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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时，文化“出海”

成为时代命题。在中国网文跨越山海的“远

征”中，文学“晋军”以独特的创作基因和时

代担当勇立潮头。近年来，山西省作家协会、

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积极发挥作

用，主动承担起引导与培养作家“走出去”意

识的重任。在各方协同推动下，山西省网络

作家紧紧抓住时代机遇，凭借作品中瑰丽的

想象、精彩的故事，以及强烈的代入感，将三

晋大地的本土文化化作打开国际传播之门

的密钥。

“晋字号”网文

本土优质内容“全球出圈”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4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示：2023 年，

我国网络文学行业海外市场营收规模达到

43.50 亿元，同比增长 7.06%。2024 年截至 11
月底，仅“起点国际”一个头部海外门户，已上

线约 6000 部中国网文的翻译作品。与国内

400 亿的市场规模、5.37 亿的读者数量相比，

海外营收目前大概占比 10%，但海外用户数

量的快速增长、翻译语种的迅速增加，还是让

人直观感受到———这里是一片蓝海。

“就我‘出海’的几部作品来说，海外收

入要占到总收入的一半还多。”山西网络作

家梁超眼中，近几年来暴涨的数据最能说明

问题。同样的创作体量，更广阔的销售渠道，

更高额的销售收入，“出海”激励了网络作家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省目前创作稳定的

网络作家有 470 余名，共计创作、发表了

947 部长篇网络小说，其中多部作品获得了

动漫、影视、有声转化，在海外运营产生较大

影响力的作品有 22 部。

“网文‘出海’，已成为中华文化全球传

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山西文学院作家

联络部副主任张雅斐介绍道，“山西省作家协

会、山西文学院始终心系本土网络作家，全力

以赴为他们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近年来，我

们积极作为，多次举办山西网络作家培训班，

邀请国内网络文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前来授

课、吸纳网络作家进入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

年作家高级研修班进行研修、设立赵树理文

学奖·网络文学奖、多次组织省内网络作家采

风和研讨，为本土网络作家的成长厚植土壤，

助力更多蕴含山西文化底蕴的优质网文作品

扬帆‘出海’，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

AI 翻译技术

扩大网文“出海”的流量

“如果说要为近年来中国网文加速‘出

海’找一个原因的话，我认为这个原因是 AI
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签约晋江文学城的

山西网络作家齐焕瑞，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

题。“使用 AI 翻译技术进行初筛，覆盖绝大

多数翻译任务，然后再由人工介入进行细

化。使用这个流程，至少减少了 80豫的工作

量。更重要的是，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为网

文大量‘出海’奠定了基础。”

在 AI 翻译助力下，曾经横亘在中国网

文“出海”征途上的小语种翻译难题，如今已

迎刃而解。在不久前进行的第三届上海国际

网络文学周的开幕式上，阅文集团首席执行

官兼总裁侯晓楠这样表示：“近年来，中国网

文通过 AI 翻译实现了快速多语种‘出海’，

特别是小语种市场的突破，让日本、西班牙、

巴西等国成为增速最快的市场。”在 AI 翻译

的助力下，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长为一个世

界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在于中国 IP 的全

球化，也在于中国 IP 模式的全球化。

在世界各地，借助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

平台，许多海外网文爱好者在痴迷中国网文

之余，也挽起袖子下场开写。在抖音 App 上，

有一位博主名叫“爱网文的查尔斯”，他居住

在法国马赛，如今已成为一个拥有粉丝

8000 人的博主。“爱网文的查尔斯”表示：

“用 AI 翻译，我什么语言的网文都能看懂，

你觉得哪些网文好看，请推荐给我。”

梁超说：“AI 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翻译机

器，所以它不能理解小说里丰沛的情感。但

至少，AI 翻译为中国网文带来了‘量’和‘覆

盖面’的突破。”

文化自信

网络文学中的东方魅力

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人创造的“琴

棋书画剑、诗词茶酒花”却借由网文，流进了

每一个海外读者的内心，成为他们心中对东

方古国的美好印象。中国网文带着深深的文

化印记，凭借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活生动的

角色，潜移默化地将古老东方智慧传递给世

界各国的读者。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作者写下

的每一个字都是内心价值观的投射。”齐焕

瑞认为，网文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顺

其自然地出现在文章中，“在我创作《第一次

做人》这部作品的时候需要描写一座塔，在

我心中出现的就是应县木塔的样子。我只需

要回想它的建筑细节，然后写进小说里。如

果我要歌颂一种优秀价值观，那么‘仁义礼

智信’就会流淌出我的指尖。这甚至不需要

思考，每个时刻的创作都在收到来自家乡、

来自祖国的馈赠。”

梁超认为，可以刻意、主动地在作品中

植入一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片段。从

儒家的仁爱思想到道家的自然哲学、从“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到“和而不

同”的包容理念，山西网络作家把自己对传

统文化的认同与理解，潜移默化地运用在网

文创作之中。

谈及网文“出海”，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李骏虎满是对未来发展的殷切期许，“当下，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们将深度探寻作协

工作、文学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全新

契合点。通过数字技术等手段，持续拓展文

学新场域，释放文学作品的多重价值，让文

学的影响力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延伸，在新时

代的浪潮中谱写文学‘晋军’的崭新篇章。”

《银发经济与养老产业》：
山西首部介绍银发经济的书籍出版发行

科学导报讯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

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涉及

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近日，由邢爱田主

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西首部介绍银发经济方面

的书籍《银发经济与养老产业》正式出版发行。

发展银发经济，满足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人

民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

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目前，我国

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养老产业已成为夕阳产业中的

朝阳产业。市场体量大，群众需求多。该书共分养老史话、

现代养老、银发经济、国之良策、“晋”老趣谈五个部分，从

历史、文化、政策、产业与实操多方位、多角度介绍了我国

养老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政策法规、产业链条与发展

前景，既有可读性，又有指导性，是银发经济产业从业人

员的首选读物之一，对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

一定的助力作用。 文俊

科学导报讯 3 月 28 日上午，由九三学社山西省委

员会、太原市杏花岭区政协指导，九三学社山西省书画

院、太原市楹联家协会、杏花岭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

九三学社山西省委直属艺术支社、山西梧桐树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景行维贤———九三学社创建 80 周

年楹联作品展”在九三学社山西省直艺术支社美术馆开

幕。

本次活动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九三学社文化建设与艺术繁荣，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激发民众爱党爱国热情。本次展览经太原市楹联家协会

审稿及专家评选，最终由支社书法家书写，共展出楹联作

品 80 幅。本次楹联创作内容围绕九三学社“爱国、民主、

科学”的宗旨，结合山西悠久历史、红色遗址、古迹文化以

及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通过楹联

载体实现民主党派发展史与地域文明史的时空对话、传

统艺术形式与新时代精神的融合创新、学术性团体文化

输出与社会美育的有机结合。 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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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网络文学的“数字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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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扬帆“晋军”奋楫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文化人物K wenhua renwu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更多的是要承

担起传承非遗文化的责任。”这句质朴而坚

定的话语，出自吕梁市临县市级剪纸技艺

传承人刘小平之口。多年来，她宛如一位不

知疲倦的文化使者，以一把剪刀、一方红纸

为“武器”，在传承剪纸艺术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将剪纸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各个角落。

平日里，刘小平的身影频繁穿梭于社

区、学校、企业，甚至田间地头。她毫无保留

地免费宣传剪纸文化，耐心传授剪纸技艺。

剪纸早已不是简单的手工创作，而是深深

烙印进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如同呼吸一般

自然且不可或缺。

踏入刘小平的家，仿佛瞬间走进了一

个奇幻的剪纸王国。一幅幅精雕细琢、美轮

美奂的剪纸作品，将整个房间装点得充满

艺术气息。瞧那俏皮灵动的小猴，仿佛下一

秒就要从纸上蹦出；奔驰如飞的骏马，像呼

啸而过的风；展翅翱翔的凤凰，散发着祥瑞

的光芒，这些动物剪纸无一不活灵活现。而

荷花在纸间绽放出高洁之美，菊花展现着

淡雅之姿，牡丹尽显雍容华贵，花草剪纸同

样栩栩如生……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刘小

平对剪纸艺术的执着热爱，以及对生活细

致入微的观察与感悟。

刘小平的剪纸创作堪称一绝，构思大胆

且随性洒脱。她无需提前画图，也不用依靠

笔记辅助，仅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去观察世间

万物。在她眼中，生活处处皆素材。她剪出的

作品姿态万千、创意非凡、内涵高雅。她如

同一位神奇的魔法师，能巧妙地将万物的

神韵气魄与人类细腻的情感融合在一起。

“画面都在心里，给我一把剪刀和纸

片，我就能剪出看到的事物形态。”刘小平

说得云淡风轻。在临县乡野间长大的她，自

幼便与山水花鸟、田园劳作相伴。看山，山

的巍峨雄浑印在心底；看水，水的灵动柔美

融入灵魂；看花鸟鱼虫，它们的活泼可爱成

为灵感源泉；看田耕布织，劳动的质朴画面

深深刻画。凡是她目睹过的景象，经她之手

都能以剪纸的形式生动呈现，不仅形似，更

是神似。凭借这高超技艺，她还为几家酒店

量身打造了别具一格的剪纸酒店文化，让

传统剪纸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中焕发光

彩。也正因如此，她的众多作品收获广泛赞

誉，在各类比赛中多次斩获大奖。

她的剪纸作品《哺》《课子图》《孝悌图》

荣获“中国梦·幸福家庭”全国大赛二等奖。

其中《哺》描绘了动物间温暖的哺育场景，

细腻的线条传递出深沉母爱；《梁祝》以其

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为蓝本，被中华文化

促进剪纸艺术委员会收藏；作品《母爱》荣

获“三晋巧姐”优秀奖，展现出女性温柔坚

韧的一面；《计生政协暖人心》荣获“中国

梦·计生情”全国大赛优秀奖，以独特视角

反映社会主题；作品《赵中元系列故事》专

门为央视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临县人》设计

并被采用，成为记录地方人文历史的独特

载体。2017 年，在全省职工手艺大赛中，刘

小平更是技压群雄，荣获一等奖并荣记个

人“一等功”。

“一幅剪纸画就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一

次传承就是一次民族文化血脉的赓续。”多

年来，刘小平始终将“坚守与传承”当作自

己一生的使命。她巧妙地将剪纸艺术与社

会责任紧密相连，多次自发组织开展剪纸

公益培训班，不辞辛劳地培训学员，人数多

达千余名。同时，她积极主动走进社区、小

学、职业学院以及乡村，开设丰富多彩的剪

纸课堂教学。课堂上，她耐心细致地讲解剪

纸技巧，亲手示范每一个动作，将自己对剪

纸的热爱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下一代。她坚

信，剪纸艺术的未来在年轻一代手中，只有

让孩子们从小接触、感受剪纸的独特魅力，

才能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热

爱之情。她还大力倡导将非遗文化融入旅

游、教育等多个领域，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

潜力，让其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一群人的力

量才是无穷的。”谈及文化传承的责任与担

当，刘小平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踌躇满

志。她深知，传承非遗文化的道路漫长而艰

辛，但她愿做那一颗火种，点燃更多人对剪

纸艺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火，携手众人，

共同守护和传承这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

刘小平：赤纸银剪绘春秋

刘小平正在剪纸创作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
晋商分会成立

科学导报讯 3 月 29 日，民营经济发展山西座谈会

暨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晋商分会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

此次活动汇聚了中央及地方政府领导、商界精英、专家学

者等众多人士，共同围绕山西民营经济发展与晋商文化

传承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晋商分会的成立旨在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传承

和弘扬晋商精神，搭建一个促进山西民营企业交流合作、

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优质平台，推动晋商文化在新时代

的创新发展，助力山西民营经济迈向新台阶。此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为山西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未来，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晋商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在政府支持与社会各界关注

下，为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志光

第八届“相约《论语》文化中国”
大型公益活动将于 4月 23日启幕

科学导报讯 值此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将在龙城开

启之际，由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首倡发起并主办的第

八届“相约《论语》文化中国———世界读书日人人读《论

语》”大型公益活动也将相约 4·23 世界读书日。4 月 10
日，该活动的启动仪式暨山西社科大讲堂在太原举行。此

次活动由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山西中华文化

促进会、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等承办。众多传统文化爱

好者、学者、管理者齐聚一堂，共同探寻《论语》中的千年

智慧与现代管理的交融之道。

此次活动不仅为山西地区搭建起重要的文化交流平

台，也为社会各界创造了深入学习《论语》、汲取传统文化

智慧的珍贵契机。如今全民阅读之风渐盛，4·23 全民阅

读大会又将在太原盛大开启，吾辈当以传承经典为己任，

让经典诵读融入日常生活，让传统文化的光辉照亮我们

前行之路，共同营造书香满三晋的文化盛景。 范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