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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创空间的安静角落里，市民叶女士
正与儿子共享着一段温馨的阅读时光。她
笑着看向座位上沉浸于书海的儿子，自己也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静静陪伴在侧。

在这里，阶梯阅读区、儿童绘本区、文学
咖啡吧以及文创消费区等各具特色的区域，
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墙上滚动的借阅
展示系统，及时推荐热门电子书，为读者提
供最适合的阅读选择。而智能化设备，如有
声书、智能音响等，则让经典文学和名言警
句“跃入耳畔”，构建出多维度的阅读体验。

网络文学爱好者徐佳啜着咖啡，眼神游
走在书架间，“周末我常来这里，读最新的网
文，拍下这个安静的阅读场景发个朋友圈。”
作为常客，徐佳见证了这个空间如何用创新
形式，重新定义了人们的阅读时光。

今年春节，众创空间以特色 IP融合传统
文化，成功举办了景宁开年首场文化市集，
吸引了近千名粉丝。而在中国畲乡“三月三”
活动中，75位全网粉丝超千万的 cosplayer身
着二次元华服，与身着畲族传统盛装的畲民
跨界同框，让这个阅读空间一夜“出圈”。

更具创新性的是，众创空间计划推出
“蛙力共读计划”，通过游戏化思维重构阅读
生态。借阅图书、打卡分享、创作书评等活
动将累积“蛙力值”，参与者可凭“蛙力值”换
取图书、咖啡、文创周边等。

“这不是简单的积分兑换，而是构建‘阅
读—积分—消费’的闭环，让阅读成为可积
累、可兑换、可分享的生活方式。全家人的
积分可合并使用，既激发读者阅读积极性，
又将阅读与生活消费巧妙融合，让阅读充满
趣味与实用价值，鼓励更多人加入阅读中
来。”牛凳说。

从乡村阁楼到县城地标，从文化拼图到
全民盛宴，众创空间正用时间证明：文学扎
根基层土壤，能孕育出蓬勃的文化生态。每
一颗热爱文字的种子，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
到向上生长的力量，最终汇聚成属于小城的
文化星河。

向上生长

在景宁网络文学众创空间，常能看到这样
的画面：扎着马尾的中学生捧着小说读得入
神，银发文学爱好者们带着自己的作品走进
会场，年轻人在咖啡吧前的文创区围坐讨论，
IP 小说签售会的长队蜿蜒排到了楼梯口。这
个飘着咖啡香与油墨香的空间，正用最柔软
的方式，将文学的根系扎进县城。

让文学触动人心的，是在这里举行的“文学
夜话”。24期活动吸引超万人次参与，从诗人梁

晓明剖析现代诗，到法医秦明揭秘悬疑写作，从
评话《水浒·武松打狗》的现场演绎，到《战狼》编
剧高岩解说网文影视改编技巧，无数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此相遇。60岁的会计李方
同在这里获得诗人的“一对一”指点，从日记爱
好者蜕变为发表近百首诗作的创作者，让他知
道了“原来生活的柴米油盐也可以变成诗行”。
学生马齐受氛围感染，与同学们一起尝试小说
创作，文学的种子在代际传递中悄然破土。

“文学是大家的。”众创空间主理人牛凳
的这句话，精准概括了众创空间的理念。当
高岩来到“文学夜话”现场，他的分享揭开了
创作背后的真实过程：“网络小说不是用载体
命名的文学，发布在网络的小说与刊登在杂
志的作品，本质都是讲述人的故事。就像我
创作《战狼》时，核心是军人精神的共鸣，当观
众为角色的信念热泪盈眶时，情感的真实便
超越了部分细节的争议。”这番话呼应着他对

文学本质的洞察——好作品应该传递向上的
价值观，让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看见希望。

在这里，文学不是云端的星辰，而是泥土
里的对话。众创空间通过“阅读+咖啡+打卡”
等多元场景，让文学从书架走向生活，成为可
触摸、可参与、可共鸣的日常体验。只有当文
学成为“大家的”，它才能真正拥有蓬勃生长
的力量，在景宁的山水间，长成一片生生不息
的文化森林。

“文学是大家的”
本报记者 管丽芬

■本报记者 管丽芬 徐丽雅

文学扎根处 满目正葱茏

文学的光芒，总会悄然照
亮人心。

在 景 宁 网 络 文 学 众 创 空
间，每月不定期举办的“文学夜
话”活动，已经成为县城文化生
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这个融公共阅读、文学创
作、文化交流和产业集聚等多重
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
正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打破文学
的高墙与距离。

2023 年 7 月，“畲乡网络文学
村”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弄村落地
生根。

木阁楼里传出的键盘敲击声，寄
托着用网络文学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的梦想。然而，闭塞的交通、寥寥无
几的年轻人以及对第三方运营的依
赖，为发展增添了难以忽视的阻力。

“我们曾想举办一场先锋阅读活
动，由于要顾及畲族村落的传统风
貌，创意总是被框架所束缚，创新空
间也因此受限。”回忆起这段经历，
畲乡网络文学村艺术驻村村长、景宁
网络文学众创空间主理人牛凳（本名
杨万勇）感慨不已。这位曾北漂多年
的“80后”，是全网阅读量超 10亿、获
茅盾文学新人奖提名的知名网络作
家，怀揣着“让文学扎根基层”的理
想，他回到了家乡景宁，只因一个信
念，“县城才是文化生长的沃土”。

在景宁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

景宁网络文学村提出“内修外拓”的
深度发展模式：以东弄村的创作基
地为核心，丰富乡村项目业态，持续
以文化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同时向
县城拓展延伸产业链条，构建景宁
网络文学众创空间，依托以网络文
学为核心的数字文化产业，形成“乡
村深耕+县城辐射”的内外联动格
局。 2024 年 10 月，集网络文学展
陈、城市书房、项目培育、创业孵化、
产业培训于一体的网络文学众创空
间应运而生，标志着文化从乡土到
城市的跨越。

推开众创空间的玻璃门，映入眼
帘的是充满张力的圆拱形书架，其与
玻璃吊顶一同构建出开放、明亮的文
学空间。2000平方米的开放式阅读
场所宽敞舒适，楼梯口螺旋状木架
上，整齐排列着 7832 册网络小说和
1.2万册非网文书籍，从《诡秘之主》
到《百年孤独》，不同时空的文字在

这里形成了奇妙的碰撞。
“东弄村为作家提供了沉浸式写

作环境，而众创空间则让更多人近距
离感受阅读的乐趣与文学的魅力，成
为全民共享的文化会客厅。”牛凳
说，如今的景宁网络文学村已与番茄
小说、纵横文学等 5家网文平台共建

“作家基地”，吸引了包括张莱、祖若
蒙工作室等 7家名家工作室入驻，并
为全国 200余位作家提供创作研讨、
新书签售、沙龙团建等一站式服务。
此外，新兴业态如网络短剧制作、有
声配音、人工智能信息采集等也应运
而生，涵盖影视、动漫、游戏等数字
文创领域，成功吸引了 14 家作家编
剧工作室、文化企业，上下游产业链
年产值超 4000 万元，为返乡青年新
增了 300多个就业岗位。

这一切，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
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创新活力。

全民共享

华灯初上，由牛凳发起的“文学
夜话”像一枚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县
城的夜色中荡开层层涟漪。

从 2023 年启动以来，24 期活动
累计吸引逾万人次参与，让“每月抢
票听故事”成为景宁人新的“生活仪
式”。

“县城的文学生态就像拼图，年
轻人追逐网文 IP，中年人偏爱本土文
化，老年人珍藏着手抄诗集。”回乡后
的牛凳敏锐地捕捉到景宁代际文化
的差异，“他们缺的不是热爱，而是能
坐在一起聊文学的桌子。”于是，“文
学夜话”应运而生，成为连接不同年
龄层、不同文化偏好的特殊“圆桌”。

很快，知名作家、编剧、文学编辑
等主讲人走进了小县城，用各自的

“文学实验”打破圈层壁垒。活动办
到第五期时，参与人数突破百人，引

得全年龄段粉丝每月“蹲守”抢票，
成为县里最火爆的常态化文学活动。

“文学夜话”的内容始终保持多
元创新，既有“闻一多诗歌奖”得主
梁晓明的《诗歌与人》主题讲座；也
有法医秦明揭秘悬疑写作背后的真
实案件素材；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
家、编剧蒋胜男以《历史的十字路
口》为题，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的迷
雾，探讨文学如何为沉默的史册注入
心跳与温度……跨越文学类型与文
化形态的分享，让“文学夜话”不断
突破想象边界，也让昔日的“阳春白
雪”走进了百姓的烟火生活。

在今年世界读书日专场活动中，
《战狼》编剧、知名网络作家高岩来到
众创空间，围绕“网络文学与影视创
作”展开深度对谈。从跨界创作的初
心、《战狼》剧本的细节打磨，到网文影

视改编的叙事逻辑，牛凳与高岩的对
话持续 90分钟，现场金句频出、掌声
不断。“第一次抢到票就见到了明星编
剧，这种机会太难得了！”读者梅研的
感叹，道出了许多文学爱好者的心声。

60 岁的李方同，是云和县人民
医院的会计，他在“文学夜话”中完
成了从文学爱好者到创作者的蜕
变。坚持写日记 42 年的他，曾苦于
诗歌创作不得要领，在“文学夜话”
现场，他得到了李郁葱、梁晓明等老
师的“一对一”指点。如今，他已在

《中国诗歌》《诗选刊》等发表诗作近
百首，“是这里让我有勇气推开现代
诗的大门。”李方同说。

从最初的文化拼图到如今的全
民参与，“文学夜话”用每月一次的
相聚，在县城成功搭建起一座跨越代
际、多元融合的文化桥梁。

众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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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景宁网络文学众创空间书房

作家签售现场

《战狼》编剧高岩做客众创空间


