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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起，
“80后”网络文学作
家袁野便开始以笔
名“爱潜水的乌贼”
在网上发表小说。
他的代表作被翻译
成英语、泰语等多国
语言，作品海外阅读
量约5000万。

袁野的作品走
红海外，不是孤立现
象。近年来，越来越
多中国网络文学作
品扬帆出海，吸引大
批海外读者订阅。

日 前 发 布 的
《2023 中国网络文
学出海趋势报告》显
示，2022年中国网络文学全行业海外
营收规模达40.6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39.87%。

根据中国作协统计，截至2022年
底，中国网络文学已累计向海外输出
作品16000余部，覆盖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海外用户超过1.5亿人。

此外，《赘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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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网
络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提升显著。

为何这些中国网文小说不仅国内
读者爱看，海外读者也频频“催更”，甚至
有部分作品进入了欧美主流文化圈？

回望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袁
野认为走上全职网文写作这条道路，
源自一种“表达的冲动”。大学计算机
专业毕业后，曾当过教科书编辑的袁
野告诉记者，他从小读书很杂，既有古
代武侠小说，也有海外科幻小说。

“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只
要把情感很好表达出来，就能同样感
动国外的读者。”他表示，优秀的网络
文学作品吸纳融合了包括中国文化在
内的东西方文化元素，具备跨文化特
质和审美价值追求的作品才能打通人
类共通的情感。

“青春热血的奋斗、守望相助的温
暖……中国网络作家的成功，在于把

‘我的故事’讲述成了‘我们的故事’。”浙
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这样解读中国网
络文学为何能在海外持续“圈粉”。

专家认为，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
传播面越来越广，海外读者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和兴趣也正日益增强，随之
形成的正向反馈，又有利于中国网文
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

北京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张威
（笔名：唐家三少）表示，网络文学构建
的故事，常蕴含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
优秀文化，海外读者阅读时，能身临其
境感受中国文化，并产生进一步了解
中国的想法。

“网文作品不仅融入众多中国元
素，如神话传说、民风民俗等，更继承
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品格，这些积
极的内容都能引发海外读者的共鸣。”
创作过《芈月传》等多部“出圈”作品的
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蒋胜男，对网
络文学和中华文化结合也深有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汤俏表示，网络文学受到海外读
者喜爱，重要原因在于内容“好看”：一
方面跌宕起伏的情节和脑洞大开的设

定，为读者提供了缓解压
力的休闲方式；另一方
面，融入瓷器、刺绣、戏曲
等东方文化元素，又增添
了新鲜感“魅力光环”。

作为中华文化“走出
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
络文学除了好看的内容
以外，一系列海外传播生
态系统的逐步建立，为其
稳定的输出提供了产业
保障和技术支持。

据网络作家朱洪志
（笔名：我吃西红柿）介
绍，平台搭建对网络文学
海外传播至关重要：首先
要打造网文阅读和传播
平台，让海外读者有地方

看小说；再者这些平台热度要高，日活
用户足够多，集纳各种网文品类，带来
较强的阅读黏性，吸引读者持续追更。

事实上，随着阅读逐步深入，海外
读者已不满足于只看翻译本，而是开
始主动创作。阅文、掌阅等企业积极
搭建海外作者创作平台，已培养海外
本土作者60余万，产出外语网文作品
数十万部。此外，多家平台通过投资
海外网站、文化传媒公司等方式，与外
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从文本出海、IP出海到模式出海，
网络文学将中国故事传播到世界各
地，日益成为世界级文化现象。

借鉴国内的网文IP产业模式，海
外原创网文也走上了IP开发的快车
道，合作团队来自美国、英国、印度、日
本等多个国家，例如网文改编有声书，
单部作品最高播放量突破3000万，覆
盖英语等多个语种；《龙王的不眠之
夜》等多部作品已有英文、日文漫画改
编，人气值最高破亿。

从最初的海外翻译出版授权，到
联动各方共同进行内容培育和IP开
发，中国网文的出海之路正不断进化，
既是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也成为中
外文明互鉴的桥梁。 余俊杰

据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
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他
们在加拿大白垩纪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
具未成年戈尔冈龙的全身骨骼化石，其胃
里还残留着捕食的猎物，这是首次发现有
胃容物的暴龙科恐龙化石。

戈尔冈龙又名蛇发女怪龙，是一种大
型暴龙。研究人员在距今约7530万年前
的地层中发掘出了这具未成年戈尔冈龙骨
骼化石。这只戈尔冈龙推测体重约335千
克，死亡时大概5至7岁。在其腹腔中确认
存在两只不满一岁小型恐龙后肢等的痕
迹。两只恐龙幼崽推测体重 9 至 12 千
克。根据它们在胃里的位置不同以及被消
化程度的不同可以推测，它们被戈尔冈龙
捕食的时间不同。

上述发现表明，未成年戈尔冈龙会捕
食恐龙幼崽，且并非囫囵吞枣，而是撕下肉
更多的后肢食用。研究人员认为，小型恐龙
是比较适合未成年戈尔冈龙的猎物。当戈
尔冈龙长大，捕食大型食草恐龙更加高效。
这为证明戈尔冈龙随着成长，其食性和在
生态系统的地位发生变化提供了新证据。

考古发现
胃里有残留食物的
暴龙化石

据新华社电 负责法国巴黎圣母院火
灾后修复工程的机构负责人13日说，这一
地标性建筑明年12月重新向公众开放时，
将配备一套独特的消防系统。

据法新社报道，“重建巴黎圣母院”公
共机构主席菲利普·若斯特13日在国民议
会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已经采取了
所有预防措施，以全面重新考虑巴黎圣母
院的消防问题。”

若斯特说，巴黎圣母院将配备一个汽
化系统，施工人员目前正在屋顶下方和塔
尖内安装这一系统。一旦发生火灾，它将
立即阻止火势蔓延，“这在法国的大教堂中
尚属首次”。

2019年失火的巴黎圣母院将于2024
年12月8日如期重新向公众开放。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2世纪，是法国最
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2019年4月15日，
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塔尖在突发大火中被
烧毁，主体建筑幸存。

巴黎圣母院修复后
将配备独特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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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周海媚病历，被行拘！
昨日，北京顺义警方发布通报称，

近日，顺义公安分局查处一起散布他
人隐私案件。经查，12月11日，符某
某（男，36岁）利用其在顺义区某医院
工作的便利，出于炫耀目的，将一名
病患的个人病历拍照发至微信群，导
致信息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
前，顺义公安分局已将符某某依法行
政拘留。

符某某被行拘，一点都不冤。演
员周海媚因病去世，本属不幸，泄露其
病历，侵犯其隐私，既是对她缺乏尊
重，也对其家人造成二次伤害。

据此前媒体报道，被指涉嫌泄露
周海媚病历的两名涉事者，一人为医
院职工，另一人为该职工的朋友。如
果符某某确为医师，则背叛了最基本
的职业伦理，比如违反了《医师法》和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即
便其不是医师，利用在医院工作的便
利泄露他人隐私，也于法不容，构成了
民事侵权。

国家卫健委制定并发布的《患者
安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
明确指出，防止数据泄露、毁损、丢失，
严禁任何人擅自向他人或其他机构提
供患者诊疗信息。在这种背景中，周
海媚的病历被泄露，确实让人遗憾且
愤怒。

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入院时
间、病史陈述等信息都属于患者的个
人隐私，受到法律保护。如果不依法
监管，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周海媚病历
被泄露的遭遇有可能在每个患者身上
出现，如此一来，患者就失去了最基本
的安全感。

根据警方发布的通报可知，符某
某泄露周海媚病历，是出于炫耀目
的。这种炫耀是病态的，也是可憎
的。为了一时炫耀，却让受害者的隐
私曝露于天下，何其自私？对这种违
法做法，不可宽宥。如果不依法严惩，
今天以炫耀目的泄露患者病历，明天
则可能以其他经不起推敲的做法侵犯
患者隐私。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网友为逝去
的周海媚打抱不平的同时，也纷纷为
警方的做法点赞。此事值得深刻剖析
之处有很多，即便周海媚不是名人，警
方也有责任及时介入、依法处理。身
为普通人，如果我们的病历被泄露，也
有权利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符某某已被行拘，顺义区卫健委
相关人员也就此事表态，但是事件仍
有继续跟踪的必要。对于涉事医院来
说，如何更严格维护患者隐私？如何
防止医院工作人员泄露患者病历？进
而言之，如何真正举一反三、堵住漏
洞？如果涉事医院缺乏有效的监管机
制，以后还有哪个患者到此就诊？连
患者病历这种最基本的隐私都保障不
了，这家医院还能赢得患者信赖吗？

泄露周海媚病历被行拘，是一个
值得警醒的案例。无论在医院工作还
是在其他机构工作，都应有敬畏之心，
尊重法律、尊重患者（用户）的合法权
益。如果以工作之便泄露他人隐私，
则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据人民网

周海媚病历被泄露值得我们反思

胃里有残
留食物的戈尔
冈龙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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