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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看英剧一样追看小说
《唐顿庄园》编剧朱利安·费罗斯

最近又成为一位热门人物。因为在
不久前举行的伦敦书展上，这位英国
大师级编剧推出了一部“APP小说”
《贝尔格莱维亚》。费罗斯对外宣布，
整部小说共11章，参照英剧的模式，
APP将每周四更新一章，每章内容都
配有丰富的多媒体元素，包括音乐、
人物肖像、家谱和有声读物。第一章
注册用户免费试读试听，其他10章
打包价9.98英磅。

现在这部小说已经更新了5章。
一到周四，很多人都在APP上追看这
部小说，其热情一点都不亚于他们追
看电视剧。而这一点也颇类似于“鸳
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张恨水当年在
报章上连载《金粉世家》的盛况，《金
粉世家》连载了5年，报章但凡有小
说的连载，便洛阳纸贵。难怪有人
说，当年的章回体小说又以一种全
新的形式回来了。

据青年报记者观察，“APP小说”
实质也就是一种章回体小说，只是传

播载体从报纸变成了手机应用。既
为章回体小说，每一篇都不会很长，
连载的频率也不会太高，否则就不足
以吊足人们的胃口。但因为采用了
全新的传播形式，“APP小说”比较贴
近一些年轻人的阅读习惯。所以

“APP小说”也被认为是未来最有生命
力的小说类型之一。

盗版不除，“APP小说”难风靡
事实上，“APP小说”在西方国家

已经成为一大热门。除了费罗斯的
《贝尔格莱维亚》，著名作家皮尔斯也
曾推出“APP小说”《阿卡迪亚》，引起
阅读风潮。可是在中国，青年报记者
注意到，和图书小说有关的 APP 很
多，但是真正的“APP小说”却极少。
有的图书APP也是将各种图书的电子
版放到网上，供读者免费或付费阅
读。还有的APP将热门网络小说放到
网上，事实上也就成为网络小说流传
一个新载体而已。不过正如之前所
言，“APP小说”每一篇不会太长，连载
的频率也不会太高。这种动辄几百
万字，每天都会在APP上更新的网络

小说，其实根本不能算是“APP小说”。
所以，在中国“小说APP”很多，

“APP 小说”却是凤毛麟角。“APP 小
说”为什么在中国水土不服？一位网
络写手对青年报记者表示，中国现在
的网络连载稿费太低，所以虽然在写
手圈子里能写精致的章回体小说的
人并不在少数，但是如果像费罗斯那
样一个星期连载一次，一次也就一两
万字，那写手肯定要挨饿了。当然，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网络盗
版十分严重，每年损失百亿，往往一
部小说刚上线，就被盗版，这被称为

“秒盗”。而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只
看正版小说用户仅占26.5%。在这种
非常严峻的局面之下，写手一般只能
通过夜以继日地长篇写作，每天不断
更新，来获得一些微薄的报酬。此所
谓“跑量”。“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
果张恨水在世，他到网上来写作，也
照样写不下去！”

如此，“APP小说”要在中国风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盗版一天不除，

“APP小说”便无法立足，再优秀的作
家也会被扼杀。

“小说APP”很多“APP小说”极少

“APP小说”在中国水土不服？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已经连续举
办三届的上海民营院团演出交易会
昨天落幕。因为此次“上海民营演交
会”出现了不少国有院团的身影，所
以也就定名为“上海春季演交会”。
这个演交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院
团负责人登台介绍完演出项目后，购
买方现场举牌。谁精彩，谁平庸，谁
受欢迎，谁不受待见，一目了然。这
种现场比试，也促进了院团创作出更
优秀的文艺作品。

以往这种演出合作都是私下不
公开洽谈，但现在这是一个真正的

“是骡子是马拿出来遛遛”的现场。
在现场踊跃的气氛中，剧目的人气高
低立判。上百“买家”和上百“卖家”
参会，现场的举牌者此起彼伏，短短2
个小时，就有23个以新创作品为主
的“卖家”在现场推介并获“买家”当
场举牌认购，达成意向156个。

主办方上海演出行业协会会长
韦芝表示，今年的演交会已经打破了
民营和专业的界限，希望能够用更多
渠道为创作与市场构筑桥梁，帮助上
海的演艺产品实现从优品到精品的
目标。

上海春季演交会落幕
谁的剧好 现场举牌

■文化动态世界文坛最新的热门是“APP小说”。这种小说定期在APP上连载，不长，一般很精致，让读者不
由想到多年前十分火爆的报章连载小说。这种“APP小说”又非常符合青年人的阅读习惯，在APP上
追看小说，一时间成为时尚。不过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中国“小说APP”很多，但是“APP小说”极
少。其中原因颇耐人寻味。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