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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用户超 亿人
网文出海进入“全球共创”新阶段

中国网文出海受热捧

19岁的贾伦正在努力追求着写作梦
想，不过“温床”并非在他的家乡加拿大

魁北克，而是大洋彼岸的中国。从“入坑”

首本中国小说，到成为中国阅文集团旗

下“起点国际网”的热门写手，短短3年时
间，贾伦笔下的奇幻作品已有超过百万

次的浏览量。

他将这份成就归功于读过的中国

网络文学所赋予的不竭灵感：“对海外

读者来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东方

文化，能够给予最新奇的阅读体验，为

此我将小说主题聚焦‘江湖侠客’和‘修

炼系统’。”

美国读者莱斯特是贾伦的忠实粉

丝，她在评论区写道：“主角很酷，有一天

我也会去中国看看少林寺的功夫。”

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究竟有多受欢

迎？去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
2023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发布了网络
文学国际传播项目，入选该项目一期的

作品包括《雪中悍刀行》《芈月传》《万相

之王》《坏小孩》4部知名畅销网文小说，
使用英语、缅甸语、波斯语等4个语种，通
过在线阅读、广播剧、短视频、推广片等

方式，向全球进行推介。

据统计，这4部作品的外语版自2023
年10月陆续上线海外各大平台以来，已
创下数千万次阅读量，而且海外用户订

阅量还在持续增长。

截至2022年底，中国网络文学海外
市场规模超过30亿元，累计向海外输出
网文作品1.6万余部，海外用户超1.5亿
人，遍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
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表示，

中国作协将从加强创作扶持、推动IP转
化、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推动网

络文学精品化发展，更好走向海外市场。

网络热门小说《天道图书馆》的作者

“横扫天涯”说，他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已

有16年。以前网络文学并不太被主流认
可，而如今，他的作品不但在国内受到喜

爱，也受到国外读者热捧，“这让我非常

激动和开心”。

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支持的

《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
示，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翻译语种达20
多种，涉及东南亚、北美、欧洲和非洲的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学正成为中

国文化海外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侯晓楠说：“中

国网文‘出海’历经20余年，全球范围内
的粉丝基础相当可观。有业内人士将中

国网文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

国偶像剧并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奇观’。

近两年，网络文学多形态输出空间巨大，

快节奏、强情感的中国作品能够引起全

球共鸣。”他说，当前，中国网文出海已进

入“全球共创”新阶段。

承载着中国文化“漂洋过海”

道、点心饽饽、茶艺、门派、刺

绣……谈及看过的40多篇中国古风小
说，孟加拉国作家亚齐亚一口气说出了

很多关键词，“阅读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历史和中国神话故事中的浪漫主义和

英雄情怀，同时，它也给予了我远眺世

界的精神力量。”

“16岁时我的父亲去世了，家里丧失
了经济来源，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坚强自立

的女性主角们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光。”

亚齐亚说，这也是她将“勇士”作为笔名的

缘由。如今，亚齐亚的一篇热门小说已被

中国公司签约，可观的报酬将支撑她前往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读书深造。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网文是架设

在中国与全球网友之间的一座“连心

桥”。通过这座无形的桥，可以让全世界

更深入、更贴切地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员肖惊鸿

分析，作为中国通俗文化参与文化全球

化的实践路径，中国网文“出海”兼具速

度与含金量，本质上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双提升，为世界读

懂中国文化打开又一扇窗口。她认为，读

者通过小说能够了解更多中国文化元

素，直面勤劳奋斗、尊师重道、和合共生、

天下大同等传统文化内核，并认识到中

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和思考方式。

在起点国际上，外国网友谈论中国

话题前五名分别是：“道”“美食”“武侠”

“茶艺”和“熊猫”。“中国文化真浪漫。”有

网友感慨，《海晏河清四时天》传递中国

祖先传统农耕智慧；《枕水而眠》中展现

中国国画的魅力；《茗门世家》又让中国

茶香氤氲世界……虽然文化背景不同，

但是大家享受着中国人创造的“琴棋书

画剑，诗书茶酒花”。

另外，由于绝大多数海外作家都看

过中译英的网文小说，也由此对中国元

素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好感，后面才开

始自己尝试写作。因此，他们在创作时会

给小说加上许多中国元素，比如“武功”

和“道法”等。

中文在线首席运营官杨锐志说，以

前玄幻仙侠是传统网文“出海”主力，近

年来科幻、悬疑、都市题材有所增加，“有

的海外作家直接以中文命名角色，高铁

和中国空间站也常见于文中，在主题设

定、内涵等方面都带着浓浓中国味。”

新技术为网文出海赋能

中国网文在海外崭露头角，离不开

传播媒介的迭代进步。“智能手机市场，

各种听读阅读的APP任你选，随时随地
掏出手机接触小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研究院副院长、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

与传媒学院教授夏烈认为，网络文学是

以互联网、数字媒介为载体，伴随着网络

发展而兴起的新事物，也必然在互联网

全球化的进程中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IP改编异军突
起。扬帆出海首席执行官刘武华观察到，

短剧在海外传播热度攀升，推动短篇网

络文学小说创作成为新风口。

中国编剧选材、启用欧美演员、采用

海外拍摄班底，融合霸总、逆袭等古早网

文特色……近期，中文在线旗下的短剧

出海产品ReelShort火爆出圈，一度跻身
美国、英国、加拿大的App Store（苹果应
用商店）总榜前三。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刊发题为

《ReelShort是征服美国的最新中国出口
产品》的文章指出，“改编自中国文学的

短剧应用程序在美国大受欢迎，这种趋

势表明中国文化产品能够很好地翻译给

西方观众”。

成立于2018年的天津琅声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已经从事了4年的网络文学作
品有声书和广播剧制作业务。与阅文、晋

江等大型网文平台合作期间，已经制作

了200多部广播剧，全网播放量最好的广
播剧系列作品能达到1亿次。
“相比按原文朗读的有声书，广播剧

通过音效制作营造书中的场景环境，给

观众带来更身临其境的听感体验，助力

更多网文‘出圈’。”公司总经理李肖剑

说，公司制作的一些有声书、广播剧作品

走出国门，在海外发行。“随着中国网文

市场越来越热，有更多爱好者入行，用声

音、漫画等多种方式，助力中国网络文学

走进更多海外读者心中。”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为
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风起云涌。展望未

来，新技术将化身加速网络文学落地的

“孵化器”，让中国网文作品大体量、规模

化“走出去”成为新的可能。

在人工智能助力下，网文的翻译效

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超九成。中译

英的《神话纪元，我进化成了恒星级巨

兽》、英语译西班牙语的《公爵的蒙面夫

人》等多部AI翻译作品已成起点国际的
畅销作品。

当然，中国网文出海热也并非尽善

尽美。在海外出版发行渠道、版权代理机

构数量、版权保护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短

板。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及自我

修正机制下，中国网文出海之路必将越

走越宽。 据《经济参考报》

从“现象级IP剧”《花千骨》《甄嬛传》等在泰国、韩国、日本、美国热播，到《大医凌然》《大国重工》等16部中国网文作品于2022年被
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万余部，海外用户超1.5亿人。
具有鲜明中国特性的网文小说，凭借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而阔步出海，成为新时期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

网络文学作家参与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中外作家圆桌会。（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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