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圆满落幕

肩负时代使命
推动网络文学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生力军

本报讯（记者 苏瑜）昨日，为期 2
天的 2024 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圆满落
幕。当日上午，参加 2024中国网络文
学论坛的网络文学作家、专家学者、平
台负责人、文化产业代表、部分省市作
协负责人围绕“如何承担时代的责任，
推动网络文学成为文化强国的生力军”
进行了深入研讨。闭幕式上，多位代表
进行发言。

河北网络作协主席崔浩（何常在）
以《网络新力量 文化强国梦》为题发
言。他表示，网络文学作家应创作高质

量作品，以赢得读者喜爱和提高社会影
响力。网络文学已形成完整生态链，网
络作家应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探索新
题材，以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网
络文学的繁荣需要健康的创作环境、积
极向上的风气、IP转化、人才培养和政
策支持。

江苏网络作协副主席刘晔（骁骑校）
回顾了2008年初入网文界，与其他网络
文学作者一起奋斗的心路历程。他表
示，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心境和文字
也随之改变，应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网络作家高鼎文（我会修空调）表
示，网络文学创作者需不断提高文学素
养、写作技巧和故事构思能力，以创作
出高质量的作品吸引读者、占领市场、
扩大影响力。他提出，在数字化时代，
应拥抱科技，创新地利用新技术丰富网
络文学的表达方式，书写新时代，塑造
新形象。

网络作家李遨（银月光华）对提升
网络文学创作质量，尤其是现实题材作
品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表
示，网络文学的集体创作力量巨大，作

者们在国家发展的背景下，应意识到自
己的责任和价值，积极传播中华文化，
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
师王婉波以《从青年形象塑造探讨网络
文学如何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
为题进行发言。她说，网络文学中青年
形象的塑造面临着类型化和同质化的
挑战，以及深度不足的问题。期待网络
作家能够创作出更多能够引领时代潮
流的青年形象，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
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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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瑜）11月 28日晚，由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河南省作家
协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郑州网
络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评论家和网络作家 30
余人，深入研讨郑州 3 位网络作家麦苏、
碳烤串烧、烟波江南的作品《陶三圆的春
夏秋冬》、《我的黄河我的城》、《无字之书》
和《中原归乡人》。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表
示，本次研讨会旨在中国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全面观察郑州网络文
学的整体创作态势，引导网络作家创作更
多现实题材的作品，书写新时代精神，为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多作贡
献。“这4部作品是郑州网络文学特别是现
实题材创作的新收获，虽然创作路径不同，
讲述故事的手法各有千秋，但共同的特点是
以厚重的中原文化为质地，关注历史与现实
的对话，关注山乡巨变的进行时，关注新时
代伟大实践中的鲜活人生和社会发展。”

近年来，郑州市委、市政府把建设“文
化强市”、打造“文艺郑州”作为发展目标之

一，纳入省会发展规划之中。自 2021年 1
月郑州市文联和作协换届以来，在市委宣
传部支持下，明确提出了以网络文学、诗
歌、小小说为突破口的文学发展方略，出台
了一系列扶持网络文艺发展的政策和措
施，举办了一场场有情怀、有格调、有创意
的文艺活动，为郑州网络文学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搭建了高质量的发展平台。
郑州网络文学以中原大地深厚的传统文化
为底蕴，积极主动从纯文学中广泛吸收营
养，注重在写作方法上求创新，在现实感上
求真切，特别注重关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书写农耕文明的新发展、新生态，现实题材
创作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网络
文学作家作品。其中，有4位作家的5部作
品陆续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各类扶持项目。
今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次将网络文
艺列入评选，网络文学有3部作品获奖，其
中就有麦苏创作的《陶三圆的春夏秋冬》。

麦苏、碳烤串烧和烟波江南 3位作者
对老师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并对
各自的作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积极地采
纳建议以明确修订的方向。

昨日，为期 2天的中国网络
文学论坛在郑州落下帷幕。来自
全国各地的百余名知名网络作
家、业内专家和网络文学平台负
责人等齐聚河南郑州，纵论网络
文学高质量发展，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让网络文学真正成为文化
强国建设的生力军。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新媒
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
批新的文艺类型。网络文学依托
互联网和新媒体，服务网民，吸引
了海量的作者与读者参与其中。
正像我们看到的，中国网络文学
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
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在大众参与、
全球共创下，不断提升创作质量、
拓展传播半径，拉动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彰显出蓬勃的文化生产
力，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
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作为此届全国网络文学论坛
的举办地，文学豫军星光闪耀，郑
州在网络文学界也有着“天时地
利人和”的巨大优势。作为中国八
大古都之一，郑州拥有不可移动文
物近万处，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
展的核心区域和主根主脉所在，走
出了列子、韩非子、杜甫、白居易等
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为网络文学
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郑州、河南网络文学的创作
活动也异常活跃，孕育出了一大
批优秀网络作家，形成一股重要
的文学力量，对中国网络文学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十七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日
前公布，河南省网络文学学会副
会长麦苏执笔的《陶三圆的春夏

秋冬》荣获优秀作品奖，该作品聚
焦河南嵩山脚下桃源村的七年巨
变，通过三代村民接力脱贫致富
的故事，展现了“中原第一村”的
创业历程。以麦苏等为代表，一
大批来自郑州、河南，扎根郑州、
河南的优秀网络作家，正在以新
的形态和更加年轻化的叙事讲好
郑州故事、河南故事、中国故事。

古往今来，传播的载体、表现
的形式一直在变，但我们民族传
统文化特有的气质、气度、气派不
应变也不能变，文学涵养精气神、
传递正能量的功能定位不应变也
不能变，这是网络文学应遵从的
历史和现实逻辑。汇聚起文化强
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不断发展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网
络文学发展亦应与时代发展同频
共振。如今，越来越多的网络作
家与时代共创、为时代留声，深挖
传统文化富矿、深扎现实主义实
践，以现实厚度延展创作维度，创
作出一批现实题材“爆款”，使网
络文学总体艺术水准明显提升、
思想内涵进一步深化，打开了网
络文学创作的新天地。

文脉悠悠，弦歌不辍。
文学与时代的对话是一场双

向奔赴，映照着社会发展的万千
气象，凝结的是创作者的精神跋
涉。网络文学的声量，是文学力
量在这个时代的生动体现。时代
潮流滚滚向前，那些与时代同行
的作品与创作者最终走向无比广
阔的大海。在文学历史长河中，
网络文学尚且年轻，大有可为也
必能大有作为。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
此届全国网络文学论坛举办为契
机，网络文学作家队伍将接续创
作出更多“为时代代言”文质兼美
的作品，蓬勃生长的网络文学必
将持续释放生机勃勃的文化生产
力，在记录伟大时代、传递主流价
值、讲好中国故事进程中展现更
多作为，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
强大合力。

本报讯（记者 杨泽雅/文 李新华/图）
昨日，2024中国网络文学论坛采风活动在
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文学作家来

到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在戏剧中体会河南
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人物携手并行，与
传统文化热烈相拥。

郑州网络文学创作研讨会举办

为网络文学把脉
创作更多现实题材作品

根植沃土 向上生长 枝繁叶茂
——写在2024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圆满落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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