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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正逐渐成为未来重要的IP来源。

国内首次有了个网络作家村
这个作家村位于杭州的江边，据

说风景不错。村里有5幢建筑，可以
同时入驻5位网络作家，此外还有一
些网络文学的展览空间。这原先是
一些农舍，经过改建之后很受网络作
家的欢迎。首批入驻的是唐家三少、
月关、管平潮、蝴蝶蓝、猫腻，这些作
者应该都是算是网络文学各个门类
最顶尖的作家了。而匪我思存、疯丢
子、沧月、少封等10多位网络作家都
已决意入驻。这个网络作家村的组
织架构还有模有样，还从作家中选一
位“村长”，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

根据协议，这些网络作家一年可
以到作家村住上几个月进行写作。
而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大神级”写
手，有一个庞大的团队，那这些团队
也可以一并入驻。组织者显然想让
作家村成为一个白天串门聊天，晚上
码字声声的地方。说到底就是加强
网络作家之间的交流。这一点也得
到了入驻网络作家的认同。“网络作
家有了一个集聚的平台，有利于互相
学习和交流。”唐家三少希望今后会
有更多的网络作家入驻“中国网络作
家村”，彼此分享创作以及版权运营
的经验、心得。

另一些网络作家则表示，平时大
家都是在家写作，网上交流居多，虽
然很愿意在线下交流，但是机会不
多，大家如果要聚在一起，最大的可

能性就是某一位作家结婚，那大家都
会到场。而现在好了，大家可以随时
随地见面，随时随地聊天，抬头低头
都是朋友。

基于现在网络作家村的这种形
态，已经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未来网
上最热门的小说，可能都是在一个村
子里写出来的，而作者和作者可能都
是隔壁邻居。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联想，也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期
待。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

作家村能让作家安心写作吗？
网络作家村的创意明显地是来

自于“画家村”。过去在很多大城市
的城乡接合部有不少“画家村”，画家
三五成群地在一个地方租了农民的
房子，将那里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其
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北京通州的宋
庄。宋庄现在已经成为画家群落的
代名词。画家聚在一起作画，自然可
以激发灵感，当然另一个目的是产生
集聚效应，如果有藏家到村里买画，
那完全可能为一个画家而去，最终带
走很多画家的作品。就好比很多摊
贩一定要聚在一起销售，才有人气。

后来就出现了各种“村”，有书法
村、有戏剧村、有民间手工艺村，现在
则出现了网络作家村。难怪有人笑
称，现在的艺术家都愿意当“村民”。

这网络作家村虽然引起了作家
们的赞誉，但也引起了不少反思。首
先，喜欢习惯宅在家里写作的网络作

家是应该交流的，否则就变成了闭门
造车。所以各地才会成立网络作家
协会，为的就是提供一个平台。

但是作家写作和画家作画毕竟
是不同的，作画的过程是可以公开展
示的，有一些名画家可以在很多人的
围观下进行示范绘画，人越多画越兴
奋。但是写作从来都是作家一个人
独自完成，如果有一帮人围在一起评
头论足，那一定一个字也写不出。所
以写作是公认的孤独的职业。一些
优秀之作往往都是在作者最孤独、最
困惑的时候写出来的。更何况，写作
不存在需要集聚效应来卖作品，因为
毕竟一部作品的好坏不是买家看一
眼就能看出来的。

现在网络作家村显然打破了这
份孤独。写作变得热闹起来，成为一
件在朋友的关注下可以不断推进的
事情。都这么写作了，写作会分心
吗？网络作家们还能够在孤独的码
字中进行思索吗？对此，一些读者表
示担忧。现在，在传统文学界有一种
小圈子的文化很受鄙夷。几个作家
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商量如何在
文学的事业上相互“提携”，而参加研
讨会也都是这几张面孔，相互吹捧。
看上去作家走近了，文学是热闹了，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几部优秀之作写
出来，难怪也有读者调侃作家入村只
是让催更变得容易了。当然，希望这
种文化不要侵蚀网络文学界，让网络
作家安静地写作可能更好。

网络文化产业年会
“IP”发展由虚转实

12日在武汉举行的2017中国网
络文化产业年会上，被炒了三年的IP
仍然是每位演讲者嘴里的高频词。
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IP并非治病良
药，2017年以来，IP行业趋向理性，
虚假IP、傍大款的IP将难以生存。

IP原意为“知识所有权”的英文
版缩写，如今已有了无限的外延，它
可以是漫画作品、文学作品、原创短
片，甚至只是一个概念。IP之所以受
关注，是因为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小
说、游戏、漫画本身具有巨大的商业
开发价值。

业内人士表示，优质IP的价值开
发，推动了动漫的发展。2015年是
中国IP产业的元年，也成为中国动漫
产业逆袭的元年，接连出现了《大圣
归来》《大鱼海棠》等高票房的动画电
影。2016年以后，IP产业开始出现
井喷之势，游戏公司开始购买IP。

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说，“我们
的评委是用户，所有作者其实都是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永远都要培
育市场，淘汰那些差的作者，留下那
些真正优秀的作者。”

“整个IP正在进入下半场，IP的
发展将由虚向实转化。”罗立介绍说，
最近两年，描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大受
欢迎。 据新华社电

林少华：
不想再译渡边淳一了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著名翻译家
林少华翻译的渡边淳一《失乐园》日
前由青岛出版社推出。青年报记者
就此对林少华作了一次专访。

读者熟识林少华是因为他翻译
了村上春树的40多部作品，其中包
括最近在热门剧《猎场》里被反复提
及的那本《挪威的森林》。此次林少
华转而翻译渡边淳一，也是因为阅历
到了。“第一次翻译村上的作品时，自
己刚过30岁，而在60岁左右才接触
到《失乐园》。”他认为幸亏是在 60
岁，“如果二三十岁可能就不会翻译
出渡边作品的精髓，而到了现在的年
纪，有了丰厚的阅历，才会对其作品
有深刻的体悟。”

但是翻译《失乐园》依然非常艰
难。林少华对青年报记者说，村上春
树的作品比较洋气，带点英国腔，而
渡边淳一的作品较为传统厚重，因为
他的医学背景，在很多文字的处理上
非常冷静、克制。所以他翻译《失乐
园》从来没有翻译村上作品那种风驰
电掣的快感，每个词都要反复拿捏，
自己所剩不多的文思被如此“敲骨吸
髓”，几乎压榨殆尽。在“林译本”之
前，《失乐园》已经有了一些译本，“如
果硬要我说拙译的特色，那么或许可
以说在进一步传达原作的文学性方
面付出了小心翼翼的努力。”

虽然林译本《失乐园》出来后赞
誉颇多，但是林少华还是对青年报记
者说，他不准备再译渡边淳一了，不
仅是因为两个月翻译《失乐园》的过
程很艰难，而且因为渡边淳一对于人
性的挖掘太深入，“有的人性是没有
办法都展示给人看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昆剧团有一个著名
的艺术教育公益品牌“Follow Me昆
曲跟我学”。今年这堂在戏曲普及领
域名气很响的公开课迎来了10周年
庆典。几天前，“Follow Me昆曲跟我
学”第十七期结业典礼暨开办十周年
庆典活动在上海昆剧团俞振飞昆曲
厅举行。结业典礼上，都市白领们以
及尚在小学学龄的小朋友，彩扮起了
《牡丹亭》杜丽娘、《玉簪记》潘必正，
甚至还有以身段复杂著称的《白蛇
传》白素贞，举手投足间十分认真，一
招一式似模似样。上海戏曲艺术中
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

谷好好等向十年来坚持学习的铁杆
学员、为教学付出心血的教师团队颁
发奖项。

“Follow Me昆曲跟我学”的创办
始于2007年秋季，项目前身是上海
京昆艺术中心“Follow Me京昆跟我
学”昆曲时尚课堂。十年来吸引了大
批青年人群走近传统昆曲艺术。最
初昆曲班只有1个旦角班、10名学
员、1名教师，历年受学员欢迎程度
节节攀高，今年结业的这一期就有
16个班、近200名学员（是第一期的
10倍）、表演与演奏共5种课程、配备
教师15名，十年来学员累计达1322
人次。

上昆都是派出最优秀的演员来

担任“Follow Me昆曲跟我学”的老
师，昆曲班的教师团队利用业余时
间，研制教案、开展教学，并且长期坚
持，也收获了固定的“粉丝后援会”。
观众学员因为欣赏昆曲而喜爱演员，
又因为喜爱演员、演奏员而学习昆
曲，更进一步了解这门艺术，从门外
走入门内，然后再向身边更多的亲朋
好友普及昆曲艺术，将对一门艺术的
喜爱辐射于更广泛的人群。

今年10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公布了65个“非遗保护工
作优秀实践案例”，“Follow Me昆曲跟
我学”榜上有名。应该说，这堂开了10
年的课为如何传承非遗文化，向全国
院团作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Follow Me昆曲跟我学”走过10年

上海昆剧团深耕艺术教育结硕果

■文化动态

网络作家“入村”引忧虑

写作不是凑热闹 扎堆未必出佳作
网络作家一般给读者

的刻板印象是宅男宅女，经
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码
字。然而最近有一群中国
顶级的写手决定改变这一
切，他们入驻了一个网络作
家村，准备相互做邻居，经
常串门。不过这样的一种
改变，也引发了担忧——网
络作家凑在一起能写出佳
作吗？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