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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四川的文化资源非常丰
富，你会结合四川背景创作一些网
文作品吗？

袁野：我一直都很想把三星堆

的东西写一写，但因为在做“诡秘”的

东西，暂时还抽不出空来做了解和研

究。我觉得要把四川的各种文化元

素写出来，最基本的是，我们自身要

对其有一点了解，而不是瞎写、胡写。

记者：怎么看待纯文学和网络
文学的区别？

袁野：我个人觉得纯文学和网

文可能追求的方向会有不同，但整

个创作上其实是可以兼得的。因为

纯文学更追寻个人思想的表达、整

个美学的阐述。网文更追求故事性

的东西。仅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

把这些审美、表达、思考和故事性综

合在一起，写出一个雅俗共赏的作

品。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也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达成。

记者：最近特别热的人工智能聊
天、AI写作，会对文学创作造成什么
样的冲击？会代替人类创作者吗？

袁野：我很开心技术的进步，我

个人是持乐观态度的。文学创作本

身有独特性，我创作的东西毕竟是

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有我当时的情

感想法、情感变化。不是说人工智

能学习了、分析了我之前的文章，就

能创作一部我的作品，这不可能

的。人工智能情绪上可能会模仿人

类，但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监控人

类，这是必须约束的行为。它不知

道我最近经历了什么，最近的情感

状态是什么样的，它创作的东西也

许会很好，但是和我终究是不一样

的。人工智能创作永远会按照一个

最优解方式呈现出来，但是人类不

会，人类可能选择次优解。这一刻

的我的精神状态、情感状态处在低

谷，就会选择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是

有我独特印记的故事，这一点人工

智能是不可能全部复制的。

记者：对新手网文作者有什么
建议？

袁野：我个人的建议很明确，当

你开始创作的时候，不要有很大的

经济压力，希望你尽量在有工作、有

收入的情况下去创作。这样你的创

作才会更松驰、更从容，不至于可能

因为经济的压力，让整个创作故事

出现一定的扭曲。等你在网文创作

上有了一定成绩之后，再去考虑要

不要全职创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图据受访者

早有计划
花三年时间充实自己

作为打破网文20年订阅纪录的现象

级作品，袁野的《诡秘之主》是一部融合

了奇幻冒险、蒸汽朋克、维多利亚时代风

情等多种文化元素的小说。作品完结

处，主角“克莱恩”陷入了沉睡，意犹未尽

的开放式结尾让书粉们对于续作抱以很

高的期待。2月24日，《宿命之环》（也称

“诡秘2”）的预告消息传来，迅即引发书

友圈“地震”——仅30字的内容就获得了

超7000人次的打赏、近3万条评论、60多

万人收藏。读者们纷纷留言求更新，并

用一连串的“急”字表达对续作的渴望，

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诡秘2’的创作是很早就在计划内

的！”袁野坦言，最开始做《诡秘之主》设

定的时候，他就做好了第二部的计划，

“这部作品世界观设置的有点大，能够填

充的东西有点多，单纯用一部没法去展

现。”之所以要在三年后连载，是因为“在

刚写完《诡秘之主》的状态下，整个故事、

整个文学上的积累已经被掏空了，我需

要时间再把自己充实起来，有信心了再

开始一个新的故事。”

袁野告诉记者，《宿命之环》的故事

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从历史的风貌

来讲，是属于19世纪50-90年代，也就是

法兰西第二帝国到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时

间节点。”虽然不会照搬历史，但袁野希
望将那个年代的法国风貌和风土人情融
进故事线中。为此，他阅读了大量名著，
包括《巴尔扎克选集》《农民》《巴黎咖啡
馆史话》《印象巴黎》《蒙塔尤》等。他说：
“我们要创作出一个好的幻想故事，这个幻
想世界就必须足够真实。阅读能够让我知
道这么一个世界的细节是什么样的，这个
世界人是怎么生活的。毕竟你要写的永
远是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与世界的关
系。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来自前辈们的文
学创作，来自历史中的一些东西，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高、看得远。”

叙而不论
用白描故事直达读者内心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每次读到一些

对创作有用或者本身有趣的句子，袁野

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电脑，把这些

内容摘抄到文档中。“一些很棒的句子是

全文摘抄，但是如果是一些有趣的点，可能

要用到的细节，可能就是‘关键词’的形

式。我看到它，就知道在哪本书里看到过，

再去书的那一页去翻。”新作连载前夕，他

的新书文档已经有七八万字的内容。

3月4日，《诡秘之主》主角“克莱恩”

生日当天，续作《宿命之环》正式上线。

袁野在新书第一章结尾写道：“今天是小

克的生日，希望这份贺礼他能够喜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野也表示：“不管

怎么样，作者对笔下主角的喜爱是永久

不会改变的。”他还希望通过“诡秘系列”

传达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在面对恐惧时，

最大工具是人类自身的勇气。

在《诡秘之主》里，袁野还将自己的

观察与思考融入其中，比如“克莱恩”对

因《谷物法案》造成的失业者的保护，对

受到压榨的贝克兰德百姓的同情，以及

对造成环境灾难的权贵进行发难等。“这

也是为什么创作‘诡秘2’对我来说是一

个很大挑战的原因，因为很多东西在《诡

秘之主》里面写了，《宿命之环》再写就会

失去惊喜感。”

袁野相信“我有自己新的故事的结

构、故事核、有新的表达，我觉得还是能受

到读者欢迎的。”不过，这种人文精神内核，

袁野不会直接写出来，而是会通过故事感

动读者，进而促使读者进行自我思考。

这就是袁野一直坚持的写作方法论

——“叙而不论”。“‘叙而不论’意思就是

说我作为一个讲述者，不能把我内心的

思考、我想表达的东西，直接灌输给读

者，因为那样会让读者产生逆反心理。

我希望等他们读完我的故事之后，内心

有共鸣，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思考。我

只需要写一个很白描的故事，通过这个

故事刺穿读者内心的防护，直接达到他

们内心心灵深处。”

网文出海
靠情感打破文化隔阂

“我希望诡秘世界的落脚点是扎实

的、细节是详尽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能够很轻松地去想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子。”《诡秘之主》是袁野“诡秘世界”的第

一部作品，自连载之初就是中英文同步，

全球总阅读量高达 2500 万次，并入选

2020年度“中国作协中国网络文学影响

力榜·海外影响力榜”，被认为是一部既

蕴含东方人文思想又具有世界风情的国

际化、现象级作品。

在袁野看来，“网文出海与中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在世界影响力的上升是分不

开的。在这个基础上，网文创作者希望国

外读者们能够看到一个原汁原味的，基于

中国哲学、中国思路的有趣好玩的故事。

之后随着翻译水准的提升，以及更多高质

量作品的涌现，我相信整个网文在海外的

传播会呈现越来越好的状态。”

被问及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打动海外
年轻读者，袁野直言：“我们要从人类的
共性去入手，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对亲
情、友情、爱情都有相同的向往。情感首
先是我们打破文化隔阂的首要利器，之
后才是异域风情、新奇的东西。能做到

这两点，应该就能够受到一定的欢迎。”

在自己的创作中，袁野会融入东方思想，

比如“通过人物自身的道路选择去体现

中庸之道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同时，袁野也强调：“文学创作是一

个非常私人的东西，最开始我们都是从模

仿开始。但是如果仅凭模仿，你可能在这

个行当赚到不少钱，但留不下属于自己的

独特的烙印。你要想在网文这一行一直

吃这行饭，至少得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有

自己的思考、表达，大家总结出来的商业

写作的元素永远都是次要的。”深耕网文

多年，袁野发现，“你只要能做到人物有情

感、故事有张力，都能够受欢迎。”

文学创作有独特性
人工智能无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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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字小说预告获60万人收藏

爱潜水的乌贼：
花三年筹备“诡秘2”

《宿命之环》

《诡秘之主》

“爱潜水的乌贼”，本名袁野，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省网络作协主席，白金
作家。代表作有《灭运图录》《奥术神座》《一世之尊》《武道宗师》《诡秘之主》

《长夜余火》等。2017年，荣获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网
络文学新人奖”；2021年，荣获“未来文学家”大奖。2023年3月4日，开始连
载新作《宿命之环》。

“1368 之年，七月之末，深
红将从天而降。”……

3 月 4 日起，四川省网络作
家协会主席、著名网络作家“爱
潜水的乌贼”（本名袁野）新书

《宿命之环》启动连载。该作品
上线 24 小时后，首日收藏达 82
万，破起点历史最高纪录，当日
月票榜第一。

袁野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我
计划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完
成这部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水
准可能会有起伏，但我希望写
完之后能够对得起读者，也对
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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