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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自由、收益颇丰，这些优势吸引大
量年轻人投身网文行业，力求如刘宇浩一般

“逆天改命”。
“我的一个亲戚也曾想走这条路，但浅

尝写数十章后，最终选择放弃。”刘宇浩笑
道，这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光鲜。他每天
在电脑前坐很多个小时，码字少则数千，多
则上万，对身体与脑力是很大的挑战。

每天早上 7 时，刘宇浩就起床，送小孩
上幼儿园，回家后便投入到写作中，直到中
午 12时。13时至 14时，他会看动漫、小说，
短暂休息后继续写作，直到晚饭时间。夜晚
是主要写作时间，从19时至半夜，他不停地
构思、码字，周而复始。“每天更新大量文字，

作品不能断更，否则很容易失去书迷。”刘宇
浩说道。

网文作家需要不断地更新作品并适合
读者胃口，不断学习、调整创作方向。刘宇
浩除了每天设定固定时间学习、找灵感外，
还在每部作品完结后，空出数月时间进行
沉淀，研究新的赛道。刘宇浩表示，写网文
也需要技巧，如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或者
超强思维框架，最好的方式就是研究当下
流行趋势、倾听书迷意见，千万不能有“不
撞南墙不回头”的心态，还应该从剧情、人
物塑造、价值观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升自
己的创作水平，才可以写出受到读者喜爱
的作品。

小伙辞职勇闯网文圈

6年从“小白”变“新星”
★本报记者 曾维栋

高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文化名
家”,玉林师范学院三级教授，古代文
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黑龙江大学创
意写作方向兼职研究生导师,曾任黑
龙江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绥化学
院学报》主编，省级精品课“大学写作”
负责人。在《人民文学》等发表文学作
品 500 余篇，出版散文集《相逢何处》

《池鱼和笼鸟的距离》，学术专著《〈左
传〉文学研究》《千古谁人共此梦——
诗语红楼》等近20部。创意写作实践
成果涉及文学创作、影视评论与文化
活动文案策划等多个方面。

“玉”见，也许是一次偶然，
但他们书写的故事是笔墨传承
的必然。从哈尔滨到玉林，是
一次地理距离上的跨越，更是
一次笔墨与梦想的联结。今
天，让我们走近林超然和高方
这对文学伉俪，了解他们远赴
玉林的故事……

【人物简介】

林超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理事，黑龙江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首届

“中青年理论评论家”高研班成员，玉林
师范学院三级教授，黑龙江大学创意写
作专业硕士学科兼职带头人，南京师范
大学中国非虚构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发表文艺评论
200余篇、文学作品600余篇，出版理论
著作《汪曾祺论》等多部。全国知名家
庭原创文学公众号“林记出品”倡办
人。全国第十次文代会代表。

“林记出品”系全国首个“家庭原
创文学写作工坊”，“林记出品文学馆”
系全国首个当代家族文学馆，著名书
法家、书法教育家王鸿庆先生题写馆
名。“林记出品文学馆”陈列、收藏“林
记出品”主笔们在报刊发表的文学作
品、文艺评论2000余件，出版图书近40
种（累计被国内 1000 余家图书馆收
藏），另有获奖证书、奖杯、老照片、手
稿及多种相关实物展品。作为全国创
意写作的一处试验田，作为实践教学、
现场教学基地，有着复合、综合功能属
性的“林记出品文学馆”，加挂多块牌
子，专设师生成果展区，向校园开放，
向市民开放。

“林记出品文学馆”系全国首个当代家
族文学馆。

【林记出品】

从玄幻、网游，到“穿越文”“无限流”等，网络文学百花齐放、长盛不
衰，成为大众创作、全民阅读的重要载体。

小说梦、网文情，是不少年轻人曾经内心的憧憬，如家住北流城区的
年轻小伙刘宇浩怀揣着梦想，义无反顾地走上网文写作的道路。在过去6
年里，从一名无法入编辑法眼的“小白”，到创作了多部爆款作品的“新
星”，他用一部部小说、一个个鲜活角色，圆了网络文学的梦想，还收获了
一群忠实的书迷。

为何他的小说能获得书迷喜欢？网络文学写作如何才能出圈？近
日，记者对刘宇浩进行专访，了解他与网络文学背后的故事。

如往常一般，晚饭过后，刘宇浩径直走
进书房，顺手将门锁上，在这个安静且只属
于他自己的空间里，开始夜间的写作时间。

当前，他正以“星星”的笔名，创作一部
名为《夏虫偏要语冰》的穿越小说。作品中
的主人公原本性格极度自卑，中学时期是同
学眼中的异类，还被排挤孤立了 3 年，不小
心穿越到平行时空，开启了疯狂且精彩的全
新生活。该书因轻松治愈、趣味性十足，新
书上架便获得书迷的追捧，一个月不到已有
85 万人在看，稳居番茄小说网新书都市脑
洞类第一名。

采访中，刘宇浩十分健谈，且谈话间，不
难看出其逻辑缜密，对职业规划也十分清
晰，与普通人想象的宅男形象相差甚远。“这
是我首次尝试这个风格的小说，没想到会有

这么好的成绩。”刘宇浩笑道，此前尝试过玄
幻、网游、灵异等领域，有爆款，也有无人问
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尝试新的

“赛道”，没想成绩竟远好过从前。
在一众书迷的评论中，“星星”的小说最

值得称道的莫过于鲜活的人物形象、轻松紧
凑的剧情，也正是这两个特质贯穿了他的所
有作品，让他的小说颇具辨识度，深受年轻
读者的喜爱。

“我喜欢看动漫、逛网站、刷短视频、玩
游戏等，从中可以了解时下年轻群体最喜
欢、最需要什么，围绕这些核心去创作。”刘
宇浩介绍道，如了解到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
大，总通过短视频、动漫等寻求放松，之后他
就创作《夏虫偏要语冰》这部都市轻松文，一
下子就击中书迷的心。

在过去 20 多年的光景里，网络文学已
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的产业，堪称世界级文
化现象。尽管如此，但在老一辈人的眼里，
写网文依旧是不务正业的体现。

2018 年，长期阅读网文的刘宇浩突发
奇想，辞职去“闯一闯”网文圈，开启全新的
生活方式。但决定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尤其在入行第一年，还处于摸索阶段，作品
质量不高，几乎没有任何收益，反对声、嘲
笑声更不绝于耳。“父母劝我别做梦了，踏
实找份工作。”刘宇浩讪讪一笑，似乎这是
所有网络作家必经之路，于是他说服自己
与家人，再坚持一年，如还没有起色，就重
新找一份工作。

不愿意灰溜溜“回头”，他咬咬牙坚持，

没想在2019年便迎来转机。当年，游戏《绝
地求生》火热，玩家多以亿计，刘宇浩便以该
游戏为背景，创作了一部网游小说。没想该
小说一炮而红，30多万在读。

“有意思”“挺值得一看”……书迷们对
这部小说的评价颇高，也给刘宇浩带来创作
的信心。之后，他的创作热情高涨，连续创
作了8部小说，平均每月收入数万元。

当被问到是单纯爱好写作还是因为网
络文学收益高，才选择勇闯网络文学写作
这条路时，他的回答是“两者兼而有之”。
刘宇浩读书时，就喜欢阅读网文，加上喜欢
写作，便想尝试网络文学写作这条路。如
今凭借爱好挣钱养家，是特别值得骄傲的
一件事。

新作品上线，在线阅读人数迅速超85万

辞职“闯”网文圈，圆梦挣钱两不误

网文创作不易，多花时间钻研“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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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怡 韦单宁 陈玲欣

再启文学之旅

建设玉林师范学院“创意写
作”学科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林超然展示了“林记出
品”主笔们发表过作品的城市地图。

地图上的每个坐标，都是林超然一家行走了
多年的深深浅浅的文学烙印。从中国的北边到
南边，从哈尔滨到玉林，是地理上3526公里的距
离，也是经纬线上的一次新的交汇。每一站都有
新的故事，每一次启航都有新的遇见。林超然
说，来玉林，是文学之旅上的一次美好“玉”见。

来玉林前，林超然和高方分别在哈尔滨的两
所高校担任教授、院长，从教 30 余年，取得累累
硕果：他们都是学者、作家、评论家，被聘任为各
大高等院校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在全国各大知名
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斩获多项文学大奖，创
办全国首家“家庭文学写作工坊”（“林记出品”公
众号）……

据了解，林超然和高方两位教授来玉林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玉林师范学院“创意写作”学
科建设。来玉林前，他们已在哈尔滨有了“拓
荒”的经历，为黑龙江省相关大学“创意写作”
学科的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林超然和高方
对“创意写作”领域饱含热忱，他们一致的心愿
是不仅要让“创意写作”学科方向在更多高校
得以建设，还要让全国各地更多孩子接触写
作，学会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他们一直在为
写作和教育事业默默耕耘。在一次学术交流
上，林超然了解到玉林师范学院有培养“创意
写作”人才的计划。与此同时，作为多年好友
的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国栋
求贤若渴，多次真诚邀请林超然和高方来到玉
林师范学院进行学科上的建设。玉林师范学
院本有卓越写作班的契机与基础，加上他们对
教育的情怀与培养写作人才的愿望、作家对环
境变更的渴望与要求，两相接触下，林超然与
高方于 2023 年正式调入玉林师范学院工作。
林超然说：“在黑龙江人熟地熟，是十分安逸舒
服的，但我觉得，不能太早待在舒适圈、同温
层，要敢于跳出来。定居地的变化、工作的变
化，会给人生带来新鲜的体验。”

林超然和高方到达玉林师范学院之后，倾注
了大量心血在“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上。他们结
合多年创作经验以及一整套实操想法，根据实际
情况，团结多方写作人才，共同打造卓越人才写
作班，给学生传授写作经验，浇灌文学之花蕾。
同时，他们还带来了自家的“林记出品”。“林记出
品”已是知名的家庭原创文学写作现象，有20位
家人公开发表过作品，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力。多位成员用不同的方式无私地支援玉林师
范学院的学生创作，差不多是全家齐上阵。林超
然的母亲、“网红奶奶”、文学与传媒学院客座教
授孙守云，曾给学生做过《拿起笔来，人生逆袭》
的讲座。林超然的三弟、诗人林建勋曾给学生们
改过诗稿。林超然的女儿林日暖，是南开大学的
文学博士，也是青年作家、评论家，她几次远程给
学生们讲过文学创作辅导课。他们开拓新的文
学试验田，力争将“创意写作”的成果惠及更多
人，让人人都主动拿起笔来，笔下生花，述说一个
又一个精彩故事。

领略地方文化

感悟玉林文脉的“脉脉”相传
聊到在玉林生活之后的感受，林超然和高方

表示，最直观的就是气候上的差异。玉林的冬天
比较短，而哈尔滨的冬天则比较长，在玉林繁花
盛开，人们还穿着短袖短裤时，哈尔滨已经下起
了鹅毛大雪。品一壶茶，读一本书，高方十分享
受哈尔滨冬日里的浪漫；来到玉林后，她却也青
睐温暖如春、活力满满的冬天。

高方是黑龙江省文化名家。玉林的特色文化
也深深地吸引了她，在这里，她离“村”的距离非常
近。她走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萝村，这里有国
学大师陈柱的旧居，有在纷飞战火中几经辗转，后
来迁至萝村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旧址。高方
说，陈柱是国学大师，也是伟大的教育学家。即使
是在抗战躲避战火的时候，他仍不放弃对教育的
坚守。陈柱任教于无锡国专6年，教研并进，共渡
难关。这是文化赓续的过程，也是中国人的信念
所在。在玉林，不只出了王力、陈柱、冯振这样的
国学大师、教育大家，追溯久远的历史，在科举中
金榜题名的文人也不胜枚举。书院、字祖庙、进士
第牌匾等种种教育历史遗迹，都表明了玉林对教
育的重视与人文学科方向的先进。这里也有久经
历史洗礼、建筑结构精妙得令建筑史学家梁思成
惊叹的真武阁，是古代人民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林超然对王力故居和纪念馆印象深刻，王
力不仅是语言学巨擘，还是了不起的文学家，而
后者并不太为人所知。林超然表达了对王力大
师的崇敬，也对玉林这块能滋养出如此多历史
文化名人的土壤感到好奇。玉林的宗族文化让

他们印象深刻，玉林的家族联系密切，从家延展
开来，家风教育到村文化，家族再到宗族，形成
的乡规民约影响时风世风，文化代代相传，家风
影响深远。这些都让格外重视家风家教的林超
然异常感动，他的父亲林修文、母亲孙守云，曾
带领全家获得了 2020 年“全国最美家庭”荣誉
称号。

来到玉林之后，林超然和高方还受到玉林一
众作家的热情欢迎。林超然高度赞扬《玉林日
报》给予他们一家的关注和帮助，他和他的家人
都在这个平台发表过作品，对此他心存感激。

培养更多“笔杆子”

让创意写作走向大众
林超然和高方目前在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

传媒学院任教，同时致力于“卓越写作班”及全
校所有学生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林超然认
为，在现在的大环境下，“笔杆子”依然是很重要
的，写作不仅可以促进人生成长，也可以推动社
会发展。

林超然和高方好奇，在未来，玉林的文学土
壤会滋养出怎样的人才。他们想将“林记出品”
得出的实践理念和训练方法拿出来，运用在学
校，培养出更多的“笔杆子”。国家已把“中文创
意写作”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目录下的二级学科。
林超然说：“有一支好用的笔，在生活、学习、工作
甚至是整个人生中，都是一件非常锋利的武器。”
这是他多年笔耕不辍总结出的经验。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了解创意写作，让更多人
拿起笔来，勇于写作，热爱写作，林超然和高方打
算结合文传学院师生创作成果展厅和“林记出
品”文学馆两个板块，在玉林师范学院设立一个
小型“博物馆”，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吸引
更多人前来参观交流，“不止是学校的学生，我也
希望玉林市民能进来参观，陶冶身心，感受文学
情怀。”林超然说。

林超然和高方在玉林为教育出力，为学生写
作筑梦，但他们也不忘黑龙江的根，他们两地兼
顾，促进人才交流、文化融合，为国家的教育事业
作贡献。

目前，林超然和高方正在积极推动“林记出
品文学馆”实体馆的开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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