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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创造出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故事以来，
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已经问世 480

多年了。数百年时间里，中国文艺
家塑造了浩若星海的典型人物，但
鲜少超过孙悟空的影响。

无论生活怎样变化、精神需求
如何更新，孙悟空的魅力没有发生
任何衰变，他的故事常讲常新。他
是永远值得讲述的传奇，是令世界
凝视的中国文化符号。

孙 悟 空 为 什 么 生 命 力 如 此 蓬
勃？这个永不过时的中国文化符号
里，藏着怎样永葆新鲜的叙事逻辑？

第一，孙悟空承载着中国人对
自由的挚爱和向往。中国传统社
会 ，追 求 的 是 礼 教 森 严 、纲 常 有
序。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
空，以一个叛逆者和搅局者的姿态
横空出世，极大地契合了中国人尽
情释放生命的精神追求。

他大闹天宫，挑战天庭，体现精
神难羁的自由；他一个跟斗十万八
千里，摆脱时空的束缚，体现超越自
然的自由；他在三星洞拜菩提祖师
为师，获得长生不老之法，体现摆脱
生死轮回的生命自由。

相比《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事
业的不自由、《水浒传》中林冲生活
的不自由、《红楼梦》中林黛玉情感
的不自由，孙悟空获得了心灵与生
命的全面自由。在严酷的现实社
会环境中，他上天入地、汪洋恣肆
地 活 着 ，有 趣 的 灵 魂 不 仅 富 有 力
量，而且显得诗意盎然。

第二，孙悟空体现着中国人不
惧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中华
民族精神中，具有不怕牺牲的特别
基因，这种精神，更多时候表现为
不畏强暴、敢斗顽敌的血性。

孙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关
山万重，一路遭遇众多妖怪，无论
这些敌人多么凶残强悍，他都没流
露出惧怕和退缩之意。

他遇到的妖怪很多大有来头。比如黄眉大王是弥勒佛敲
磬的童子，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看守炼丹炉的童
子，黄袍怪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奎木狼，等等。这些妖怪
个个法力高强，手中武器甚至超过孙悟空金箍棒的威力。比
如银角大王轻念咒语，竟可凭空移来须弥山、峨眉山和泰山，
把孙悟空压得“三尸神咋、七窍喷红”，可见战斗力超级骇人。
那又怎样？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孙悟空把妖魔鬼怪全部
击败，最终抵达西天圣境。

第三，孙悟空反映着中国人以智取胜、以变图存的生存
之道。中国文化蕴含智慧之道、变通之道，推崇在复杂多变
的社会环境中运用智慧和谋略实现理想。我们的先贤早就
认识到，鲁莽蛮干，必遭败绩；随机应变，方可成功。这是中
国文化辩证思维的醇熟境界。

可以施展七十二般变化的孙悟空，运用智慧战胜强敌的
例子太多了。如他在车迟国战胜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
力大仙，就不是凭借“实力地位”硬碰硬，而是巧妙运用各种
手段，先后变身蜈蚣、狼狗、老鹰，并与各路神仙暗中结成一
条战线，让狂妄自大的妖孽显形身死。

他智借芭蕉扇过火焰山的故事，更是把机智灵活体现得
淋漓尽致。第一次他套近乎借扇，被扇得无影无踪；第二次
他就弄颗定风丹含着，但铁扇公主自食其言仍旧拒绝；第三
次他变成杯中小虫，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也只借来假扇；
第四次他干脆变成牛魔王，最终得到真扇。

第四，孙悟空象征着中国人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品格。
中华民族的生存史和发展史，从来追求积极进取、绝不屈从于
命运的摆布，这是民族精神永不消退的底色。信念坚定、九死
不悔、百折不挠，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优秀品格。

在漫长的西天取经过程中，孙悟空遇到过一系列艰难困
苦和打击挫折，既有不能很快降服敌人的苦恼，也有被师父
唐僧误解驱赶的悲伤，还有猪队友不理解、不配合的失意。
但他始终坚守取经信念，凭着在炼丹炉冶炼成的强大意志
和毅力，矢志不移，直到取得真经。

在遭遇白骨精时，孙悟空宁愿忍受头痛欲裂、甚至被不
辨人妖的师父逐出团队，也要坚持打死妖怪，身在花果山的
他听到呼唤，仍选择义无反顾拯救师父；遇到假猴王混淆视
听，当通过比试武艺、照妖镜测试、观音菩萨念紧箍咒都无
法辨别孰真孰假时，孙悟空最终请出如来佛慧眼识妖，显示
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中国的孙悟空也是
世界的孙悟空。他的故事告诉所有人，只要内心保持对光明
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就一定能够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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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网 络 作 家 今 何 在 的《悟 空
传》在新浪“金庸客栈”文学社区
发表，直到今天，差不多 24 年过去
了，西游题材的网文作品可以说
是层出不穷，这充分说明中国古
典名著《西游记》的艺术魅力及其
丰富的再创作空间。从某种程度
上说，《黑神话：悟空》这样一部国
产游戏作品的出现，本身就与中
国互联网文化 20 多年的发展和积
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 先 ，无 论 是 游 戏《黑 神 话 ：
悟空》，还是众多的西游题材网络
文学作品，都是在构建一种参与
式的文化。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及其处理方式，与传统文学存在
一些不同。传统文学可能会更倾
向于将传统文化视为一个有待于
去发掘、去阐释的事物，在这种不
断发掘和阐释的过程中，我们得
以看到更多的层次、更丰富的细
节，文化的边界也逐渐被拓宽。

但网络文学则是将传统文化
视为一个平台，且会十分看重写作
者 和 读 者 在 这 个 平 台 上 的 参 与
度。在这一点上，网络文学恰恰与
游戏存在更多的共性，因为游戏的
设计就是立足于玩家的参与。

其 次 ，传 统 文 化 究 竟 是 不 是
可参与的？

过去我们可能认为这种参与
式的文化不够严肃，或者认为它
降低了文化的门槛，上世纪 90 年
代种种以“戏说”或“大话”为题的
影视文学作品，就曾引起诸多非
议。但时至今日，情况已有所变
化 。 比 如 很 多 评 论 者 都 谈 到 了

《黑神话：悟空》在传统文化细节
上的精心设计，特别是其中对中
国 古 建 筑 尤 其 是 大 量 山 西 古 建
筑、彩塑的准确还原，这就是一种

严肃性，也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网络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些历

史 题 材 的 作 品 ，像 阿 越 的《新 宋》或 者 cuslaa 的《宰 执 天
下》，在历史细节上都体现出一种严密的考据学精神。

《宰执天下》每章后面都有大量的史注。阿越则因写《新
宋》而读了历史学博士。再比如银河九天写的《首席御
医》，其中很多中医的医案，都是有具体出处的，对医理
的阐发也非常精彩，这部小说甚至带动起一大批中医文
化爱好者。

最后，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游戏作品，或者一些
立足古典文学原著进行再创作的优质网络文学作品，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原著的“反哺”。玩家和读者由
此而开始认真研读原著，且围绕原著做了大量功课的，比
比皆是。因此，到了今天，尤其是面对《黑神话：悟空》这
款游戏的爆火，以及它所产生的文化传播效力，我们可以
借助这个契机，去进一步发掘文化传承的可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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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只用一天就打破各
种质疑。之前，不少人认为中国做不出自己的 3A游戏
大作。面对这样的压力，《黑神话：悟空》制作团队从
2018年最初的 13人，到 2024年达到 140人，花费近 7

年时间，众志成城，以热爱为力量，挥动了这惊人一棒。
这一棒，大圣悟空再次归来。这一棒，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碾碎偏见，创造了全新纪录。目
前，游戏销量已经超过 1500 万套。通过这部游戏，
我看到经典文学作品的多元化开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多元化表达。是先祖留给我们的瑰宝，让我
们有了无限的可能。

我观察到《西游记》英文、西班牙文等版本的图
书销量骤增。因此，应借鉴悟空的发力，让我们的文
学、文化，为更多人了解、认同。

之前，我不止一次在我的网络文学作品中写到
仁义礼智信，以中式内核描绘每个故事，力求让书中
的人物更加鲜活与灵动，但这依旧是不够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远远不止这些。她是我们头顶
的天空，是我们走过的大地，是我们身边的一草一
木。可她又是那样的谦虚内敛，需要我们保护、传
承。传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自强不息，
积极思考和探索。

梁超（颓废龙）：

探索多元化创新

这款现象级游戏的取景地有大同云冈石窟，这
让我看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完美融合。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英语翻译专业，毕业论文专
门研究了云冈文化的古文献翻译，我认为恰好可以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创作开辟崭新的天地，用
大众喜欢的方式传播优秀本土文化。

云冈石窟的石窟造像精美绝伦，展现了古代艺
术家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悟空作为《西
游记》中的传奇英雄，代表着勇敢、智慧和不屈不挠
的精神。高僧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走过的路与
悟空的取经之路同样艰难，同样都坚持下来，取得
成果。我在新作品的创作中将女主人公的职业设
定为一位云冈文化宣传人。在后面的连载中，我将
会详细呈现云冈石窟的场景，借用传统故事，展现
云冈文化，为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在晋中参观晋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时，我注意
到 了 人 首 蛇 身 的 女 娲 形 象 ，以 及 瑶 池 西 王 母 的 壁
画。在系统接触神话传说之前，我已在《盗墓笔记》
中了解到相关内容，那时我才小学六年级。从盗墓
考古题材的探险小说，到无限流的民俗类小说，再到
仙侠神话题材小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是文学
创作的肥沃土壤，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魅力，为
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源源不断的灵感。

古 代 经 典 作 品 有 良 好 的 读 者 基 础 ，并 非 陈 旧
了、过时了，女娲造人的传说连路边的小童都能娓
娓道来。现象级游戏增强了很多创作者的文化自
信，启发我们守正创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使用现代语言和视角重新诠释，使之与当代读
者产生共鸣，增加作品的文化辨识度与竞争力。

入夜微凉，月朗星稀，夏江月（网络笔名：夏丹丹）结
束采风归家，打算稍作休整，连夜码字，完成网络小说章
节的更新。她打开电脑，创作前随手记下这样一段话：

“在硕果累累的金秋，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汽车驶过绿油
油、长满玉米的田野，风里洒落欢乐的笑声。这一幕的
美好，将永远定格在大家心里。”

8 月 29 日，山西网络作家相聚晋中，热议名著《西游
记》和游戏《黑神话：悟空》，赴游戏取景地平遥双林寺、
镇国寺感受山西文化瑰宝的魅力，一同分享游戏热、悟
空热、古建热给网络文学创作带来的启示，收获满满。

边玩边思考

凌晨 4 时写完万余字的连载章节，梁超（网络笔名：
颓 废 龙）8 时准时出现在出发集合地点。他是太原“大
神”级网络作家，也是游戏迷，正连载一部游戏异界类小
说，获得 10 万用户收藏。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结合《黑神
话：悟空》谈文化传承，聊这个他可就不困了。

从《黑神话：悟空》筹备开始，梁超一直关注动向。听
到有人说游戏取景地没有太原，他急了，忙反驳道：“怎么
没有？游戏第三回‘夜生白露’，悟空大战亢金龙场面的
湖中小庙，和晋祠水镜台多像啊！”座谈会上他带头发表
看法：“《黑神话：悟空》让我看到经典文学作品多元转化
的可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骄傲，需要让更多
人了解，网络作家要为如何更好地传播作出积极探索。”

被游戏难度折磨的刘鹏飞（网络笔名：七居士），刚
刚打通第二回“风起黄昏”，他风趣地聊自己在黄风岭面
对“虎先锋”时，复活了 81 次才打败它，引来小伙伴们的
阵阵笑声。座谈会发言时，他却严肃起来：“这款游戏取
得成功，很多人从文化、历史、音乐、美术、经济等方面分
析原因，我认为是因为游戏主创团队守中华传统瑰宝之
正，创 3A 游戏大作之新。我们也要学习这种守正创新
精神，挖掘一切来自历史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在此基
础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内容，以读者为中心，避免陷入
自嗨，导致在竞争中被淘汰。”

转变创作观

对于不玩游戏的女作家，《黑神话：悟空》让她们好
奇。好奇点在于，游戏怎么就火了？到底是哪些点抓住
了玩家的心并得到广泛关注？反复琢磨，一些作家转变
了以往的创作观。

在网络文学领域，大量作家都执着于挖掘新故事，
靠新奇吸引读者眼球。夏江月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新故
事才是好故事，即使题材本身不新颖，怀着一颗匠心去
创作，在语言、叙事、情感等方面打磨，一样能创作出优
秀作品。她感叹：“《西游记》这么一个传统的老故事，竟
通过新奇有趣的改编，重新迸发出青春活力。经典之所
以能够成为经典，的确有它非凡的生命力！”

赵婧（网 络 笔 名 ：月 夜 秋 千 荡）写网络小说短短一

年，发现一个现象：内容趋同。她反思自己：“读心文火
了，所有人蜂拥而至，都写读心文。宫斗类小说火了，大
家也跟风。我也一样，这两种都写过。因害怕数据不好
看、影响收入，放弃了原有的创意。《黑神话：悟空》主创
者也是扛着压力创新的，当初他们也不确定一定就能成
功。我从中学到了勇于创新的精神，一味地模仿爆款，
是没有出路的。这部作品完结后，我要把之前自己设想
的题材，认认真真地写出来。”

秦星（网络笔名：秦皇）从当下的古建热看到国人的文
化自信，她说：“游戏深刻解读并再创作了《西游记》。悟空
形象的复杂性和人性光辉，启发我在塑造角色时要注重角
色的内心世界和人性探索，使角色更加立体、饱满。”

每位作家都积极发言，原定两小时的座谈会显得短
暂。时间接近中午 1 时，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
院长张卫平仍在为作家们汇报山西网络文学工作开展
情况。大家全神贯注地听这位大朋友畅谈，忘记腹中
饥饿。这些“90 后”“00 后”网络作家渴望进入作协大
家庭，期盼自己的创作能力得到文学界权威的评价和
认可。

激发新灵感

当日下午，采风队伍先后奔赴平遥双林寺和镇国寺
两处游戏取景地，讲解员简洁地概括出看点：“双林寺看
彩塑，镇国寺看建筑。”

双林寺不燃香火，屋脊梁柱尽显沧桑。释迦殿、千
佛殿、菩萨殿等殿堂容纳 2000 多尊彩塑，让人叹为观
止。自在观音恬静温柔，姿态舒畅；韦陀身如强弓，威武
勇猛。这处历经 1400 多个春秋的名胜古迹真可谓“东
方彩塑艺术的宝库”。

在镇国寺，万佛殿独特的斗拱吸引了众人。建筑经
历代多次重修，仍保持五代建筑形制，它的柱头斗拱为

“七铺作双杪双下昂”，呈翼状，出檐深远，有浓厚的唐风。
“当游戏中的‘天命人’站在古香古色的建筑群中、

雕像之下，正如我们这些现实中的人，站在双林寺的雕
像旁、镇国寺的屋檐下，历史长河的巨浪，扑面而来”，刘
鹏飞感受着景观带来的震撼联想道，“不能古建热了就
只宣传古建。神话传说、历史典故、诗词歌赋、曲艺作
品，都有值得发掘和创新的东西。”

王晓继（网络笔名：卫斯）表示赞同：“祖先留下的瑰宝
让人震撼，身为华夏子孙，怎能视而不见？泱泱华夏，文化
源远流长，还有很多待挖掘的内容，比如民间习俗、民间故
事、民间美食等。好好挖掘利用，或许可以为小说增添色
彩。在故事好看的基础上，更添历史文化的厚重。”

文化时评

网络作家在平遥镇国寺欣赏古建筑斗拱（作者供图）

曹敏昕（陈溪午）：

赋予作品辨识度

李寒琦（昀栀寒）：

千年云冈展华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单打独斗”进行
网文创作，后来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感受到来自
集体的关怀与温暖。今年受组织推荐，我很荣幸地
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省作协正在筹备的山西网络作家协会，将不仅仅
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平台，更是一个传承和弘扬山西本
土文化、展现山西人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载体。应该
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挖掘和整理山西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结合《黑神话：悟空》的成功经验，创作出更多具
有山西特色、彰显自强不息精神的优秀作品。

我目前正在连载的小说是一部奇幻作品，名叫
《灰烬领主》，借鉴吸收了许多《黑神话：悟空》中的绝
妙点子。小说里有一只猴子，名为“毁灭巨猿”，读者
们很喜欢我近期的创作内容，反响热烈。我们山西
人最了解山西，也最懂得山西文化与各种传统故事
内涵，山西的网文创作者，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作品
中，展现山西文化与山西特色，宣传我们的家乡。

段博文（我爱小豆）：

扎根家乡讲故事

《黑神话：悟空》对画面质量精益求精，对细节认
真打磨，借名著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大大提升了整个
作品的艺术层次。

这提醒我在网络文学创作中，不仅注重故事情
节的构建，还应加强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艺术表现手
法的创新，以提高作品的整体质量，这样才能获得读
者和市场的认可。

李小柯（Aka 木头）：

提升小说艺术性

目前来看，创作玄幻小说的网络作家相当多，
但神话小说却不多，具备一定实力和影响力的神话
小说作品更是少见。较耐读的神话小说也多是穿
越文。纵观已占据网络文学主要创作份额的虚拟
神话题材小说，其叙事逻辑也主要在《西游记》和
《封神演义》所组成的中国二元神话体系之内。《西
游记》和《封神演义》两部中国古典小说是创作者的
巨大宝藏。

我认为，立足内容为王，充分发掘和完善我国
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可以在神话小说这一领域闯
出一片新天地。

董江波（冷得像风）：

中国神话待挖掘

为家乡自豪为家乡自豪 向经典取经向经典取经
——山西网络作家“跟着悟空回家”

肖静娴

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院
（山 西 网 络 文 学 院）于 8 月 29 日 开
展“担当时代重任，传承优秀文化”
网 络 作 家 回 家 采 风 活 动 。 来 自 太
原、朔州、吕梁、临汾等地的 19 位网
络作家、网络文学评论工作者“跟
着悟空回家”，挖掘传统文化富矿，
并 研 讨 创 作 。 本 版 今 日 刊 发 活 动
侧记、文化时评，以及网络作家的
精彩观点，以飨读者。——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