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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网络文

学的发展态势越来越蓬

勃，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

视剧不仅数量题材越来

越丰富，同时在品质上呈

现出日益精品化的趋

势。与此同时，这类作品

由于故事题材和讲述方

式上的优势，在海外传

播过程中备受观众

青睐，带动中国

影视剧更好

“ 走 出

去”。

中国经济信息社编制的《新华·文化产业IP指数报告（2022）》（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文学作为IP改编源头的地位依旧稳固。《报告》认为，影视

是“IP放大器”。在“文化产业IP价值综合榜TOP50”中，原生类型为文学的

IP有26个，占比52%，其中超八成为网络文学。特别是多个网络文学原生

IP的影视化改编作品“叫好又叫座”，以《庆余年》《赘婿》为代表的头部网络

文学IP影视化改编获得成功，将一批优质网络文学作品带入大众视野。

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剧呈现精品化趋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

布的《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2年度播放量前十的国产剧中，

网络文学改编剧就占据7部。《风吹半夏》《相逢时节》等现实题材改编剧目

播映指数稳居前列，《开端》《天才基本法》等丰富了影视剧的叙事手段。

“网络文学不仅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也产生了许多题材多元、内容优

质的精品。”阅文集团旗下新丽传媒高级副总裁、新丽电视总裁于婉琴说，

“网络文学内容题材广泛，作者想象力丰富，跟这一代作者与互联网的深刻

关联是有关系的。网络文学作家创造的世界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也借鉴和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

观众的迭代也是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火爆的原因。当前，网

络视听平台的播出优势日趋明显，这些平台的观众主要是“80

后”“90后”“00后”。

柠萌影业董事长苏晓则表示，网络文学一般体量

较大、篇幅较长，因此读者黏性也比较强，这同样会体

现在由此类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上。

当前，现实题材逐渐成为网络文学发力

的新赛道，由此改编的影视剧也越来越受到

市场青睐。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22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

7 年来的复合增长率高达

37.2%，已成为作品增速位

列第二的热门题材，许

多精品现实题材网

络文学 IP 也进

入 了 影 视

改编阶段。

现实题材逐渐成为网络文学发力的新赛道

近年来，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剧越来越注重作

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如《赘婿》着墨于丝

织等传统工艺、《天盛长歌》展现了蜀锦等非遗元素、

《卿卿日常》呈现了众多礼仪和文化活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元素，增加了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

的厚重感，升华了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为剧目添

彩的同时令观众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此类作品不仅受到国内观众欢迎，从过去几十年

间国产剧出口数量和影响力来看，带有东方元素的古

装剧一直是出海的主力军，也是国内影视公司有别于

海外的优势题材类型。近年来，《庆余年》《赘婿》《卿

卿日常》《雪中悍刀行》等剧集的海外播出及IP翻拍授

权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阅文集团旗下新丽传媒副总裁王乔表示，在海外

销售中，古装剧由于观剧门槛相对较低，销售表现更

具优势，销售价格相对较高。例如《赘婿》等作品不仅

销售至海外多个国家与地区播映，还直接授权海外翻

拍。“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剧品质越来越高，精品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获得了用户的青睐。影视化之后还

会给这些文学IP带来更高知名度，带动一些海外

观众去阅读原著。”王乔说。

王乔认为，以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

为代表的中国影视剧要在“出海”方面取

得更好成绩，必须改变“送出去”的

观念，“要真正进入当地主流市

场，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的

影视剧作品进入海外观

众的视野，从而有效

传播中国文化、

助力讲好中

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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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优质 题材多样 制作精良

网络文学影视改编渐趋精品化

从网络文学到影视剧
最为困难的是剧本改编

什么样的网络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影视剧？

“受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

意味着改编为影视剧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于婉琴说，此

外，故事是否有丰富的剧情线、完整的世界观和出彩的人物形

象，在类型元素上是否有鲜明的创新点，创作空间和潜力是否开阔

等，也是评估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是否具备改编潜力的参考标准。“最

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能否让用户共情，是否符合用户的审美偏好，这

些才是体现网络文学IP价值最根本的‘硬指标’。”于婉琴说。

从网络文学到影视剧，过程非常漫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最

为困难的是剧本改编。“要有好的故事基础，要有昂扬向上的基调，

要有复杂和丰富的人物关系、曲折的情节等。”苏晓说，“小说可能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文字非常优美，但要改编成影视剧则必须更强

调情节的密度、戏剧冲突的构建等，这个过程很有难度的。”

优酷副总裁、剧集中心总经理谢颖认为，从网络文学IP的开

发逻辑来看，作品的精神内核比剧情更重要。“大IP捆绑流量明星

的粗放模式已经逐渐成为过去，现在影视作品更加尊重原著作品

的观点，做回归故事内核的改编。改编者要打通文学和影像间的

话语体系，通过高度适配的演员、高标准的视听打造、精巧的影像

语言来呈现故事，做到主题内核与风格调性、审美追求间的高度统

一，实现内容价值的叠加，促使影视制作向精品化迈进。”

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业内人士也表示，当前，由网络文学改

编的影视作品也存在不少问题，急需重视和改善。“部分网络文学

内容同质化严重，存在情节雷同、注水等问题；还有一些作品的剧

情、人设、主题表达过时，不再适用于当下影视市场。此外，部分作

品的改编过于粗放，或简单照搬原著，或草率移植人物，或过度依

赖流量明星，致使作品的主题内涵和气质调性含混模糊，反而损害

了原著的口碑。”谢颖说，这些都亟待创作者激浊扬清、去伪存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增加了改编作品的厚重感

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