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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网络文学产业“核心”路径

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破局”之路

敬畏生命的旅程
——评程萌《极地天穹》

□周根红

近年来，随着资本的强势介入和新媒体行
业的变局，网络文学的 IP 开发成为业界的重
点，网络文学产业也形成了以动漫、影视、游
戏为主的产业格局。由于网络文学 IP 资源有
限，各类市场主体甚至从抢夺IP版权到抢夺作
者的合作权。然而，网络文学IP的开发并非灵
丹妙药。这也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出现了一股
反思IP热的声音。其实，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开
发应着眼于网络文学的核心价值、运营主体的
核心产业与新业态核心要素，构建网络文学产
业“核心”路径。

理论上来说，网络文学的产业链可以全面
覆盖图书、动漫、话剧、电影、电视剧、游戏、有声
读物、音乐、消费品（服装、玩具、文具等），以及主
题类衍生品，比如主题公园、主题餐厅、拍摄基地
旅游项目、文化地产和旅游地产等。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全产业链开发是一种理想的产业开发
模式，全产业链的开发必须是IP本身具有全产
业链的“通用价值”。然而，当前网络文学作品越
来越表现出自身独特的产业特点，一部网络文学
作品难以确保其在每一个产业链环节都能成
功。有些网络文学作品经改编在影视领域取得

了成功，有些则在游戏领域激起巨大反响，更有
一些单是衍生品就产生了巨大利润。但是，网
络文学作品并非赢者通吃。根据《武动乾坤》

《斗破苍穹》《莽荒纪》《天盛长歌》改编的影视作
品表现一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周边产品销
售额则超过3亿元；根据《莽荒纪》改编的游戏一
经上线就受到多家主流平台青睐，单日流水突
破200万元。事实上，电影、电视剧、网游等各类
产业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对IP的要求也各不
相同。因此，开发者应更多关注和发掘网络文
学的核心产业价值，寻找其适合开发的产业
形态。

跨越行业壁垒，打通产业环节，实现全
业务运营，着力全方位布局，成为当前产业
发展的重要趋势。网络文学运营主体也在网
络文学产业的急速发展过程中，走向了全产
业生态布局。然而，与网络文学 IP 的全产业
链开发一样，网络文学运营主体的产业结构
拓展，也不能贪大求全，而是要注重自身的
市场定位和市场优势。以视频平台爱奇艺为
例，作为视频网站的行业龙头，其充分发挥
自身的产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做与影视相关
的内容，打通文学与视频之间的产业链条，
成为第一家发力文学领域的视频平台。从自

制剧到网络大电影再到游戏、动漫，爱奇艺
打造了从单一内容到多媒体形态输出的产业
链良性循环模式。一些运营主体则利用自身
的内容优势，重点立足 IP 内容的打造，如以
打造网络文学优质 IP 为主要盈利模式的中文
在线、阅文集团等和优质内容出版商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果麦文
化、读客等。阿里文学则非常注重 IP 源头的
打造，从深化服务作者到“合作阿里文学就
是合作整个阿里生态圈”，为优质内容的孵化
营造产业氛围。因此，网络文学的运营主体
要根据自身的优势构建自身的产业生态。

近年来，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成为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趋势。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实质是
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催生新的产业业态。文
化产业新业态的培育，需要高度重视产业交叉
融合产生的增量市场，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群
体。近些年，用户群体的年轻化和网络文学、
二次元产业同属增速市场，使网络文学和二次
元的结合已成为新内容趋势；而动画对大量年
轻用户的吸引力和用户对网络文学 IP 的关注
度，使得“网文+动画”的改编作品成为二次
元 IP 的爆点。二次元和网络文学的结合还推
进了 IP 品牌增值、用户付费模式、商业合作

模式升级和广告跨界营销的进程。有的城市更
是将网络文学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培育出了一
些新的文化业态，如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江
苏网络文学谷”，便是以原创网络文学精品为
源头，以 IP 版权转化为纽带，集网络文学创
作、网剧、游戏、动漫、移动阅读、有声读
物、周边产品等文、艺、娱于一体的 IP 全产
业链园区，还建有以“文学旅游”为主题的网
络文学之家、最美网络文学书店等。2017
年，“中国网络作家村”落户浙江杭州，营造
集作品创作、项目孵化、版权交易、作品改
编、互动交流和影视动漫游戏衍生开发于一体
的产业生态，网络作家在此交流、互动、讨论
乃至共同创作，形成了以内容为核心的多版权
运营产业链。此外，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跨文
本传播也带动了相关产业或产品形态，如喜马
拉雅销售火爆的有声小说，很多都来自网络文
学作品。

因此，培育网络文学产业新业态需要充分
挖掘网络文学潜在的核心要素，如潜在受众、
消费倾向、技术趋势、资源整合、表现形式
等，只有推动网络文学新业态崛起，促进文创
消费新升级，才能促进网络文学产业快速发
展，从而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生态。

□冯梓函

非遗活态传承不能仅靠财政输血，还必
须通过适度创新发展来实现自主造血，方能
传之久远。然而网络信息时代多样且迅速变
化着的大众文娱欣赏需求，又昭示着非遗创
新发展之路知易行难。

相较其他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民
间音乐类非遗要打通“破局”之路，所需付出
的探索与努力也许更多一些。民间音乐无形无
相，无法像其他非遗类产品一样实现选材、造
型、工艺等方面的革新，只能从改进表演方式
这一点上来下功夫。活态传承是非遗工作者在
实践中达成的共识，也是维系民间音乐“精气
神”的必由之路。在文娱市场化、信息化、新
媒体化的大潮中，若要保障民间音乐创新产品

“不变形”“不走样”，活态传承就是最牢靠的
那一块“压舱石”。

实际上，高校民间音乐专业的教学很早
就开始与活态传承挂钩了，这要归结于该专
业传统的采风活动。然而，时代在变革，今

天仅凭传统意义上听歌、记谱等初始的采风
活动，已不能满足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要求
了。从另一方面来看，数码摄录技术的进
步，又为活态传承另辟了蹊径，那就是“把
文化生境搬到课堂上”。具体来说，就是要运
用便携式数码设备，把民间音乐的原始表演
场景以及该乐种赖以生成、演化的原生态文
化生活场景摄录下来，保存为微型纪录片，
以供辅助教学之用。

因此，高校民间音乐专业需抽调精干师
生，对其开展文化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的理论
和实操培训，引导其奔赴民间音乐流传地域，
运用影视人类学摄录的方法开展新型的田野工
作与采风活动。这样才有望收获大量来自民间
音乐传承地的第一手影像资料，也才能切实地
把民间音乐赖以生成、演化发展的文化生活场
景“搬到”课堂上，从而引导学生在活态传承
中深入领悟、掌握民间音乐的本质精髓与艺术
灵魂，逐渐实现民间音乐人才培养机制的
创新。

高校民间音乐专业对音乐非遗的活态传

承，最终还是要落脚在“用”上，也就是必须
把非遗活态传承的成果用之于音乐文娱产业前
沿，通过对民间音乐类非遗的创新发展，来促
成高校民间音乐人才培养与文娱产业前沿的密
切衔接。

此外，要把活态传承之“果”转化为
民间音乐创新发展之“功”，根据前沿产业
动态选准“点”很重要。根据近年来对京
津冀演艺市场的观察，这个“点”可以考
虑放在音乐剧上。近年来北京市演出市场
统计与分析数据显示，北京市音乐剧观众
数量较之前有较大增长。这说明，音乐剧
已成为都市公众休闲文娱之新宠。然而我
国音乐剧市场长久以来被诸如 《猫》《歌剧
院魅影》 等外国经典剧目占据大比例演出
份额，本土音乐剧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民
族特色也不够鲜明，所以，推出特色鲜明
的 民 族 化 音 乐 剧 也 成 为 产 业 前 沿 的 内 在
呼唤。

对于通过采风摄录积累了大量民间音乐素
材的高校师生来说，可以借鉴小品的形式，首

先以民间音乐传承地的人文生活场景为素材创
编成微型音乐剧，投放到新媒体网络空间中接
受观众的检验与反馈，在与网络空间受众不断
交流过程中，探索并验证各种唱法、奏法创新
的实际效果。比如，将民间音乐与戏曲唱、
奏、演方法的结合，民间音乐和曲艺表演的融
合，等等。上述这些理念，都可以在微型音乐
剧的创、编、演过程中逐一转化为现实，并根
据受众的反馈来把握其欣赏趣味，从而找准民
族化微型音乐剧唱、奏方法革新的方向与
路径。

综上可见，活态传承是民间音乐实现产
业化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前提，而高
等院校的民间音乐教学正可以作为桥梁有效
沟通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这两端。因
此，高校音乐专业可通过深入民间音乐传承
地采风摄录来实现对非遗的活态传承，进而
通过民族音乐剧创新来推动民间音乐非遗的
创新发展，借此推进自身人才培养机制变
革，为新时期民间音乐产业化开辟新的发展
之路。

□王雨晴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往往是对现
代生活的一种映射，从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再到
逃离城市回归自然，追寻远方或许成为缓解现实
焦虑的一种自我拯救。

作家、摄影家程萌的长篇非虚构旅行文学作
品 《极地天穹》（沈阳出版社 2022年 5月出版），
从南极探险到冰岛环游，从挪威北角到芬兰极
光，用脚步和镜头丈量梦想与自由的距离。作为
非虚构文学与影像视觉的巧妙结合，《极地天
穹》如在眼前的现场感、真实可感的对话细节和
带有哲理思辨的智性表达，无不闪烁着诗意的灵
光。程萌将那凝固却又流动着的色彩、光影和动
作汇聚成影像之河，世界万物都被他敏锐而感性
地凝缩成一个个永恒的瞬间。他喜欢在地球上偏
远的角落寻觅故事，以跨文化与跨文明的视角观
照西方文明，并有意识地突出非虚构旅行和地理
文学的文学性。

地球的南北两端，是这个蔚蓝星球上最纯
粹的净土，极端寒冷的气候是大自然的屏障。
而人类的探索永无止境。1909 年，美国探险家
皮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1911
年，挪威的阿蒙森抵达南极。至此，人类终于
来到“地球的尽头”。作为执着追寻的文化学
者，20 年间，程萌步履不停，行走于南北两
极，将所见、所思、所感凝集为 《极地天穹》，
展现了生命美学、生态美学与生活美学的三重
互动。

“敬畏生命的旅程”，这也是 《极地天穹》
所呈现的核心主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当程
萌到达冰天雪地的极境，瞩目远眺，自然的绝
美和残酷令他感受到一种“冷冽的生命感”。

“美”的奥秘源于“人”，人是创造美的主体，
而对于生命美学的思考亦从人出发。人类对极
地的探索历程，正是一次次对生命真相的追
寻。历史与现实的互见，是程萌站在时空原点
探索世界的视角。在人类真正抵达极点之前，
无数探险家为了心中的梦想而献出生命。20 世
纪初，那是没有现代通信设备的南极探险英雄
时代，沙克尔顿因心脏病突发长眠在南乔治亚
岛上，奥茨为了挽救队员选择义无反顾地自我
牺牲，而斯科特船长和队员们的冰冢至今掩埋
在冰川之下。那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冒险与征
途，他们将生命永久地留在了寒冷的真实里。
如今，人类依旧没有停止对极地的探索。作为
地球上最后一片尚未开发的净土，南极无疑是
地球居民理应共同守护的宝贵财富。

当代环境危机正在危及地球生态环境，生
态美学正是 20 世纪以来面对世界性环境危机的
积极回应，其核心指向反思人类审美传统与当
代生态文明理念二者间的矛盾。生命哲学所言

“万物一体”，正是基于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任何审美和艺术也终将指向终极关怀。踏上极
地之旅，首先能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脉搏。程萌
不禁发出感慨：“人类目前的活法，决定着子孙
后代的活路。”在程萌的镜头下，企鹅们忙着恋
爱、筑巢和喂养宝宝，它们是食物链的一环，
有着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价值。可是，由于全球
气候变化和人类过度捕捞磷虾，跳岩企鹅数量
正在急剧下降。同样，由于过度狩猎和环境污
染，冰岛的海鹦也数量锐减。人类是站在食物
链顶端的生物，但人类终究是食物链的一环，
如果没有对其他生命的尊重，那么所谓的发展
和进步终将予以反噬。因此，生态美学提出了
新的生态观，将地球整体生态系统作为命运共
同体，树立尊重自然、关爱自然、敬畏与感恩
自然的伦理意识。

生命美学、生态美学之维必然拓展到生活美
学之维。质言之，“求真”与“向善”必须以

“审美”作为归宿。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经历了实
践论、生存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将美学回归生活
的“生活美学”，恰是本体论时代新的理论建
构。对美的发现和捕捉是程萌身为文化学者的自
觉感应，芬兰星光下的玻璃穹顶小屋、巨型宏伟
的冰雪宫殿和匠心独具的设计型酒店，体现着审
美与生活巧妙融合的人类智慧，而马尔维纳斯群
岛上的居民依靠风力发电的那种享受自然、拥抱
自然、关爱自然的生活方式，则更是人类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美妙融合。

远方有多远？在旅行者程萌看来，没有
到不了的远方。而不曾到达远方的人，永远
无法凭空想象大自然的极致之美。程萌穿梭
在一段段美好旅行之间，将自然风貌、社会
风俗、历史文化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片段汇聚
成永恒的记忆之门，以空间的延伸通往从过
去到未来的时间之流，聆听历史与现实的滚
滚涛声。

□赵会喜

故乡是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王六成的首
部诗集《草木之心》（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
7月出版） 正是从乡情、乡思和乡愁等维度展
开的倾情抒写，作者从微观叙事层面较为真实
地呈现了故乡的美好生活场景，深情回答了社
会变革之下的时代之问。

巍巍太行山脉和川流不息的漳河水，是作
者笔下故乡浑厚的背景色彩，是诗歌酝酿的沃
土。村庄、亲人、街坊和小镇上游走的商贩，
院落、胡同、羊肠小道和打谷场，泡桐花、石
榴花、老槐树、黄菊花和飘落在炊烟上空的雪
花……一幅幅故乡的生活图景，共同构成了作
者诗歌世界的根和魂。对同一主题的反复抒写
是不同生活际遇的真切反映，由此在这样平凡
单调而又忙碌的生活中，才创造出故乡平凡人
物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太行山，你深沉的
呼唤》《谁会在太行山东麓等候》 和 《月光温
暖了青石板》 等篇章写的是守望中的太行，

“与风雨邂逅/历经千年生死相守”，如父辈
“深沉的世界”，亦如少年“徘徊着孤独的风
影”。《漳河北岸》《断流的漳河》 等篇章，作
者并不局限于漳河本身的表象，而更多意义上

指向历史层面进行抒写。
亲情和乡情是这部诗集一个重要表现主

题，大部分诗歌是以景写人，随物赋情。如
《石榴树》：“母亲把你的果实当作礼物送给/
她最惦念的人，母亲老了/心里有宇宙里复杂
的星系/亦如你，和你的果实。”作者以他者

的视角写景观物，试图建立石榴树和母亲之
间的现实与亲情关系。石榴树作为农村普通
而又常见的植物，又有民间精神的隐喻以及
对美的回溯、对爱和青春的向往以及细微世
界的牵念。相对于石榴树而言，花的火红、
果实的金灿，都有可能在母亲的世界里被赋
予不同的生活色彩，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愈
发见出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的不同打开
方式。《一场雪来得很巧妙》 写的是母亲对孩
子们的纯粹之爱；《我心中的小石榴》 写的是

“我”和小孙女之间一种亲情叙事关系；《行
走在山坡上的黄菊花》 写“我”的童年之
梦，“去寻找带着露珠的飞翔”；而 《草有生
命》 写的是爷爷对大自然草木的虔诚和敬
畏，“草有生命/它们行走在风中”。实际上，

“草木之心”亦即尘世之心、大爱之心和生命
之心，这也许是这部诗集的匠心所在。

以上诸类诗篇，从表层上看是写景状
物，实际上在写与此产生关联的人和事，同
样的物象却有不同的人生境况。此时，语言
于此，才得以敞开自在言说，于现实中的不
可能之处创造出语言的可能性，这对任何一
位诗人来讲，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在众声
喧哗和传媒语境纠缠的当代，语言的自觉意

识应成为诗人追求的重要选项。
这部诗集的“孤寂之境”和“无非相忆”两

个章节，在主题表达上相近，主要写的是“小
我”和“大我”之境，爱情和友情的归属诸类。
作者以个人化的心灵修饰构建乌托邦之城，在
回溯过往的同时指向未来的不确定性语场，以
期在达成某种默契之时又可能预设新的矛
盾。实际上，现实一直都在坚实的大地上盛开
着眷念的花朵，在遐想远方之余，诗意却早已
栖居在我们身边。这是诗人在情感和认知上
的悖论，并以此来支撑着灵魂孤独地前行，比
如《我想回到二十岁》中，“我很想知道/你是否
在老地方等待我的归来”。

在新媒体时代，诗歌以新的姿态重返故乡
场域，在艺术表现力上也将展开更加多样化的
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象的叙事。现实生活总
是与个人的理想有着巨大偏差，有时甚至截然
相反，世间的一粒尘埃，既可有澄明之境，亦
可有一座大山般的压力。诗人的生存法则就是
语言的突围，语言本身有无限的可能性，才让
人们由此找到心灵上的慰藉。作者在语言的及
物性、现代性和未来指向性等方面，始终保持
着鲜活的艺术感受力，从而努力创作属于这个
时代的精品力作。

心灵故乡的守望 ——王六成诗集《草木之心》读札

□陈羽茜

很多器物都是司空见惯的物品，但因为是
手工做出来的，里面就有了人的情绪和温度。
翻开赵勤的随笔集 《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6 月出版），时间
似在不经意间放缓了脚步，书中的人、物、事
于记忆中逐渐清晰，在作者不疾不徐的叙述中
呈现出不竭的生命力。

该书借“手艺”之名，但并不聚焦于细致
繁琐的手艺制作过程，而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记
录当下手艺人的个体生存境况。酿酒、编织、
做琴、开脸、捏泥、厨艺、美甲……作者将自
己多年来游历各地的经历与见闻穿针引线，缀
句成文，精心收录十八门手艺及其背后的十八
位手艺人触动人心的故事，给读者带来思考：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生活在方寸世界里的

手艺人该何去何从。
真实，是该书的主基调。全书共18篇文章，

呈现出18位手艺人的真实形象。作者以一颗细
腻、虔诚的心还原了人物出神入化的手艺——竹
器大师李淑芳老成持重又不失活泼灵动的编制
手法，“乐器王”艾依提·依明洞悉木头选材的
超凡眼力，侗妹一手密密匝匝、稀疏得当、松
紧适中的纳鞋底的针线功夫，开脸师傅阿洁在
毛线扯开、合拢间娴熟的绞脸技艺……一个个
这样的手艺人，恬淡地生活在他们的方寸世界
里，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手艺活上。手艺是谋生
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手艺吸引人的，并不只是高超的技
艺与精致的物件，还有历尽千辛的学艺经过。
手艺人造就的，也不只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器
物，更是承载着制作者情绪、温度以及内心隐
秘的珍贵物件。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刚开

始，我更关注手艺本身……随着采访的深入，
我知道了他们的困惑、开心、难过以及种种复
杂的人生滋味。”作者寻访手艺人的过程中，采
撷了他们曲折动人的生命体验和灵魂跋涉的心
路历程，并将自身认知与感受融入其中。一桩
桩、一件件掺杂着过往喜怒哀乐的人生故事，
汇成纸上烟岚，引领读者走上街头集市、草原
田间，了解手艺人的过往、迷惘与思索，在与
他们同悲同喜的历程中，传递出中华传统技艺
历久弥新的厚重底蕴，洞见一代代手艺人持之
以恒的初心坚守，就像 《安顺的回家路》 中师
父常对安顺说的那样，酿好一坛酒需要靠心
性，守住一门技艺也需入心、入情。

手艺的传承来自一代代人的坚守，这既是谋
生手段的传家，也是民间精神故事的续写。作者
用动人的文字带领读者走进手艺人内心最柔软
之处，放下浮躁，体味他们对生命的坚守。

方寸之间，手艺人生 ——评《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