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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吴义勤：

网络文学未来需要深度
本报记者 邱祎

新华社成都1月7日专电
（记者 许茹）在台湾地区大
热的青春片《那些年，我们一起
追的女孩》（简称《那些年》）于6
日在大陆上映。影片在大陆上
映的版本删除了约3分钟的“重
口味”情节，删减后的版本在
2012年贺岁档中刮起了一股
“小清新”的青春风。

成都的各大院线十分看好
该片的上映，从排片上给予了
倾斜。7日，《那些年》在成都各
大院线共上映313场，仅比一直
大热的《金陵十三钗》少5场，位
居所有影片的第二位。作为一
部小成本影片，《那些年》取得
这样的排片比例，在一定程度
上基于上映之前在网络上的良
好口碑。在豆瓣电影网上，《那
些年》以8.4分的高分领先于目
前所有正在上映的影片。

《那些年》由台湾畅销小
说作家九把刀亲自执导，导演
将自己的初恋故事搬上了大
银幕。九把刀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这么多年过去，我
只是想感动她，觉得是时候给
过去画上一个句号了。”据了
解，影片的上映引起了观众的
怀旧情结。网友“淡”说：“我也
有这样的一段时光，太美好，
想起来都会流泪。”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济
南市文广新局为泉城市民准
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
造泉城喜庆和谐的节日氛围。

由省文化厅、市文广新局
主办，省、市群众艺术馆承办
的“新春乐——— 泉城民族音乐
会”将于1月10日在商河县文
化中心举办。大年初一至初
五，济南市第二届民俗文化艺
术节将在泉城广场与大家见
面。第三届“齐鲁民间艺术、

‘非遗’项目展演全国邀请赛”
作为新春文化重头戏，将于1
月 31日启动，之后深入各广
场、社区为市民展现具有浓郁
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的高跷
表演、舞龙舞狮、民间扮玩等
民俗表演。济南市文广新局与
市京剧联合会将于1月27日
至31日在英雄山京剧广场举
办京剧票友演唱会。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贺岁档里的

“小清新”

迎新春

文化活动真热闹

济南第八届摄影

艺术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 由济南市文联、
济南市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济
南市第八届摄影艺术作品展
元月七日在东方艺术馆开展。

本届展览按艺术类、纪实
类、广告类征稿，自征稿以来，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共收到投
稿3000余幅，影友们表现出
了极高的参赛热情，经过评委
会的认真评选，共评出一等奖
3幅，二等奖 6幅，三等奖 11
幅，优秀奖121幅，杨树春的

《收获》获艺术类一等奖，张源
源的《愿做天使守护你》获纪
实类一等奖，张硕的《爽》获广
告类一等奖。

（本报记者）

②②

8日，由山东文学、齐鲁晚报、网易主办，

滨州市油区工作办公室协办的中国首届网络文

学大奖赛在济南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针对网

络文学的生存现状和发展， 7日，大赛终评

委、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网络文学生产力空前

巨大，未来让人兴奋，但是在发展的同时，需

要大浪淘沙留下经典。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自本
报去年 12 月 14 日启动“文化年夜
饭 由我来掌勺”活动，邀请广大
读者一起办《龙年春节特刊》的征
集令发出后，已有数千名读者通过
不同方式参与。今年的春节特刊，

还有一个新的创意——— 推出一张
由属龙的读者笑脸组成的年历。龙
哥龙妹们，快快将自己的大头笑脸
照片发来吧！

记者在邮箱里发现，不少属龙
的读者已经发来了他们的照片，他
们中既有 12岁的小朋友，也有 24

岁、36岁、48岁的龙哥龙妹，还有60

岁、72岁的老年读者。一张张照片，
一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和欢乐，
寄托着祝福和祈愿，深深把人感

染。我们将挑选那些笑得最灿烂的
笑脸，刊登在齐鲁晚报春节特刊特
制的年历上，让他们的快乐感染、
温暖更多的人。

如果您家里有属龙的小朋友，
可以把他的笑脸发过来；如果您家
里有1916年、1928年、1940年、1952年
出生的属龙的老人，也请您拍下他
的笑脸，发给我们。请注意：一定要
是大头照，而不是全身照；一定要是
笑脸，体现出迎接新春的喜庆劲儿；

一定要在信中注明出生年月、姓名、
联系方式哦。

电子信箱：hncjtk@163 .com，寄
信的作者请寄：济南市泺源大街6

号 齐鲁晚报文娱新闻中心 张
向阳 邮编：250012。我们还在齐鲁
晚报网(www.qlwb.com.cn)开设了

《春节特刊我来办》专题，欢迎点击
查看。有不明白之处，敬请拨打“龙
年春节特刊热线”96706010(省内市
话收费)。

本报春节特刊又有新创意

属龙读者笑脸照有望登上年历

缺乏领军人物，

网络文学需要大浪淘沙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
第一代网虫在大大小小的BBS
上开始了纯分享的写作，网络文
学萌芽破土而出。其后10年间，
沧月、蔡骏、安妮宝贝、慕容雪
村、江南、匪我思存、萧鼎、南派
三叔等名字如同群星般闪亮，几
乎垄断了10年来的畅销书排行
榜。如果说，中国的年轻人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读的是琼瑶、金
庸、梁羽生、古龙，那么这十年
来，他们读的就是这些网络上涌
现出来的新名家。

虽然网络作家越来越耀眼，
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网络文学
作品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很难留
下经典。“网络文学好像来势凶
猛，其实雷声大，雨点小。”吴义
勤说，大家都在看、都在谈网络
文学，好像阅读网络小说成了一
个时尚的名词，但是一旦涉及到
具体作品，很难说哪一部作品已
经相当完善了。吴义勤表示，网
络文学目前缺少的是领军人物，
一个真正的标杆，这么多写手和
作家，没有特别拔尖的。“十几年

来网络创作进步巨大，有人写旧
诗词，有人写先锋作品，作品类
型和数量都越来越多，但还没有
一部真正让人拍案叫绝的作
品。”

吴义勤说，网络文学充满好
奇与想象力，但是缺乏深度，与我
们的民族和文化，与我们生活的
这块土地能够交融在一起的东西
还太少，与读者真正实现内心交
流的东西还太少。读起来，好像更
多的是唤醒了身体的本能，而不
能将读者的爱与恨等所有复杂的
人类情感充分调动起来。

针对不少网络文学由于题
材雷同和情节幼稚一直遭人诟
病的状况，吴义勤认为这是由网
络作家构成的复杂性决定的，不
同修养、不同背景、不同趣味的
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自然就会有
不同，这种状况只能通过时间的
沉淀以及逐步的经典化大浪淘
沙。“传统文学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网络文学才诞生仅仅十几
年，应该给它们更多的时间去发
展，去沉淀，不能急于求成。”

商业化是把双刃剑，

网络文学需要寻找平衡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有
1 . 94亿用户，有100多万人在写作，
每年有包括纸质、电子、游戏、影视
等版权的三四万部作品被签约。市
场化的效果与成绩，体现着网络文
学一定的文学自信。

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商业密不
可分，很难想象没有商业的支撑，
会有多少人愿意在网上不分昼夜
地码字。吴义勤告诉记者，随着专
业文学网站的出现以及专业签约
作家制度等的逐步完善，网络文学
的商业化日益明显，但商业化其实
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利益趋动以
及网络特性的约束有可能会导致
网络文学的粗制滥造，以及片面追
求点击率、片面迎合读者等现象的
出现；另一方面，商业化市场化的

运作方式也可以成功地包装和培
养一批真正的网络文学大家。商业
性和文学性并不天然是敌人，文学
性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网络文学完
全可以在商业和文学之间达成某
种平衡。

虽然对网络文学提了不少意
见，但吴义勤对网络文学的未来
充满信心。“从诞生到现在，网络
文学的规模、影响力、作家队伍、
文学品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特别是明星作家、畅销作品的不
断涌现彻底改变了网络文学的形
象，也使得其介入公共文学话语
的能力大为增强。”吴义勤认为，
只要去粗存精，更加贴近时代和
我们生活的土地，网络文学未来
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说起网络文学就不能不提传
统文学，诞生之时，网络文学因为
影响小、质量良莠不齐而一直被
排斥于主流文学门外。但是，网络
文学在发展的同时，随着自身的
壮大开始对传统文学发起了猛烈
攻势。传统文学遭遇着和网络文
学的竞争，也面临着自身的变革。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都是
这个时代的文学，不能割裂来
看。”吴义勤表示，传统文学和网
络文学不是对立的概念，两者遵

从同样的文学规律，各有优势，
各有市场。也许综合两者的优
点，会产生更符合新时代阅读习
惯，同时承载文学理想的新的文
学类型，就像文学与漫画结合产
生出“绘本”读物那样。

对于网络文学的发展，吴义
勤满怀信心，因为相比传统文
学，网络文学有自身的优势。“网
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最大的
特点是表达的自由、民主以及作
品发表的零门槛。任何人都可以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不能割裂，

未来不可限量

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而作者与读
者借助于网络平台的自由互动也
改变了传统的文学阅读关系。网络
文学和传统文学未来的关系很难
说，谁也不能取代对方，但相互借
鉴、逐步合流应是大概率。”

吴义勤告诉记者，网络文学中
所体现的广泛的读者群体，直接面
对现实生活，引发讨论的社会话
题，关注当代性等，这些文学特征

也是我们现在的主流文学和传统
文学所需要的。“看到不少网络文
学作品借助影视媒介，进入大众读
者的生活，有的传统作家说‘这是
在抢夺文学读者’，这是一种文学
的艳羡心态。我们的主流文学和传
统文学，难道不能去‘抢夺’网络文
学的读者吗？”吴义勤说，未来网络
文学和传统文学肯定会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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