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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网络文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泛娱乐产业中关键的一环———优质知

识产权的源头，相关资源可广泛运用于游戏、影视、广播、听书、漫画等关联行业，战略意义已

引起互联网大鳄的高度重视。 自去年四季度开始，几大互联网巨头明显加大了对网络文学产

业的布局，产业整合的大幕已开启，今年将会更加热闹。

“大神” 血红：如果没盗版

写完两本书就可以养老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血红，顶级网络写手，江湖“大神”中

的一员。 在

2013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网

络作家富豪榜上，从

2012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13

年

11

月的一年间，他以

1450

万

元的版税收入高居“探花”之位。 排名前

两位的“大神”是唐家三少和天蚕土豆，

期间的版税收入分别为

2650

万元和

2000

万元。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大神”

血红，从他的经历中，或许可以窥见中国

网络文学的发展路径。

第一笔稿费50元

“

2002

年我大学毕业后， 找了个软

件集团公司的工作，做了半年的系统集

成，其实也就是给学校架设校园网之类

的工作。 半年后因为和同事关系处理得

不怎么样，就没有继续工作了。 那时候

也没想到要干嘛，就一天到晚看网络小

说。 但那时的网络小说更新太慢，量也

太少，没几个人写。 等更新等得实在太

累太头痛了，就开始自己尝试着写。 ”血

红说，“大约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天分，

那时每天写个一万多字轻轻松松，就这

么一直写下来了。 ”

血红是在起点中文网上开始自己的

网络小说写作生涯的，并且因为每天很

勤奋地更新，读者便将他和与他同样勤

奋的作者称为“起点牌打字机”。 对记者

提到的“起点牌打字机”称号，血红没有

否认。 他说，刚开始也没想着能有稿费，

写了两百多万字了，才开始在起点拿到

第一笔稿费，金额是

50

块钱，时间大概

是

2003

年。

血红说，那时起点设了个门槛，每个

月稿费凑足

50

元就可以申请提款。

“大神” 之路：

天分+运气+勤奋

有了第一笔

50

块钱稿费后，后面源

源不断的

50

块开始接踵而至。 “我开始

每天不断申请提取

50

块钱。 到

2004

年

初，我的月收入超过了一万块。”血红说，

“我早期的几本书都是那时候出来的，比

如《升龙道》、《邪风曲》等。 当时没想太

多，就是觉得写书很有意思，也很好玩。

然后书友每天催更新，一路催，就一直催

到现在了。 那时真没想到写玄幻小说可

以挣钱，可到

2004

年年底一算，我写小

说的收入已经过百万了”。

尽管成为“大神”后日子很滋润，但

血红认为，网络写手的门槛看似很低，但

想写出头实际上很难。 “想要进这个圈

子就一定要考虑清楚，不要盲目地踏入

网文写作这个圈子，不要用那种不成功

则成仁的心态进来，这个职业需要天分、

需要努力、需要运气。 ”血红说，“有粉丝

给我统计过，我从开始写网络小说到现

在，平均每天更新一万多字，到目前我一

共写了

4000

多万字的网络小说。 我几

乎全年无休，节假日都在码字。 所以，我

们这群职业写手基本上都是宅男， 天天

在家构思情节、码字。 ”

据了解，网络写手写成“大神”级别

的概率极低， 以起点几十万签约作者为

基础，成为大神的也就几十号人。

收入转向多元化

血红说，现在网络写手收入最大的

一部分，就是游戏改编这一块了。 “我

知道有些书的游戏版权就卖了

1000

万

以上。 当然这些金字塔的塔尖，有些传

说也属于江湖八卦，但‘大神’一本书的

游戏改编权卖几百万还是很多的。 总之

收入构成越来越多元化，以游戏改编占

主导。 通常游戏收益能占到总收入的

40%～50%

。 ”血红认为，随着智能机客

户端进一步增加，这一块以后占比会越

来越大。

电子付费这一块，血红介绍说，目前

移动端的收益已经超过了网页端， 具体

到不同类型的网络小说又有差别， 比如

都市官场小说和奇幻玄幻小说走的方向

不同，读者群也不一样。

至于出版这一块，血红说，当红小说

收益自然相当不错，但盗版太严重，对写

手们的冲击非常大。“还有些书有周边开

发，比如说动漫、卡通、周边产品开发等，

有时候这一块的收入也能占相当大的比

例。我最近了解，某一位写手的书的周边

产品， 短短几个月热销的数额就达到他

电子稿费的两倍以上。 具体比例就不好

说了， 因为每个作者甚至是每本书的收

益组成都不同。 ”

为啥出不了中国的

《哈利·波特》？

“我们圈子里经常聊一个话题：一本

《哈利·波特》 就造就了好几个几亿英镑

的文学富豪，而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再热

的一本书也达不到这样的盈利标准。”血

红说， 其实关注网络文学的很多读者都

可以发现， 国内一些经典的网络小说的

想象力和文笔，包括情节、架构等很多方

面都比《哈利·波特》强。

除了缺乏有效的推广资源和手段

外，血红认为，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盗版太

多。“其实我们一些书的受欢迎程度超过

《哈利·波特》，但我们的收入不可能有国

外的这些作者或出版商高， 因为我们书

的大部分是以盗版的方式传播。 ” 血红

说，如果中国没有盗版，我们这群写手写

两本书就可以养老去了。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 目前国

内写手的收益受盗版侵蚀， 不得不用

“量”来增加收益，这造成了当前网络文

学普遍“质”比较低的现状。

血红认为， 未来网络文学的市场依

然十分可观，中国的《哈利·波特》或许会

出现。 “中国的市场很大，很多人有阅读

的需求，而且现在工作这么紧张，工作压

力这么大， 大家对休闲娱乐阅读的需求

猛增， 未来网络文学的发展空间仍然是

巨大的。 ”他说。

一台电脑，一杯浓茶，“大神” 血红“键” 耕不辍。 杨晨/摄

网络文学小池塘潜入大鳄 产业资本掀整合浪潮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当你喜欢的小说变成了漫画、

电影和游戏，我们到底是读者，是漫

迷，是影迷，还是玩家？ 无论如何，一

个崭新的互动娱乐新世界正在开

启。 ”腾讯在即将举行的一场年度活

动的邀请函里这样写道。

几位分别来自知名网络文学网

站的总编或副总编、移动阅读的掌门

人都向记者提到，网络文学正在酝酿

巨变。 “我认为接下来两年中，

BAT

（百度、阿里、腾讯）在网络文学产业

都会有大动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

名文学网站的负责人如是说。

网络文学成资本宠儿

网络文学能够为国内的各种文

创产业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 可以

说是源头活水， 这是业内最看重的

价值。

“小池塘里潜入大鳄” 也许是对

当前网络文学市场比较形象的一种

描述。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近

日的一份研究报告，

2013

年，中国网

络文学市场收入规模为

46.3

亿元，

较

2012

年猛增

66.7%

。 预计到

2015

年， 网络文学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

70

亿元。 但对于

BAT

这样庞大的互

联网帝国来说，

70

亿左右的 “版图”

实在显得过于狭窄。

那么，是什么吸引互联网巨头开

始大举杀入网络文学市场？多数业内

人士认为，网络

2.0

时代，网络文学

的

IP

（知识产权）价值正在爆发，对相

关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对于发展大文

化产业具有战略性意义。 “网络文学

能够为国内的各种文创产业提供优

质的

IP

，可以说是源头活水，这是业

内最看重的价值。 ” 游戏行业媒体

GameLook

创始人洪涛在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采访时说，以游戏行业为例，

以往国内原创题材比较少， 而且大

量优质

IP

控制在游戏大国日本手

上， 不过最近一两年国内游戏从网

络文学中找到了许多优质

IP

， 可以

算是对国外垄断的一种突破。 另外，

游戏行业， 尤其是今年蓬勃发展的

手游行业，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对

优质的

IP

十分渴求，有些“大神”（顶

级网络写手） 作品的游戏改编权甚

至可以卖到千万元以上， 网络文学

对于许多游戏公司的战略意义由此

可见一斑。

回顾网络文学十余年的成长历

史， 盛大文学一家独大的局面一直

维持至今， 尽管期间有

BAT

这样的

巨头和其他互联网公司渗入， 但都

没有撼动盛大的江湖地位。

近日， 各大媒体上盛传原起点

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将复出并执掌

腾讯文学业务，另有消息称，吴文辉

获得了腾讯投资的

10

亿元人民币，

用于完善腾讯现有的网络文学业

务。 一位接近吴文辉的业内人士向

记者证实了吴文辉“升官”的传闻，

但获得的具体投资额他并不清楚。

种种迹象表明， 为了抗衡盛大在网

络文学方面近乎垄断的地位， 腾讯

自去年开始加大火力， 从近日吴文

辉复出的消息看， 今年网络文学市

场的格局很可能因互联网巨头的强

势介入而打破。

网络文学的产业整合序幕正在

拉开。 去年

5

月， 腾讯着手开疆拓

土， 花高价将盛大旗下起点中文网

的多名核心编辑和明星作者招致麾

下，成立了创世中文网，同时在

QQ

商城、 手机阅读等多个渠道进行布

局，推出腾讯文学。 同年

12

月，与另

一国内在线原创文学平台

17K

小说

网实现战略合作， 加强其内容资源

储备。

另一家互联网巨头百度也不甘

落后， 于去年底出手全资收购了纵

横中文网，作价

1.915

亿元。由此，百

度在网络文学上的布局也逐渐明

朗， 通过纵横中文网、

91

熊猫读书、

多酷书城、 百度文库等产品多点开

花，全方位覆盖

PC

（个人电脑）、平板

电脑和手机所有终端， 大力拓展网

络文学版图。

此外，其他产业资本也开始表现

出对网络文学的浓厚兴趣。 去年

10

月，人民网发布公告称，拟使用超募

资金

2.48

亿元收购成都古羌科技有

限公司

69.25%

的股权， 向网络文学

领域进军。 古羌科技是一家主营玄

幻、都市、武侠、言情等各类型小说的

公司。 人民网表示，本次交易将使公

司取得更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移动端价值爆发

改编权大卖

随着手机网民迅速增加，越来越

多的资本看中未来移动阅读端的发

展前景。游戏改编权交易也正成为在

线平台和网络写手的主要收入来源，

“大神” 当红作品的游戏改编权卖出

几百万很常见。

据起点中文网一内部人士透露，

目前付费阅读上移动端的收益已超

过

PC

端，比例大约为

6

：

4

，并且移动

端的收益份额还在扩大。而从目前国

内手机阅读稳坐第一把交椅的渠道

商掌阅科技总裁张凌云的描述来看，

移动端已成为网络文学吸金的主力

渠道。

张凌云表示，去年是掌阅用户增

长最快的一年，目前掌阅的用户已超

过

3

亿， 每月活跃用户达

6000

万至

7000

万， 今年一季度掌阅用户仍呈

现快速增长势头。

据了解， 掌阅科技成立于

2008

年，花了

4

年多的时间，用户数于去

年初达到

8000

万的规模， 而仅仅一

年后，这一数字已飙涨到

3

亿。“掌阅

的发展和整个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

展趋势是一致的。 一方面，移动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整体用户基数

的扩大，另一方面，掌阅把握住了移

动互联网浪潮的机遇，扩大了市场份

额。 ”张凌云说。

速途研究院 《

2013

年第四季度

手机阅读市场的分析报告》 显示，中

国手机网民规模正在迅速发展，去年

底达到

50006

万，目前手机网民占整

体网民的比例达到

81%

，基本完成移

动互联网普及化，手机作为第一上网

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 同时，手机阅

读也越来越受到年轻人青睐，调查数

据显示，手机阅读已成为大多数网民

的必备软件，实用占比高达

71.23%

，

高于绝大部分手机应用，仅比手机音

乐低

2

个百分点。

一家数字出版商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转向移动阅

读，他们公司近期有计划收购下游移

动端的打算， 以进一步完善产业布

局。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资本看中

未来移动阅读端的发展前景。张凌云

就向记者透露，不少国内互联网大鳄

以及大型风投机构希望投资掌阅，不

过目前掌阅还没有融资的计划。

除了手机付费阅读搭上了移动

互联网这趟顺风车外，游戏改编权交

易也正成为在线平台以及网络写手

的主要收入来源。 多位游戏、网络文

学业内人士证实， 目前游戏改编权

的收入已成为在线平台的重要收入

源，而对于一些网络“大神”来说，游

戏改编权收益已达到甚至超过他们

收入的一半。顶级网络写手血红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虽

然没有透露自己所获得的作品改编

权的具体收益，但“‘大神’当红作品

的游戏改编权卖出几百万的价格很

常见”。

游戏行业媒体

GameLook

创始

人洪涛说，顶级“大神”是各大游戏

公司争相笼络的资源，价格因人、因

作品而异，也因版权转让方式而异。

比如说， 有的作品一次性买断游戏

改编权，不限年限、不限改编题材，

这种买断条件苛刻， 作者要价自然

很高； 有的作品则只是出卖部分改

编权，价格自然低一些，还有些“大

神”更愿意采用和游戏公司分成的方

式来持续获取收益。 洪涛表示，目前

顶级网络写手当红作品的游戏改编

权可以卖到

200

万至

300

万元，而个

别大红大紫的人气作品改编权可以

卖过千万。

两大瓶颈：盗版+媚俗

摆在网络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问题

也相当明显———网络文学虽基数庞大，

但精品稀少；猖獗的盗文现象使得在线

平台的盈利模式和网络写手的题材选

择发生了严重扭曲。 盗版和媚俗已经成

为网络文学的痼疾和发展瓶颈。

来自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网络文学活跃

用户达到

4.3

亿人， 网络文学已成为增

长最快的互联网细分产业之一。 但是，

摆在网络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问题也相

当明显———网络文学虽基数庞大，但精

品稀少，此外，猖獗的盗文现象使得在

线平台的盈利模式和网络写手的题材

选择发生了严重扭曲。

一家业内顶尖文学网站总编向记

者表示，盗版和媚俗已经成为网络文学

的痼疾和发展瓶颈。 “不可否认，网络文

学具有超强的聚集流量功能，尤其是移

动端，文字运用最节约流量，也是最容

易实现集聚流量的运用， 但与之矛盾的

是，在国内的网络文学市场中，网络文学

的变现能力极低， 很多在线原创网站尽

管读者过亿，但依然在惨淡经营。 ”这位

主编感叹道，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

内网络文学生长的土壤贫瘠， 由于盗版

猖獗，吸走了大量付费人群。这好比一家

餐馆，来吃饭的人

99%

都吃霸王餐了，那

么开店的和提供食材的都不赚钱。

这一点也不夸张。 现在任何一部网

络小说几乎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工具搜

索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年保持江

湖老大地位的盛大文学去年的年收入

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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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出头， 从旗下起点中文网拥

有网络写手过半“大神”、数亿读者群以

及难以计数的电子书版权来看，这个收

入实在有些不配套。

“盗文又助长了媚俗风气。 在大饥

荒年代（用户都不愿意付费而跑去看盗

文），我们烹饪手艺再高，也没法用树皮

草根观音土给大家做出满汉全席来。 ”

上述业内顶尖文学网站总编补充道，因

为盗版随处可见，所以才有大量用户转

向免费模式，但这个模式肯定不是健康

的模式，所以广告成为流量变现的一种

方式，为了广告收益我们只能猛做能增

加流量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未必是最好

的或者最有营养的，最终导致大家只能

看到能增加流量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不

可避免地媚俗———写手们也很聪明，网

民希望看到什么题材他们就写什么样

的内容以迎合市场，包括现在的灌水现

象，某种程度上都是被盗文给逼的。

从短期来看，网络文学贫瘠的生长

土壤仍难有改善， 但正如张凌云所说，

过去中国视频市场也一度盗版横行，但

经过多方的努力，如今视频市场已基本

进入正版时代，这也给消费者带来了明

显的体验改善。 “市场各方对网络文学

的

IP

意识正在加强，而中国用户的付费

习惯也正在养成中，未来的网络文学产

业仍然充满生命力。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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