 2024 年
网络文学观察》报告，对过去一年的网
络文学发展新趋势进行深度解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近日
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扬
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执行副主任李
玮，请她就网络文学的发展新动态进
行了介绍。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络
文学在发展了这么多年后，目前有
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李玮：网络文学其实也走到了靠
品质取胜的阶段。我想呼吁大家多了
解网络文学，关注网络文学精品化的
趋势。如果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去了解
网络文学，就可以发现网络文学中有
许多逻辑严密、文笔上乘的作品。近
年来的精品电视剧，很多是改编自网
络文学的。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六姊妹》，原
著作者伊北是在网络上发表这部小说5
年后，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了实体书。
这位作家的作品《小敏家》也被改编成
了电视剧。再往前，《庆余年》《开端》

《风吹半夏》等热门电视剧都是网络文
学作品改编的，所以说，目前而言，网
络文学多元化发展趋向已经非常明显，
这一动向值得关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当
下，人工智能对内容生产产业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那么人工智能目前
对网络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玮：首先，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文
明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对于
人工智能的态度不能走极端，也就是
说，一方面不要把人工智能妖魔化，另
一方面也不要无限崇拜人工智能。正确
的态度应该是把人工智能当作人类科技
的重要进步，人类的技术成果，应该是
相互激发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

对于人工智能对网络文学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应该以客观、科学理性的方
式来进行量化分析。目前我们团队在做
这方面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人工智能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文学界，
以及网络文学界应该如何应对等。我觉
得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客观数据和
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下结论，在没有
客观研究结果出来之前，不应带着臆测

去做价值评判。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目
前，微短剧是流量和投资的宠儿，
不少微短剧又是由网络文学改编
的，网文和微短剧的关系如何？

李玮：微短剧不是从长剧之中衍
生出来的，不是缩短了的长剧。当下
微短剧成为流量和投资的宠儿，实际
上和网络文学内容的注入以及改编关
系密切。2024 年开年，微短剧 《我在
八零年代当后妈》 上线后单日充值过
2000 万，登上多个平台头条，成为现
象级“出圈”微短剧，这部微短剧就
改编自网络文学作品。

我在《业态融合与叙事共生：网络
文学促成微短剧的勃兴》这篇论文中提
到过，从中国微短剧的发展进程可以看
出，网络文学原创内容与微短剧的结合
是中国微短剧发展的重要特征，网络文
学改编微短剧促成微短剧的勃兴，也带
来网文平台、视频平台和微短剧制作的
业态融合。无论是视频平台和网文平台
的深度合作，还是网文平台自行开发视
频应用平台，业务衍生到下游，都显示
出网络文学内容对文化产业业态融合的
凝聚作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微短
剧爆火后，一度出现了一些粗糙且
涉及版权问题的微短剧，目前这种
情形是否有所改善？

李玮：微短剧发展初期，竞争非常
激烈，确实出现过某个题材流行，许多
制作方跟风拍摄相似主题微短剧的现
象，甚至有“洗稿”现象出现。

不过，目前微短剧的制作已经发生
了变化，以前几万、十几万就能制作一
部微短剧，现在制作成本大大提高，有的
微短剧投资超百万，而且追求精品的“S
级”短剧的概念越发受到重视，这类短剧
制作精良，投资成本更高，也预示着今后
精品短剧肯定是重要的发展趋向。

我一向认为，新生事物在发生初
期，往往要经历无序竞争的过程，但是
随着其越来越成熟，最后能在竞争中突
出重围的，一定是靠创意质量取胜的，
目前微短剧就走在这样的道路上。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对于
传统出版社来说，还有必要新开辟
网络文学出版业务吗？

李玮：实际上，网络文学出版方
面，民营书企入局较早，一开始的“大
钱”有很多是让他们赚走了。也正是因
为入局早，所以很多民营书企和网文平
台、网文作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很多
好的版权作品，新入局的机构不一定能
拿得到。

相比之下，传统出版社比民营书企
的步伐慢了很多，但值得关注的是，已
经有不少传统出版社和网文平台或者作
家合作，推出了成功的合作案例。比如
前面提到的《庆余年》就是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出版了 《后宫·甄嬛传》

《芈月传》等一大批网络文学精品的浙
江文艺出版社，在网络文学出版方面的
成绩也十分亮眼。

所以说，传统出版社和网络文学
合作的有效性不需要被质疑，传统出
版社需要考虑的是在许多先机已经被
抢占的背景下，后入场的机构该怎么
做的问题。

网络文学精品化趋势值得关注
——专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执行副主任李玮
□本报记者 隋明照

近年来，网络文学正加速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
业态深度融合发展，不仅丰富了内容生态，也推动了
IP商业化路径的多元化升级。作为网络文学的头部平
台，番茄小说也积极响应这一趋势。在接受《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番茄小说IP衍生负责人李
茜茹表示，通过全版权开发和跨媒介联动，网络文学正
从单一的阅读形态向多维度内容消费模式演进，番茄
小说正构建起覆盖创作、改编、制作、发行、衍生的完整
产业链，进一步提升IP的市场价值与文化影响力。

深化IP孵化 实现内容全版权开发

“深化IP全版权运营模式，首先要加强与产业链
上下游的合作，共同推动网络文学IP的影视化、动
画化、出版化等多业态开发。”在李茜茹看来，深化
IP全版权的关键就是要打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让
整个行业劲往一处使。

为此，番茄小说不断完善IP开发流程，推动从
内容创作到全版权运营的高效衔接，与视频平台、影
视制作公司等深度合作。“番茄小说目前已经完成了
超过120部作品的授权开发，并推动部分作品进入重
点影视项目开发流程，加速IP改编落地，提升产业
链整体效率。”李茜茹表示。

在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链对接的同时，番茄小说
不断拓展IP开发路径，实现全版权开发。李茜茹认
为，全版权开发的好处除了可以深挖网络文学的内容
价值，还可以让各环节实现有效影响。番茄小说在推
动IP全版权开发方面已形成系统规划，并通过各类
体裁的创新开发，涵盖影视剧、动画、出版、游戏、
衍生品等多个领域。

目前，番茄小说正推动网络文学IP向动漫产业拓
展，以扩大用户覆盖范围。这一策略已成为其全版权
开发的重要环节。据李茜茹介绍，2024年7月，由番茄
小说旗下热门IP改编的动画作品《斩神之凡尘神域》
正式上线，市场反应强烈。而在动画热播的带动下，原
著小说的线上阅读量、出版销量等均呈现明显增长，衍
生品开发也取得了积极成效，实现了正向反馈。

李茜茹表示，2024年到2025年间，番茄小说有多
部IP作品已启动影视化，如《十日终焉》《何不同舟渡》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缚春情》《山河志》等。此外还有
《开局地摊卖大力》《天渊》《凡骨》等 8 部动画在改编
中。“在未来几年内，番茄小说将持续探索IP改编的多
种可能性，确保每年推出多部不同体裁的新作品，以最
大程度激活IP价值，延续优质作品的生命力。”李茜茹
如是说。

强化内容供给 推动行业生态优化

网络文学IP的成功改编不仅依赖于产业链的通
畅，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优质内容的持续供给。对此，
李茜茹表示，近年来番茄小说依托自身数据优势，构
建完善的IP筛选体系，持续为行业输送高质量IP资
源。“目前，番茄小说巅峰榜已成为行业筛选头部IP
的重要参考之一，为影视、动漫、出版等行业提供了
优质创作来源。”

此外，番茄小说也愿意通过好的激励计划来激励
内容的参与者。2023年11月，番茄小说正式启动IP
创作者扶持计划——“和光计划”，旨在为潜力作者
和优质作品提供影视改编机会、平台资源和宣传推广
等服务。

番茄小说还加强了与出版单位的合作力度，实现
合作发展。截至2025年1月，番茄小说与中信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
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等350余
家出版社、策划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电子书合
作方面加深沟通。与此同时，番茄小说宣布启动“一亿
阅读补贴计划”，加速与出版业的融合发展。

“我们为追求与出版社、读者的‘三赢’，现在番
茄小说发挥数字优势，每天帮近40万册出版物在线
上找到读者。我们希望彼此的合作能够推动网络文学
与传统出版的协同创新，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进
一步夯实内容产业的繁荣基础。”番茄小说出版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番茄小说已面向出版社升级运营后
台，陆续上线新作者主页、出版社主页，升级出版榜
单，对参与活动的出版社给予平台资源支持，让好书
更有机会被看见。

这两年，微短剧火爆，番茄小说加快推动网络文
学与微短剧融合发展，依托优质IP资源，打造符合
市场需求的微短剧作品。如 《机长先生，雷雨请绕
飞》等作品以高热度、高收益表现出色，体现了微短
剧市场对优质网文IP的需求增长。

“我们未来会通过不断探索创新模式，为更多优
秀作品提供展示机会，进一步激发网络文学的市场活
力，助力优质内容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李茜茹说。

番茄小说：

持续供给优质内容
推动IP多领域转化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文/摄

编者按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吴义勤、蒋胜男等都在采访中表达了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关注，让网络文学话题

热度上升。近年来，微短剧、IP开发等热门领域都与网络文学发展密切相关，那么，网络文学近年来有哪些新发展，未来发展趋

势如何？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期《出版周刊》08版采访了网络文学研究专家、传统出版社以及网文平台，以供业界参考。

3 月 10 日，匆匆接受完 《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浙江文艺出
版社原副总编辑、网络文学产品线开创
人柳明晔便马不停蹄地进入到下一个工
作议程当中——对接龙泉青瓷与《剑来》
的周边开发，这场洽谈准备许久，大家的
目标也一致：用好《剑来》IP，做好非遗文
章，实现双向奔赴。

10 多年来，浙江文艺出版社打造
的网络文学实体出版品牌在业界有口皆
碑。从单一的图书出版到网文 IP 的全
链路运营，一套成熟的“出版+”模式
已经形成，网络文学产品线销售额超5
亿元。

坚持内容精品化

21 世纪初，网络文学写作蔚然成
风，受众也不再局限为网民。但社会对
于野蛮生长的网络写作，普遍认为难登
大雅之堂，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作
为一家主流传统出版社，要在网络文学
领域开疆拓土，难度可想而知。

“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
说，中国文学史上的迭代有这样的规
律，一个文学样式的兴起之初都会遭到
传统主流价值观的怀疑甚至否定。”说起
浙江文艺社以身入局网络文学出版，柳
明晔认为得益于自己在古典文献专业中
获取的超前认知和坚实底气。“当文学带
着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带着群众情绪表
达的强烈诉求就能产生强大力量，并逐
渐成为主流文学被大家认可。网络文学
也一样，只是发布的载体改变了，但内
容、根基、底层逻辑没有变化。”

2008 年浙江文艺社推出 《迷宫
姝》（上、中、下三册，销售 1.8 万
套），开启网络文学实体出版的征程。
之后的作品群星闪耀，《后宫·甄嬛传》

《芈月传》《沥川往事》《燕云台》《剑
来》，每一部都带来巨大的话题和流量。

“网络文学作品良莠不齐，所以我们
一开始就明确要有精品出版的理念，作
为出版社有责任和义务帮助网络文学去
更好发展。”柳明晔表示，出版社没有被
市场裹挟，不唯数据论、不唯榜单论，有
自己的判断依据和标准。“内容品质最重

要，最初每部作品我都看过，会从作品整
体去把握它的主题性、思想性、文学性。”

全产业链运营IP

由浙江文艺社出版的《后宫·甄嬛
传》销量达16万套，改编成的电视剧到
现在还有强大影响力。凭借“网络文学
精品+影视联动”的先进出版理念，浙版
网文获得了读者和业界的高度肯定。

“除评估作品本身价值外，我们特
别注重网文 IP 的全产业链开发运营，
女频网文的影视转化就是成功案例。”
柳明晔说，随着大众对网文的接受度不
断提高，尤其是游戏、动漫制作水平的
提升，男频的玄幻小说也可以在 IP 全
产业链的相关链路上得以转化落地。于
是，浙江文艺社打破主要做女频的出版
思路，实现女频男频双线推进。

此后 10 余年，浙江文艺社不断深
耕网文领域，出版作品达200余部，打
造出一条超 5 亿元的产品线。如 《剑
来》 系列已经推出七辑，累计发行超
240万册，总码洋近2亿元。仅2024年

《剑来》系列的全年发货码洋近4000万
元，成为出版社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除了传统的仙侠、言情等热门题
材，浙江文艺社还关注现实题材网络文
学作品。《他从暖风来》《北斗星辰》

《欢迎来到麦乐村》《苍穹之盾》 等作
品，聚焦时代热点，反映社会现实，引
领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风潮。

“出版社和作家是同步成长的。我
们会挖掘一些潜力作家，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作品出版后推荐给影视公司，希
望能进一步推动其事业发展。”柳明晔
介绍，出版社一开始就主张要让网文
IP 实现能量最大化，打通上下游产业
链，积极与影视、动漫、游戏等行业的
重要企业开展合作。同时，在 IP 开发
过程中，加强版权管理和统筹规划，确
保各个环节有序推进，打造完整的网络
文学产业生态链。此外，也非常注重文
创产业的开发和推广。

结合非遗做品牌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网络文学已

然被大众接受，但近年来也因为故事同
质化严重而被诟病。

“现在网络文学的发展处于瓶颈
期，初生代作家是从传统阅读、传统写
作的队伍中走向网络的，与传统文学表
达相近。如今虽然会有新观点、新元素
出现，但文学性表达却没有同步前
进。”柳明晔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更多
可能性让大家能充分、自由地去书写和
表达，但时间一久，缺少创新，同类型
化、同质化的问题就会显现。优质内容
生产难，出版选择就变少。

面对瓶颈，浙江文艺社积极破局，
打造“出版+”融合发展模式，从原本
单纯的图书生产商，转变成为多样 IP
产品的制造者。柳明晔说：“我们选择
了一种与赚快钱背道而驰的模式，就是
立足浙江省的非遗传承技艺来开展合
作，用网文 IP 赋能传统文化，这是非
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以《剑来》周边开发为例，浙江文
艺社与“朱炳仁·铜”“王星记”“方回
春堂”等非遗品牌强强联合，推出了养
剑葫·姜壶、金精铜钱系列、剑来珍藏
版折扇·春风扇、剑来香囊等文创，与
西泠印社合作推出剑来金石系列，有印
章、印谱等。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
版《剑来》手账20天预售超3万册，码
洋达300万元。优质文创不仅为出版社
带来了可观收入，也进一步提升了作品
的品牌影响力。

在《剑来》营销方面，出版社与抖
音知名博主“小瓜推书”“只有敬亭
山”“拂水房房东”等合作，制作精彩
宣传短视频，吸引了大量读者关注，有
效提升了图书及衍生产品的销量。不仅
如此，浙江文艺社的抖音官方账号细分
新的垂类账号——浙江文艺出版社落
魄山分社，让 《剑来》 整个系列的产
品发展呈现出“总量越来越大、社内
份额越来越高”的双佳局面。2024 年
底，出版社自播账号成为达人账号矩
阵的领头羊。

关于下一步发展，柳明晔坚信，要
坚持精品化、多元化的发展策略，结合
网文 IP 宣传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甚至促进文旅发展。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模式打造5亿元网络文学产品线
□本报记者 黄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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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艺出版社与“朱
炳仁·铜”非遗品牌合作，推
出了网络小说《剑来》的周边
产品养剑葫·姜壶。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网络文学作品代表作。

浙江文艺出版社 供图

以免费阅读模式为特色的番茄小说近年来发以免费阅读模式为特色的番茄小说近年来发
展迅猛展迅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